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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正在審議「取消強積金對沖的
草案」。取消強積金對沖已討論近20
年，在對沖機制下，不少打工仔深受其
害，取消對沖受到大眾關注。

強積金計劃自2000年12月開始實施，
政策原意是設計一項退休保障計劃，強
制要求僱員和僱主雙方共同供款以成立
基金，待僱員年滿65歲後才可取回相關
供款，協助打工仔儲蓄一筆可觀的退休
金，達至「老有所依」。

但是，現有對沖機制削弱了強積金的
退休保障力。根據現時強積金條例規
定，僱主可提取僱員強積金中的僱主供
款，以繳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即變
相令僱員得不到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退休生活保障被無情剝削，社會上諷刺
「對沖機制」是「貼錢炒自己」。

參考過往積金局發布的「強積金計劃
統計摘要」，如果按「抵消遣散費」加
上「抵消長期服務金」計算的對沖金
額，2019年合共對沖了46.7億元；2020
年對沖了57.1億元；2021年對沖更高達
66.5億元。由此可見，不少打工仔的血汗
錢和退休金因對沖機制而被沖走的情況
日益普遍和嚴重。為避免更多打工仔的
退休保障被蠶食，香港進入「愛國者治
港」的新時代，管治者有責任支持落實
取消強積金對沖，增強對打工仔權益保
障，紓緩長者貧窮問題。

有部分人士擔心，現時香
港經濟低迷，現階段推行取
消強積金對沖，會引起商界
擔憂和反對。因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
制，僱主需要預留大筆金額繳付遣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部分僱主為減輕負擔，
有可能在取消對沖機制實施前，提前遣
散部分僱員，令香港出現一波不必要的
裁員潮。更壞的情況是，有中小企因無
力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選擇結
業，令香港經濟、失業問題雪上加霜。

筆者理解有關擔心，但此次取消強積
金對沖草案的細節上，已有慮及上述情
況，並作出相應安排。

首先，即使此次順利通過草案、完成
修例，落實時間最快亦要等到2025年才
執行，僱主有一段充足時間準備，相信
屆時本港經濟已有好轉；其次，條例定
明政策實施頭三年，即到2028年之前，
僱主會受到政府補助，只需向被解僱僱
員提供3,000元遣散費，其間不會為僱主
帶來額外開支；另外，政府亦會設立一
個為期25年的資助計劃，為僱主提供足
夠的過渡性配套。上述安排正是為了避
免出現社會擔心的問題。

取消強積金對沖終於來到最後的立法
階段，希望在新選制下產生的立法會議
員有決心和擔當關顧民生，共同合作維
護勞工權益。

儘管整個世界都十分期
望困擾全球已近3年的新
冠疫情退潮，病毒銷聲匿
跡，但事實擺在眼前，病
毒仍然廣泛地存在，且繼

續以變種再變種的方式，威脅着整個世
界，全球染疫的人數仍在增加，因疫死亡
的人數還未停止。世紀疫情對世界的重擊
傷害，可想而知。另外，各國在抗擊疫情
的同時，亦要照顧人民生活的正常化、經
濟活動恢復常態化，這是各國各地政府與
人民共同的考量大方向。

香港第五波疫情，幸賴國家的醫療援
助隊南下支援，又大力助港速建方艙醫
院，各類防疫物品迅速到位，加之絕大
部分的港人守法、團結、合作，香港醫
療人員日以繼夜、同心協力壓住來勢十
分兇險的病毒傳播，令疫情穩步下降受
控，限聚措施得以放寬，市民生活恢復
正常，市面生氣復見。

然而，染疫人數近日又徘徊在每天500
宗，按衞生署防護中心公布，現時的疫情
已呈上升趨勢，病毒有效繁殖率達1.35。
要預防第六波的來襲，最佳的方法當然是
每一個香港市民，要為己為人，盡速打足
三針、甚或以上，從而盡快建立免疫的屏

