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積極
加強香港作為國際

風險管理中心的競爭優勢，而保險正是重要一環。
保監局主席姚建華表示，香港約88%保費收入來自
人壽保險，一般保險佔比不高，未來將加大力度發
展非壽險業務。

姚建華透露，將於今年檢討香港醫保市場，希
望加強消費者保障及行業可持續發展。該局續稱，
年內將就大灣區退休養老批出新保險牌照及產品，
期望減輕香港人口老化及公營醫療等壓力。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姚建華表示，非壽險業務中，醫療保險是其中一大板
塊，但近年醫療保險市場出現不少問題，如醫療通脹嚴
重，醫療保費每年以兩三成的幅度增加，操作層面方面，
亦出現待客不公或索償等問題。他指出，保監局將就醫療
保險市場開展中長期計劃，今年先就整個市場作檢討，之
後再推出優化方案。

先作檢討 「成熟一項推一項」
保監局行政總監張雲正表示，檢討將從三方面出發，

一是對投保者公平、二是行業可持續營運、三是減輕公營
醫療壓力。據保監局數字顯示，一般保險業務當中 「意外
及健康（醫療）」 直接業務的表現，由2021年至2024年上
半年以來，一直處於承保虧損狀態，反映行業營運及可持
續發展方面並不理想。他直言，香港人口老化對醫療需求
有增無減，但香港醫療服務約有七成由公立醫院提供，私
營市場佔三成。他指，若私營醫療做得不好，公營醫院壓
力會更大，加上現時特區政府面臨財政壓力，故要盡快檢
視醫療保險市場的問題。至於何時有措施推出，則是 「成
熟一項推一項」 。

除醫療服務外，退休養老亦是香港未來要面對的一大
問題。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目前65歲或以上佔本港人
口約22%，按照推算，到2046年將佔全港總人口逾三分之
一。保監局執行董事（長期業務）呂愈國表示，香港保險
業務亦開始推北上退休養老的產品及服務，如購買保單可
以入住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院等。

冀年內就灣區養老保險發牌
呂愈國指，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活動已成趨勢，北上退

休養老的需求亦有上升。他透露，保監局正研究引入新的
服務提供者，提供一站式垂直退休養老保險服務，有別過
往保險公司要與第三方合作。

張雲正表示，希望年內就大灣區退休養老批出新保險
牌照及產品，期望減輕香港人口老化及公營醫療等壓力。
由於涉及大灣區養老項目，他透露，潛在服務提供者以內
地公司為主。

至於保監局計劃對內地訪客的定義作出檢視，張雲正
指，去年首三季內地訪客佔個人業務總新造保單保費達
27.6%，而非本地亦非內地訪客佔比則約8%至10%。呂
愈國表示，由於現時多了高才通等專才來港，但卻計入內
地訪客，故希望就此重新定義。他透露，正與持份者諮
詢，亦需時間予業界收集資料，但明言今年內會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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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易優化 迎下月第二階段上線
【大公報訊】 「積金易」 平台將於3月5日展

開第二階段 「上線」 工作。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
表示， 「積金易」 團隊參考了先前的經驗和掌握
用戶回饋後，引入全方位的改善措施，包括改善
「積金易」 的界面設計和指示、加快處理用戶查
詢及求助個案、協調承辦商與受託人的溝通、增
強專為僱主和負責處理強積金行政工作人員的培
訓，以及承辦商會逐步在全港各區設立 「積金
易」 支援站，進一步提升 「積金易」 的使用體驗
及操作的流暢性。

首階段處理20萬宗交易 線上佔
劉麥嘉軒指出，五個強積金計劃已經依次於

去年6月開始加入了 「積金易」 。在 「積金易」
運作的首階段，透過 「積金易」 處理的近20萬宗
交易指示中，有三分之二是以電子方式進行，包
括供款、提取強積金、轉移強積金、更改投資組

合等。當中提交供款資料及更改投資組合這兩項
行政指示，更加有八成的數碼使用率，可見在
「積金易」 的推動下，首階段的數碼化轉型情況
令人鼓舞。

積金局行政總監鄭恩賜表示， 「積金易」 推
出之前，有三分之二交易是以傳統紙張進行，以
電子方式進行僅佔三分之一，正與平台推出之後
相反。

承辦商今年增兵六成 提升效率
對於 「積金易」 的優化工作，劉麥嘉軒指，

「積金易」 團隊積極回應用戶的意見，檢視了平
台的界面設計和指示，使其更加清晰，令用戶使
用時更為順暢。此外， 「積金易」 承辦商已提升
熱線及服務中心回應用戶查詢及求助個案的速
度，並增設了專門處理強積金供款的查詢熱線，
專責解答僱主及僱員對供款資料的疑問。而承辦

商在今年內會逐步增聘六成人手，以加強 「積金
易」 的營運效率和質素。

劉麥嘉軒續稱， 「積金易」 團隊會繼續積極
協調承辦商與受託人的溝通，理順個別僱主的供
款習慣、自願性供款資料等行政操作，並為僱主
提供相應協助。

鄭恩賜表示， 「積金易」 是一個極為龐大的
系統，運作初期出現個別技術磨合難以避免，但
強調平台運作暢順。他透露， 「積金易」 推出以
來，已錄得逾10萬個用戶登記，包括約10萬個
計劃成員及約8000名僱主，而東亞、信安、中
銀保誠及銀聯信託等強積金受託人將於第二階段
加入，友邦、永明、宏利及滙豐等強積金受託人
則將於第三階段，即約第三或第四季加入平台。

