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金易」下月開展次階段「上線」
引入全方位改善措施 支援站逐步擴展至全港十八區

香港積金局自去年6月起推出「積金易」平台，5個

強積金計劃已先後於5個月期間加入平台。積金局主席

劉麥嘉軒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在「積金易」運作的首

階段（去年6月至今），已處理了近20萬宗交易指

示。她形容今年是推行「積金易」極為關鍵的一年，

為了部署將於下月5日展開的第二階段（今年3月至7

月）「上線」工作，「積金易」團隊參考了先前的經

驗及掌握用戶回饋後，引入了一系列全方位改善措

施，包括提升熱線服務、為僱主提供「一對一、手牽

手」的支援服務等。她透露，承辦商將會把「積金

易」支援站逐步擴展至全港十八區，同時建立一個三

層測試架構以便更全面優化平台運作和用戶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252025年年22月月171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陳啟恒、勞詠華文 匯 要 聞A5

首階段磨合期曾「甩轆」下階段將做得更好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在「積金易」運作的首階段（去年
6月至今），已處理了近20萬宗交易指示。

●「積金易」下月展開第二階段「上線」工
作，團隊參考之前經驗，引入多項改善措施。

劉麥嘉軒指出，截至今年2月中已有超過
10萬個用戶登記了「積金易」，當中約8

萬個為僱主。在至今近20萬宗交易指示當中，
約有三分之二是以電子方式進行，包括供款、
提取強積金、轉移強積金及更改投資組合等，
而未有「積金易」前約只佔三分之一。

兩項行政指示數碼使用率達80%
她表示，當中提交供款資料及更改投資組合
這兩項行政指示，更有80%數碼使用率，形容
首階段的數碼化轉型情況令人鼓舞。
積金局資料顯示，「積金易」首階段上線
受託人管理的資產佔強積金總資產值只有約
2%，隨着第二階段即將展開，東亞 （強積
金） 集成信託計劃、信安強積金、中銀保誠
等相對較大規模的計劃將先後加入，將令整
體佔強積金總資產值一下子增至約30%。
劉麥嘉軒指有必要推行全方位改善措施，包

括已改善了平台的介面設計和指示，使其更加
清晰；承辦商亦提升了熱線1832 622及服務中
心回應用戶查詢和求助個案的速度，並增設了
專門處理強積金供款的查詢熱線3197 2834，專
責解答僱主及僱員對供款資料的疑問。
另外，承辦商將於今年內把人手由目前約
900人逐步增至約1,600人，以加強「積金易」
的營運效率和質素。

增操作流暢性 建三層測試架構
她透露，為進一步提升「積金易」的使用

體驗及操作的流暢性，已建立了一個三層測
試架構，包括成立由資訊科技界人士及學者
組成的專家小組，提供第三方專業意見；同
時，委託專業服務公司為「積金易」進行用
戶端專業測試，以及由已登記「積金易」的
用戶，尤其是曾試過投訴的用戶組成小組提
供意見反饋，以便更全面優化平台運作和用

戶體驗，邁向全自動化的「積金新世代」。
承辦商亦會逐步在全港各區設立「積金
易」支援站，配合現有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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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金局行政總監鄭恩賜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亦指，由於首階段涉及的用戶數目佔整
體強積金成員比例不多，積金局因此留待第二
階段起才多方位加強宣傳。他透露，計劃透過
體育館、社區中心與屋邨等，將「積金易」支
援站擴展至全港十八區，並會與區議會、關愛
隊、鄉事會、工會及商會合作，進一步滲透入
社區，向市民更廣泛宣傳「積金易」。此外，
亦會設立至少兩三輛流動車到不同地區協助市
民登記，例如地盤散工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積金易」
平台自推出初期曾出現過「甩轆」情況，積金
局行政總監鄭恩賜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承認，由於「積金易」屬全新系統，且不同
受託人、不同僱主的供款情況也不盡相同，首
階段磨合期確曾出現問題，但整體運作暢順，
他強調「積金易」團隊已檢視過所有問題，確
保第二階段會做得更好。

出事主因是資料缺漏
香港文匯報去年10月底曾報道，接獲不少在
僱主僱員已正常供款的情況下，「積金易」賬
戶於個別月份出現僱主僱員供款金額均歸零，
或個別月份的自願性供款「被消失」的異常情
況，致電熱線查詢亦未能查明原因。積金局當
時回應表示，有關問題主要是僱主在輸入僱主
自願性供款資料時未能完全符合新系統要求，
或資料不足導致未能準時更新所致，已即時跟