障。近日，再有醫生提出要
進行更大範圍的自測，盡量
找出隱形傳播者。筆者完全
同意此一說法。

香港經歷嚴峻的疫情，特別在第五波
衝擊之後，教育局規定，學校復課期間
的全校師生，每天必須自檢證明「陰
性」屬實，方可回校上課，這防疫措施
是可取並成功的。學生在未返學校前，
因自檢「陽性」不用返學校，「呈陽」
後又能盡快得到治療，利人利己。就筆
者所知，絕大部分學校檢查學生自我檢
測相當嚴謹，除每天早上查核結果外，
於小息期間，很多學校都為師生在校提
供安全的環境，再作抽樣抽查，以防學
生早上返學前檢測有誤，甚或有「懶
檢」的情況出現。

疫情仍在繼續，可見的將來，特區政
府應考慮定期的更大範圍的自測，再配
合現今行之有效的屋邨「圍檢」方法，
當大原則確立，技術細節不難解決。筆
者始終深信，香港市民的公德心與責任
感，是經得起考驗的，說到底，誰不想
限聚措施進一步放寬？誰不想通關有明
確的日期？誰不想香港動感之都的動力
再次啟航？

以創新推動發展「東方明珠」煥發光彩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來，香港經歷了發展與挑

戰，我本人也從當年在港求學的青年學子，成長為今天的大學講座教

授，並晉身立法會議員。無論是當年的「學生港漂」、「海歸」，還

是今天的院士學者、代議士，我個人的人生已經同香港的命運緊密聯

繫在一起。

孫東 立法會議員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講座教授

我是1994年初到香港的。我當時從北京清
華大學的博士生課程，參加了國家教委（後
改組為教育部）的一個公派留學項目，來到
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系攻讀博士學位，研
究方向為機械人與自動化。上個世紀九十年
代是香港高等教育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香
港高校與國際接軌的濃厚學術氛圍給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中大三年學習期間，中
大先後經歷了諾貝爾獎得主高錕和李國章兩
任校長。緊張學習之餘，我也找機會接觸了
校園以外的世界，感受了香港各界迎回歸的
喜悅氣氛，也見證了回歸前那幾年香港所經
歷的政治風雨。1997年我順利完成了香港中
文大學的博士學業，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繼
續開展博士後研究。在加期間，我一直心繫
香港，留意着返港發展的機會。兩年多之
後，我終於從香港城市大學拿到了助理教授
的職位，於2000年1月返回了我思之念之的
這座城市。

目睹深圳創新科技崛起感慨萬千
2000年前後，恰逢全球資訊科技熱，香港亦

不例外，對發展科創充滿了熱情和期待。當時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創新及科技基金」，並由
剛成立的創新科技署負責管理，立刻吸引了全

城的目光。2001年我也成功拿到了我在香港的
第一個創新科技項目資助，並以此為基礎，於
2003年在香港科學園創辦了一間科技初創公
司。在接下來的十年，我一邊在大學做科研，
一邊在科學園忙公司業務，十分辛苦。這十年
間，我體會到了香港的科創發展由熱轉冷，也
目睹了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為
一座頗有規模的科技創新城市，不禁感慨萬
千！

2013年我升任為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後，便開
始更加專注於大學的教研與管理工作，逐漸淡
出了科技公司運營業務。我的研究方向也從以
前的機械人與自動化逐漸延伸到生物醫學工
程，並在香港城市大學先後創辦了生物醫學工
程專業和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我領導的科研團
隊主要研究應用微機械人技術進行細胞自動化
操作以實現精準醫療。由於我在這一新興跨學
科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先後被授予了加拿大工
程院院士、歐洲科學與人文學院院士、美國
IEEE Fellow等榮銜。

過去25年來，香港砥礪奮進，也在社會政治
經濟方面發生巨大變遷。我本人親身經歷了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七一大
遊行」、2005年「07-08政改方案失敗」、
2012年「反國教事件」、2014年違法「佔

