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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憂 1

大公報記者 余風、黃山（文、圖、視頻）

港人退休變退憂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賴國良

打工仔勞碌大半生，總有一天會 「夠
鐘」退下來，屆時希望能過上安穩無憂的生

活。但早前有調查發現，近六成港人預計到了退

休年齡後仍需繼續工作，近三分之一受訪者更直

言退休儲備不足夠。本港不少企業把員工退休年齡

設定在60歲，惟強積金需到65歲才能提取。

《大公報》以專題系列報道，分別訪問55歲、60

歲及65歲的僱員對退休的看法，並詢問學者、理財專

家、人力資源顧問及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探討如何為退休

作準備，不至於退休變退 「憂」。

編者按



延退休可緩解勞動人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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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遠水難救近火

本港公務員及部分機構
退休年齡一覽

大公報記者整理

月入：約3萬元
家用：1萬元
幼子生活及補習費：1萬元

生活費用：1萬元

◀鄭先生希望拚盡全
力賺多些，以讓晚年
生活能較安穩。

▶朱先生打算

退休後跟太太

到內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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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香港人口急劇老化，
加上港人人均壽命不斷延長，

需要一個切合社會需要的退休保障制度，以
保證 「老有所依」 。在這個背景下，《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於1995年通過，相關附
屬法例則於1998、1999和2000年通過，強
積金制度最終在2000年12月開始實施。

根據強積金制度，僱主和僱員各自須按
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內僱員有關入息的5%，
向已註冊的強積金信託計劃供款。除了少數
人士獲豁免外，該計劃強制18至65歲的香港
僱員參與。僱主及僱員雙方共同供款以成立
基金。一般情況下，僱員要年滿65歲或提出
特殊原因，才可取回供款。

不過，社會當時也有不少反對聲音，有
市民認為 「錢在我口袋，總好過在你口
袋。」 對此，政府和積金局頻繁落區向市民

講解：錢從來沒有到過我
們口袋，不單你的供款在
你口袋，就連僱主的供款
也在，所以實際上對打工

仔而言是有利的。
•僱員退休年齡為60歲

港 大

•僱員退休年齡為60歲
•按個別舊制僱傭合約協議，部分僱員退休年

齡為65歲

港 燈

•正常退休年齡為60歲
•可按需要延後退休，最長一般可至員工65

歲生日前一天

港 鐵

•中電僱員的退休年齡為60歲

中華電力公司

•於1997年10月1日後受聘的全職僱員，退休
年齡為60歲

煤氣公司

•2015年6月1日之前受僱的僱員，退休年齡
為60歲；合適退休僱員於60歲退休後，可
申請延任至65歲

•2015年6月1日或之後受僱的僱員，退休年
齡為65歲

醫院管理局

•2000年6月1日或之後但在2015年6月1日之
前受聘為文職職系人員的退休年齡為60歲

•紀律部隊職系人員為55歲或57歲
•選擇延長服務年期的文職職系人員的退休年

齡為65歲
•選擇延長服務年期紀律部隊職系人員（不論

職級）為60歲

公務員

踏入55歲，職業生涯進入最後直
路，兼顧目前的工作、家庭各樣開支之
餘，也要為未來的退休生活打算。面對
有限的積蓄，有勤奮的港人為未來搏命
打拚，無意踏入65歲時立即退休，揚言
到了70歲仍 「做得就做！」

有人力資源專家表示，現時香港勞
動人口相對匱乏，建議企業考慮實際情
況讓員工選擇延遲退休年齡，多累積資
產，為未來退休生活作更好準備。

▲內地醫療開支較香港低，是吸引港人因素之
一。圖為港大深圳醫院。

強積金有波動 謹記每年審視
了解鄭先生的財務狀況

後，獲得 「2023保協傑出財
務策劃師金獎」 的財務策劃師單俊偉表示，以
強積金成立23年計算，假設鄭先生每月供款
1500元，利用強積金股票基金，於55歲已累積
到58萬元，70歲時將有約154萬元。單俊偉提
醒無論哪一種投資風險級別，強積金都會有波
幅，他建議僱員每年作審視，並作適時調配，
以達期望回報。

單俊偉指出如鄭先生打算退休後，每月開
支為1萬元，到他70歲時，因通脹關係每月開支
會上漲至約1.5萬元。單俊偉建議鄭先生如70歲
退休後為降低投資風險，將強積金轉為投資債

券基金，同時可每月在強積金資產取出15000
元作開支，而單俊偉計算回報及通脹後，相信
其強積金可用約8年。

醫療費影響退休生活
單俊偉建議鄭先生需集中處理78至88歲的

退休開支，因當他78歲時，現值1萬元將等於約
1.6萬元。單俊偉又指出市場上有一些儲蓄型保
險，如果鄭先生由現時開始每月儲蓄7500元至
65歲，到78歲時，每月已可領取1.6萬元款項直
至88歲。另外，單俊偉亦提醒退休人士需先做
好保險的風險管理，其中醫療費用的支出絕對
影響退休生活。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

理財有道

本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
人力資源顧問、毅知顧問公司

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香港一般的退休年齡
為60歲，有公司會因應需要而延長僱員的退休
年齡，個別公司更會將退休年齡調升至65歲，
視乎實際情況，有些僱員甚至可續到70歲。