他續稱，第一至第三階段上線受託人管理的
資產分別約佔強積金總資產值約2%、28%及約
70%。

隨着愈來愈多強積金受託人
加入 「積金易」 平台，積金局行政
總監鄭恩賜表示，該局加大對平台

的宣傳力度，並加大對各區支援，除了加強熱線
服務外，希望於18區均設有支援站，並考慮增
設流動車，以方便服務更多市民及地區。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承辦商會逐步在
全港各區設立 「積金易」 支援站，配合現有的三
個 「積金易」 服務中心和開設在承辦商旗下12
間電訊公司門市，並有員工提供現場協助的 「積
金易自助服務機」 ，做到每區都有支援設施，更

廣泛和主動地接觸僱主僱員，直接提供更快捷和
貼身的服務。

建三層測試架構 改善運作
劉麥嘉軒續稱，為進一步提升 「積金易」 的

使用體驗及操作的流暢性， 「積金易」 團隊已建
立一個三層測試架構，包括成立專家小組提供第
三方專業意見、委託專業服務公司為 「積金易」
進行用戶端專業測試，以及由已經上線的用戶組
成的用戶小組提供意見反饋，以便更全面優化平
台運作和用戶體驗。

加強熱線服務 各區增設支援站

「積金易」六大改善措施
❶ 改善設計

•檢視平台界面設計和指示，令用戶使用時更為
順暢

❷ 加快處理

•提升熱線及服務中心回應速度，並增設專門處
理強積金供款的查詢熱線

❸ 確保準確

•理順個別僱主的供款習慣、自願性供款資料等
行政操作

❹ 一對一、手牽手

•增加外展支援服務，提供 「一對一、手牽手」
的支援服務

❺ 區區有支援

•逐步在全港各區設立 「積金易」 支援站，做到
每區都有支援設施

❻ 成立專家小組

•提供第三方專業意見、委託專業服務公司為
「積金易」 進行用戶端專業測試

大公報製表

▲劉麥嘉軒指出， 「積金易」 改善界面設計和指
示，使用時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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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力拓非壽險 三方面檢視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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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香港發展財富管理中心
及家族辦公室，保監局行政總監張
雲正表示，將於首季與金管局就指

數型萬用壽險（IUL）發出指引，掃除市場對
監管不清晰的顧慮。他又透露，保險公司已準
備就緒、如箭在弦，意味着一旦指引發出，保
險公司已可推出產品。

保單預計收益設限 7月生效
張雲正坦言，指數型萬用壽險並不是新產

品，對象是高資淨值人士，香港一直未有相關
產品，主要是業界憂慮出現雙頭監管，但隨着
證監會已作出澄清，私人投資者不用審批，已

掃除市場有關憂慮。
除發展新業務外，保監局亦積極完善監管

規例。被問到早前建議加強對分紅險銷售監管
措施的實施進度，保監局執行董事（長期業
務）呂愈國表示，就銷售保單利益說明文件的
「演示利率」 （俗稱預計收益）引入上限，即
港元保單上限為6%，非港元上限為6.5%的措
施，將於今年7月1日生效，之後會一年檢討一
次。而設立一站式平台展示不同分紅保單的分
紅實現率，他指因涉及大量資料需要分析，故
現時仍未有推出時間表。至於檢討中介人佣金
的薪酬架構方面，他指正與各持份者溝通之
中，希望今年可以定案。

指數型萬用壽險今季發指引 釐清監管

保障消費者 促進可持續發展 減輕公營醫療壓力

近年保監局積極拓展不同業
務，希望從新加坡及百慕達等 「搶
回生意」 ，如力拓再保險、海事保

險和專屬自保保險等。保監局主席姚建華表
示，未來希望香港自保保險、保險相連證券
（巨災債）及海事保險等形成生態圈，如百慕
達般吸引更多生意來港。

保監局一般業務部副總監趙偉洋表示，該
局近日授權一間新的公司Swedish Club經營
海運保險業務，即是12間國際船東互保協會
中，有10間已獲授權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保險
業務。行政總監張雲正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
大的船隊，以總噸計，截至2024年8月，中國
船隊已超越希臘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的船

隊，佔比達17%，反映香港海事保險方面潛力
無限。

吸亞太企來港發巨災債
巨災債方面，趙偉洋指出，香港現時已發

行6隻巨災債券，而新加坡現有約30隻。他
表示，香港與新加坡定位不同，新加坡是來者
不拒，且以補貼吸引美國發行人為主，而香港
則以亞洲及內地市場為主，吸引亞太區企業來
香港發債。

至於專屬自保公司，趙偉洋表示，香港已
有4間，且都是大型中資企業，如中石化及中
海油等，今年希望再多1至2間公司來港開設專
屬自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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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今年發展重點

◀姚建華（左）表示，
保監局將就醫療保險市
場開展中長期計劃。右
為張雲正。

▲保監局積極完善監管規例，正與各持份者溝
通，檢討中介人佣金的薪酬架構。

▲香港背靠祖國優勢，在發展海事保險方面極
具潛力。

三方面檢討香港醫保市場，分別是對投保者
公平、行業可持續營運、減輕公營醫療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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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與金管局就指數型萬用壽險（IUL）發
指引，掃除市場對監管不清晰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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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保險演示利率設立上限將於7月1日實
施，之後會一年檢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