中」以及2019年修例風波等一系列重大事
件。世界上好像沒有哪一座城市如香港這般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遭遇了如此多眼花繚亂的「政
治洗禮」，而且幾乎每一個事件都引起了全世
界的高度關注。

借「一國兩制」優勢建科創發展平台
透過這些事件，我看到了國際地緣政治在

香港的激烈博弈，也深刻體會到了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的艱巨性與複雜性。「風雨過
後見彩虹」，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完善
選舉制度，香港逐步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
轉變，社會發展漸露曙光，開始邁上由治及
興的關鍵征程。2021年底，我更是史無前例
地參加了香港立法會選舉，親身踐行到新選
舉制度這一偉大實踐中，也開啟了我人生的
新篇章。

我出身內地，在香港讀過書，之後又負笈海
外，幾十年來去過世界很多地方。在我眼中，
香港依然是全世界華人最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地
方，我本人也非常珍惜香港當前來之不易的穩
定社會環境。我選擇扎根香港，除了因為喜歡
香港的風土人情、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更因
為香港可以借助「一國兩制」的優勢構建良好
的科創發展平台，施展個人所長。候任特首李

家超也曾指出，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的一個重
要關鍵在於推動香港科創發展。適逢國家發展
日新月異，香港能夠有幸乘上國家發展的高速
列車，參與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设，與深圳、廣州等周邊城市優勢互補、
協同發展，這些都為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
機遇。香港需要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如同當年
的我一樣，在獅子山下安居，在「一國兩制」
的天空下成就美好人生。

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風雨洗禮，今日的香港
變得更加成熟，正煥發出巨大能量，締造更美
好的未來。「以科學引領創新、以創新推動發
展」正成為當今世界科創發展的新潮流。二十
年前科網熱潮興起時，香港遭逢社會事件頻
生，錯失了很多機會，着實令人可惜。今天，
香港重新出發，國家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這為香港帶來千載難逢的發
展機遇。香港發展本身更需要科創產業這一經
濟發展新引擎。香港只要做好科創發展的頂層
設計，大膽進行科創制度與機制的改革創新，
善用其基礎科研以及國際化的優勢，積極培育
及吸引人才，引入更多高增值、高技術含量的
產業落戶和扎根香港，建設完善的科創生態
圈，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必將煥發出更加奪
目的光彩。

香港進入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政府管
治班子必須是德才兼備的堅定愛國者，公務員團隊也
要與時並進、積極有為、靈活變通，履行好治理香港
和貢獻國家的使命。要達到上述目標，筆者認為應改
革和優化公務員的管理機制，設立賞罰分明的評核制
度，提供並強化相關的誘因，激勵公務員力爭優異表
現，更加積極高效地服務市民。這是提升政府施政效
能的基礎。

月初立法會大會就題為《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
府效能》的議員議案進行辯論。筆者支持議案中促請
特區政府改革公務員升遷解僱制度。其實，有關改革
及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的議題，早於20年前已有討
論。

薪酬與績效掛鈎是大勢所趨
2001年就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檢討成立的專責小

組，便已提出了相關建議，主要包括：1. 就公務員工
作表現制訂「關鍵績效指標(KPI)」，引入薪金與效能
掛鈎（薪效掛鈎）制度、彈性的薪金升降元素，以確
保工作質素與效率；2. 下放薪酬管理職能，讓部門有
更多自由按本身需要管理薪酬事宜；3. 研究精簡職級
架構，以便更靈活地在部門內或部門之間調派人手。

可惜，當年在小組提交報告後，就上述建議的跟進
工作進度緩慢，其後也未見特區政府有規模地改革公
務員制度。

香港面對區內以至環球的競爭越見激烈，「慢進也
是退」。鄰近不少國際或城市，早於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起，已把「激勵元素」納入其公務員績效的管理制
度中。新加坡與韓國分別在2012年與2015年進行公
務員改革。