進。
鄭恩賜日前在訪問中解釋，之前出問題的主
要原因，出於受託人提供資料時有缺漏、受託
人轉移文件時與「積金易」承辦商出現磨合問
題等，更多的是因為涉及僱主自願性供款，
「不同公司提供的供款金額計算方法、供款期
和領取條件等均有所不同，總共多逾30種形
式，而將相關資料輸入平台時亦有不同要求，
因而未能即時反映在有關賬戶內。」
他並舉例，個別僱主名下有十多間公司，卻
在填寫付款人資料時並未有交代清楚屬於哪一
間公司，這亦會出現問題。
他說，「積金易」承辦商已增強專為僱主和
負責處理強積金行政工作人員的培訓，並會增
加外展支援服務，向尤其是強積金安排較複雜
的大型集團和機構，以及資源條件較少的中小
微企等，提供「一對一、手牽手」的支援服
務。

他表示，「積金易」團隊會繼續積極協調承
辦商與受託人的溝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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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亦已要求承辦商確保第
二階段加入的受託人系統無誤，尤其涉及自願
性供款要做好模擬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發
展局為加快發展進程並提升服務效率，展開流程
及系統設置等改革，至今已實施超過100項精簡
措施，以加快發展進程，並表示年內會再推出其
他新措施，包括容許認可專業人士自行審批建
議，部門則會抽查把關，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
本。發展局副局長林智文表示，有關措施讓部門
有空間調撥人手，更有效應對龐大工作量。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表示社會有
不少關於如何令發展提速提效和減低成本的討
論，特區政府就此積極作出回應，鼓勵決策局及
部門採取促進者的思維處理工作事項。
林智文則於網誌中指出，以往部門處理審批時
較重視把關工作，現時與時並進，積極求變，除
做好監管者角色，亦務求具備促進者思維，致力
精簡審批流程。

推自行認證 審批樹木一個月搞掂
他指出，精簡程序須由機構文化入手，透過內

部宣傳及經驗交流，令「促進者」思維成為植根
同事的「基因」。決策局及部門迄今已實施逾百
項精簡措施，年內陸續落實其他新措施，範疇涵
蓋業界自行認證，容許認可專業人士審批建議，
既賦權業界亦要求為其決定負責，部門則會抽查
作把關，其他措施包括省卻重複程序，以及理順
並列明各項所需提交的文件及細節等。
香港園境師學會會長陳元敬指出，園境專業
2003年便首次實行自行認證計劃，但只局限於驗
收工作，審批程序仍由政府部門處理。政府最近
推出的自行認證計劃，則允許業界在審批過程中
委託一位認可園境師自行審批，相比以往審批樹
木處理方案動輒花上10個月至一年時間，現則可
於一兩個月內完成，效率得以大大提升。
另外，水務署工程師（技術支援）梁學翹表

示，該署去年底推出「餐飲業供水申請自行認證
計劃」，允許表現良好的持牌水喉匠自行認證其
負責的水管工程，提升處理供水申請的效率和便
捷性，簡化流程亦有助持牌水喉匠節省時間及成
本。
林智文指出，這些程序可讓部門有空間調撥人
手，更有效率利用現有資源應對龐大工作量，達
到節流效果。局方會繼續監察精簡程序的工作，
推動部門思維變革，以助提高效率，善用市場活
力，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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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文率領團隊自去年第三季已出席了多場研討會和論
壇，向業界介紹政府的精簡措施，並了解業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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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美國「政府效率部」的馬斯克

近日下令財政部停止向惡名昭彰的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提供資金，

隨後他在國際會議中點名批評NED，

質疑其角色，認為「美國應該管好自

己 的 事 ， 而 不 是 到 處 推 動 政 權 更

迭」。NED長期扮演美國政府的「白
手套」，打着「促進民主」的幌子，
顛覆他國政權，干涉別國內政，煽動
反中亂港，惡行劣跡罄竹難書，港人
必須看清其真面目。香港雖然進入由
治及興新階段，仍應汲取港版「顏色
革命」的教訓，高度警惕外部勢力反
中亂港絕不會偃旗息鼓，持續築牢國
安防線，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我國外交部早在去年發布《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的所作所為及真實面