「（退休後）一定要搞掂個錢！」 周綺萍
直言，退休人士首要有足夠的退休金，了解財
政上儲備是否足夠，是否足以支付平常開支，
並要有心理準備，退休後收入減少，必須量入
為出。她又指出，退休人士亦需考慮醫療及房
屋開支，僱員除盡可能擁有不需再供款的居
所，如遇突如其來的疾病，亦有預先購買的醫
療保障。

本港職場普遍存在年齡歧視
「養老金（退休金）非常重要，必須按自

己的需要，計清楚條數才好退休。如果未計清
楚條數，55歲退休，58歲再出來工作，便很難
找到工作。」 她坦言本港職場普遍存在年齡歧
視，年過50歲較難發展第二事業，因而建議打
工仔在未儲夠相當退休金時，不要輕言退休。
此外，她又指出，雖然僱員享有強積金保障，

但相關供款需待65歲才可以領取，加上近年強
積金回報未如理想，退休僱員不可只靠強積
金，還需有自己的資產支持。

本港勞動人口日漸減少，撇除外傭，由
2018年的368萬高峰，下跌至去年的346萬。
「現時人手十分緊絀。」 周綺萍表示香港與其

他地方同樣面對勞動人口老齡化問題，因六十
年代嬰兒潮出生的人陸續踏入退休年齡，加上
現時出生率不斷減少，2020年開始的勞動人口
已不斷減少。她認為除了特區政府推行的搶人
才計劃及鼓勵生育的政策外，企業亦可積極延
後退休年齡，以補充勞工市場。

專家之言

「趁現在還算後生，搏命打拚賺多
一些，退休後就不用擔憂老無所依！」
今年剛好55歲的鄭先生（阿東）提到十
年後的退休生活，他坦言並無周詳計
劃， 「除買了份醫療保險以防萬一，並
沒有其他理財投資。」 現時從事機電安
裝工作的阿東，大學時代修讀計算機工
程學系，畢業後加入一間大型企業從事機
械維修。

經濟拮据做兼職司機幫補
「二十多年前月入有近三萬元，已很

不錯，但工作較死板沒有挑戰性。」 不甘
平淡的阿東數年後轉職印刷業， 「九十年
代香港印刷業十分興旺，只要肯搏肯捱月
入六位數不是夢。」 由於業務應酬經常需
要北上，阿東自言花錢如流水，在好景時
沒有累積太多財富，踏入千禧年後印刷業
逐漸式微，阿東與中學同學朱先生合租沙
田一工廈內的寫字樓經營送貨運輸的業
務。 「太太和兒子在內地生活，僅租樓和
生活費就要萬多元，加上兒子每月五六千
元參加興趣班和補習的費用，每月開支超
過三萬元。」 阿東表示，曾因經濟拮据，
兼做司機幫補家計。

月入三萬扣除開支所餘無幾
在朋友關照下，阿東兩年前開始承接

汽車充電樁的安裝工程， 「二十多年沒有
接觸，很多東西需再學習，還要重新考取
相關牌照。」 阿東為了節省開支，一人身
兼多職， 「既是接線生又是採購員，還要
做司機和安裝技工。」 阿東透露，現時月
入四萬多元，扣除日常開支，每個月約有
一萬元結餘， 「現時總資產約有100萬

元，預計約70歲時半退休，到時做些駕駛
的士、貨VAN等較輕鬆的工作。」 展望未
來，阿東期望發揮港人刻苦耐勞的精神，
在十年間拚盡全力賺多一些，希望晚年生
活能安逸。

「大兒子已有工作不需供養，但細仔
剛入讀大學，每個月還要給他近萬元生活
費，太太是家庭主婦，所有支出全部寄託
在我一個人身上，說不辛苦是假的。」 同
樣是55歲的朱先生，與阿東合租寫字樓共
同打拚，從事運輸物流業近20年。 「以前
好景時擁有數輛兩地牌和本地牌貨櫃車，
現在只剩一輛本地貨車搵食。」 面對運輸
業不景氣，朱先生唏噓道： 「現在每個月
收入約三萬元，扣除日常開支後所餘無
幾。」

生活成本低考慮內地安老
「好彩早年花了十多萬（元）購買一

間公屋，才不用擔心沒地方住。」 打拚大
半生，朱先生坦言手上僅有數十萬積蓄，
因沒有購買醫療保險和其他理財工具，打
算退休後的醫療只能靠政府， 「或者返內
地看醫生，比香港便宜很多。」 朱先生透
露早前友人患病需做手術，在港需支付近
十萬元，因難以負擔，只有向深圳的公立
醫院求醫，最終使費只需萬多元， 「香港
另一個問題就是求診輪候時間長，好多有
病的長者根本等不起。」

朱先生表示，本港生活成本較高，內
地無論居住環境、生活指數，還是鄰里關
係都較好，退休後會考慮和太太回內地養
老， 「現在再打拚十多年，希望可以存夠
200萬，到時兩公婆每個月一萬元生活費
絕對能應付日常所需。」

打工仔積蓄不夠用 夠鐘仍需工作

話你知

月入：約4萬元
家用：1.5萬元
（包括租樓及給太太的家用）

兒子補習費：約6000元
生活及應酬費：1萬元

大公報記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