仔細梳理星韓的改革，有一定共通點：1. 薪酬與績
效掛鈎（「薪效掛鈎」）制度；2. 為表現評級設定限
額或相對排名（即不會出現評核績效時「人人攞A」的
情況）；3. 就公務員不當行為的各個紀律處分程序設
定時限等。

星韓的公務員管理制度改革，有助激
勵公務員的士氣。我們希望香港亦設立
一個多勞多得、能者居之的公務員管理
制度，確保公務員工作的質素與效率。

檢討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組成
事實上，近日主導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薪酬趨勢調

查」初步結果出爐，其中高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
達7%，引來不少爭議。筆者相信，這個結果除了和疫
情下整體經濟受創的大環境相左之外，社會大眾對有
關結果的質疑，也源於對個別政府部門工作表現參差
的考量。毋庸置疑，香港有很多優秀的公務員，但如
果因為陳舊、過時的制度，影響特區政府的整體效
能，則實在太過可惜。

另一方面，要有效改革公務員制度，筆者亦建議由
優化公務員敍用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做起，改革舊
制度、引入新思維。

眾所周知，政府政策局的人事權和財政權都掌握在資
深政務官的手中，而公務員敍用委員會則手執政務官的
升遷和懲處大權。雖然委員來自不同背景，但回歸以
來，委員會的主席也一向由退休的資深政務官擔任。

更有甚者，根據《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條例》，任何
立法會議員，均「不可被委任為委員會主席或委
員」。筆者翻查資料，發現不只主席一職依例不能由
立法會議員出任；絕大部分的情況，委員會的委員也
不會包括立法會議員。如此刻意地連前立法會議員亦
摒除於委員會之外，實在令人費解。

筆者明白並認同，委員會的職能是處理有關公務員
團隊升遷與懲處，因此成員包括對於公務員制度運作
具備較深了解的退休資深政務官，安排合理，但委員
會的主席由退休資深政務官擔任的慣例是否一定要維
持呢？因此，筆者促請政府檢討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
組成，尤其是考慮由其他社會人士擔任委員會的主
席，作為公務員管理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優化薪效制度 釋放公務員潛能
黃元山 博士 立法會議員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為香港《文匯報》「我們的25
年」論壇專欄撰寫文章，回顧自己多年工作領會到的
管治四要點︰必須要有迎難而上的精神找出解決困難
的方法，要重視執行的結果，建立團隊精神的重要
性，必須具備風險管理的憂患意識。這正正回應了當
前社會關切，進一步為香港未來的施政勾畫了明確的
方針和方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房
屋土地、醫療養老、青年發展、產業創新等等，一直
未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李家超從政府理念和做事方式
作出變革，提升施政效率，建立團隊觀念，強化共同
解決問題的團隊文化，加強執行力。此舉最終會惠及
社會和市民，港人必樂見。

香港未來要邁步向前，必須要妥善應對內外環境變
化所帶來的影響及挑戰，更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機遇，以及把握內地市場的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隨着新選舉制度的完善與落實，我們都渴望新管
治帶來新氣象，深信特區政府在李家超的新管治思維
及作風帶領下，將能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與香港市民
攜手協力再創高峰。建議新特首及其團隊需進一步吸
引更多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前往內地工作，把握內
地的發展機遇，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全面提升香港
的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穩固的基石。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的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取得成功，是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保障。香港在過去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難，建立了
「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力量，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
興的關鍵時間，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會強化管治，做
到以民為本，在「以結果為目標」、全面提升競爭力
的方向下，確保香港更有能力應對不同的挑戰，幫助
香港主動融入國家大局，帶領市民開創新篇，「一國
兩制」必將行穩致遠，香港明天必會更好！

落實管治新思維 提升香港競爭力
莊紫祥 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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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廉 工聯會社區幹事 政策研究員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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