目》，揭露 NED 長久以來不斷資助

各種所謂的非牟利組織，打着「促進

民主」旗號，干涉他國內政，煽動分

裂對抗、蠱惑干擾輿論。NED 透過

「民主工具箱」，為特定團體提供資

金、培訓抗議技術、操控輿論議程，

炮製「阿拉伯之春」，以至2019年在

香港發生的修例風波。

NED的「黑金鏈」多年來一直資助

本港的反中亂港組織及政棍。單在

2020年，其涉港資助項目清單就涉及

31 萬多美元。在 NED 支持下，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藉其所擁有的《蘋果

日報》等媒體煽動市民參與違法活

動，又聘用美國中情局前僱員Mark Si-

mon為其私人助理，勾結美國政界。披

着工會外衣的「職工盟」，長年收受

NED旗下「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撥

款，推動所謂的「民主運動」。在2014

年違法「佔中」、2019 年修例風波，

NED的分支機構「美國國際民主協會」

(NDI)都如影隨形，為黑暴提供各種支

持 。 近 日 突 然 宣 布 停 運 的 「 香 港 民

研」，長期製造所謂民調，製造「民

意」「選舉調查」「身份認同」，為反

中亂港勢力搖旗吶喊，背後的資金來源

也疑與NED密切相關。

雖然馬斯克揚言勢要NED關門大吉，
但這只是美國政爭的結果。美國打壓中
國、搞亂香港的企圖從未改變。近期，
美國再加徵中國商品關稅，有美國政客
要求美國行政當局檢視48名香港特區法
官、檢控官及政府官員等執法人員列入
所謂「評估制裁名單」。這些不勝枚舉
的例子，足以證明美國反華勢力打壓中
國、搞亂香港，不會因為政權更替而改
弦易轍，甚至會變本加厲。

香港完善健全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迎來由治及興的發展機遇期，香港社

會更要珍惜今天得來不易的和諧安定局

面，更要牢記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的

慘痛教訓，時刻提防外部勢力干預破壞的

暗流湧動，堅決依法斬斷所有反中亂港

「黑金鏈」、踐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責

任，不容港版「顏色革命」重演。

高度警惕亂港「黑金」拒港版「顏色革命」重演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府會透過發行政府債券

融資，確保北部都會區項目進度不會因為公共財政狀

況而受到制約，強調提速發展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把握

科技變革機遇的關鍵。北都區是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
新引擎之一，適度發債集合市場力量建設北都區，屬
投資未來的明智之舉，亦可壯大本港債券市場，促進
金融市場多元化，增加市民投資渠道，鞏固本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地位。

發展北都區，不僅增加房屋用地，滿足改善民生所

需，更提供足夠空間及基礎設施，吸引科技企業落戶

香港，透過構建完善的創科生態圈，結合粵港澳大灣

區高端製造業和市場規模的優勢，推動灣區聯動發

展，成為驅動香港創新發展的新亮點。造地等基建項

目牽涉龐大資金，通常由政府財政支付、私人財團參

與、發債吸納市場資金等多種渠道籌集資金。當前整
體經濟復甦未如預期，特區政府財政面臨一定壓力，
私人投資氣氛不活躍，透過發行政府債券融資，確保
北都區發展不會因資金不足而滯後，有必要性和迫切
性。

由特區政府、公共機機發債融資，用於重大基建項

目，本港有不少成功先例。機場「三跑」，機管局主

要以發債集資為主，過去 4 年通過債券發行舉債約

753億港元，完成絕大部分「三跑」項目融資。「三

跑」在2016年動工並於2022年完成，「三跑」系統

已經落成啟用，有業界人士估算，可為香港機場增加

50%的吞吐量，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

地位。為了進一步滿足「三跑」的營運所需及讓市民

能參與「三跑」的融資項目，去年機管局推出「三

跑」50億元零售債，亦錄得超額認購2.1倍。

特區政府過往發行的債券，亦深受環球機構投資者

包括銀行、中央銀行、主權基金及國際組織以及基金

經理、私人銀行、保險公司等歡迎。以2024至25年
度為例，特區政府發行的綠色債券和基建債券，機構
投資者部分都錄得近3倍至7倍的認購額，反映市場
對能帶來固定收入的優質資產有龐大需求，以及對
香港長遠發展的信心。

還要看到，香港的債務水平目前仍處於低水平，環

顧全球部分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相對生產總值的比

率超過百分百。例如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數據顯示，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負債比率為：美國

110.15% ； 日 本 214.27% ； 英 國 100.75% ； 法 國

92.15% ； 德 國 45.95% ， 而 香 港 現 時 比 率 只 達 約

9.3%。相比之下，香港有不少的發債空間，即使略為

提高，仍屬於穩健水平。

正如陳茂波指出，發債籌資乃用在投資未來，並非

用在日常開支，這是特區政府一直嚴守的財政紀律。

隨着部分基建工程逐步落成，未來發債需求及規模會

相應減少。另一方面，基建投資帶動的經濟活動和產

業發展，亦將為香港帶來更多新發展機遇和稅務收

入，而透過發行較長期債券以支持較長期的工程項

目，也能讓現金流年期與工程項目的需要相匹配。有

學者亦指出，北都區項目具有成本效益，不但對提振

本港經濟有作用，符合社會成本效益，對特區政府的

收支也有好處，將來賣地的收益將大於成本。因此，

社會各界應認識到，發債建設北都區是投資未來，有

利長遠發展，不存在舉債度日的情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債市產品持續豐富、規
模不斷擴大，有助提升市場的活躍度和吸引力，把
香港債券市場做大做強，類似北都區等回報穩定的
重大基建債券，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選擇，讓適
合不能夠冒高投資風險的普羅市民，分享到更多的
發展紅利。

發債建北都區 投資未來壯大債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