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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制度在2000年12月開始實施。一般而言，

退休儲蓄制度須經過大約40年才發展成熟，強

積金制度在邁向發展成熟的旅程上，現正處於中

間點。強積金制度將繼續發展，進一步完善和改

革，為香港的工作人口建立更穩固的退休保障。

保障計劃成員

猶記得剛擔任積金局主席不久，首次會見傳媒

時，我以「加＋、減—、乘×、除÷」四個基本算術

符號來說明積金局在當前強積金制度發展階段的

工作方向：

加：增加強積金充足度及投資回報；
減：進一步減低強積金收費；
乘：加倍乘大用家滿意度；
除：消除公眾對強積金的誤解。

「加、減、乘、除」總結了強積金制度的主要改革

範疇，亦反映了積金局在保障計劃成員利益方

面，目前及未來的工作重點。

強積金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加強制度為就業

人口提供基本退休保障所發揮的作用，特別是基

層市民，因為強積金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甚至是唯

一的退休儲備。改革強積金制度最優先的工作項

目，是增加強積金退休保障的充足度。

增加充足度和投資回報

供款款額、投資回報、收費水平及投資年期是影

響強積金儲備充足度的關鍵因素。由於強積金制

度的目的是提供基本退休保障，因此強制性供款

的比率定於較溫和的水平。積金局一向鼓勵計

劃成員及僱主在強制性供款以外作出自願性供

款，以壯大退休儲備。自願性供款的總額錄得持

續增長，由2004年（首次收集這項數據的年份）的

$23億增加至2021年的$150億，增幅達五倍。

我們利用稅務扣減優惠鼓勵計劃成員多作自願性

供款，有效提升退休保障的充足度。自2019年4月

推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以來，強積金計劃成員在

這項安排下作出的供款達$64.3億。在2021–22年

度，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供款總額為$25.1億，較

2020–21年度的$22.1億增加13%。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帳戶的數目亦由2021年3月31日的53 000個，

增加約17%至2022年3月31日的62 000個，反映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越來越受計劃成員歡迎。

強積金投資至今錄得合理回報。截至2022年3月

31日，強積金管理資產達$11,200億，當中約三成

是淨投資回報。截至2022年3月31日，強積金

制度自2000年實施以來的平均年率化淨回報

率為3.6%（已扣除費用），高於1.8%的同期平均

通脹率。

我們持續擴闊強積金的投資領域，以進一步加強

分散投資，從而令強積金基金取得更佳的風險調

整後回報。多年來，積金局持續擴大准許投資項

目的範疇，除了把環球上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及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納入為准許投資項目外，

亦把更多證券交易所列為核准證券交易所。最新

措施是便利強積金投資於由中央人民政府、中國

人民銀行及內地政策性銀行發行或無條件擔保的

債 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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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取消以僱主強積金強制性供款抵銷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的安排於2025年實施，加上各項與供

款款額、投資回報及收費水平有關的措施，預料

計劃成員將可累積更多強積金儲備，應付基本的

退休生活所需。

加倍乘大用戶滿意度

現正構建的積金易平台將簡化強積金計劃的行

政工作，減省人手程序和避免人為錯誤，方便用

戶一站式管理所有強積金帳戶。這將提升所有用

戶，包括僱主、計劃成員及受託人的滿意程度。

為確保積金易平台的設計符合不同用戶的需要，

積金局舉辦一系列持份者諮詢活動，接觸多達

100個代表不同用戶群組的團體，收集用戶對平

台前端用戶介面設計的意見。我們現正檢視接獲

的意見和建議，在適用情況下把它們納入最終

設計。

經修訂的強積金法例在2021年10月獲立法會通

過，為積金易平台的實施提供穩固的法律基礎。

積金局及其附屬公司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將繼

續密切監督承辦商的工作進度，確保平台如期構

建，以及監察受託人轉移至平台的安排，務求順

利過渡，讓計劃成員享有平台預期帶來的好處。

我們亦正在檢討現行的強積金基金選擇框架，

以期建立恰當的框架，推動開發更多不同類別、

更符合計劃成員對投資結果的預期的退休投資

方案。

進一步減低收費

管理強積金所收取的費用會影響強積金投資獲取

的淨回報。過往一些有助發揮市場力量的措施，

例如加強資料披露、提供比較收費的工具，以及

引入僱員自選安排等，均有助降低收費。強積

金基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由2007年（首次引入

基金開支比率的年份）的2.1%，下降三分之一至

2022年3月31日的1.39%。

我們現正構建積金易平台，目的是把所有強積金

計劃行政工作集中以數碼方式處理。這個項目將

有助把行政工作簡化和自動化，降低營運成本，

為下調收費創造更大空間。在2021年10月修訂的

強積金法例，訂立了「直接轉移」減省成本 1和「相

應減費」2的規定，當積金易平台營運後，便能直

接惠及強積金計劃成員。

經修訂的法例同時收緊預設投資策略下成分基金

實付開支的收費上限，由每年0.2%下調至0.1%

（按每個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淨資產值計算）。該

項經修訂的法例亦要求受託人進一步披露收費估

算及投資回報，提升強積金基金的透明度，從而

加強推動收費下調。

1 規定受託人未來不得收取高於積金易平台收費的行政費，以便讓減省的成本，即現時受託人向計劃成員收取的行政費與日後受託人須繳付

的平台收費的差額，可「直接轉移」予計劃成員。

2 規定減省的成本要全數反映在強積金基金的整體基金開支比率上，確保整體收費有相應幅度的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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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意見和觀感

強積金制度為香港市民大眾而設，涉及眾多持份

者。因此，我們在不斷完善強積金制度時，必須

瞭解各方持份者的意見，以便制訂及推行的政策

能回應他們的關注。接觸計劃成員能讓我們深入

瞭解成員的需要，同時提高他們對強積金的認

知，以及消除對強積金及退休投資的誤解。

積金局利用創新方法及各式各樣的線上線下途

徑，教導計劃成員強積金知識，以及澄清有關退

休規劃及投資的常見誤解。我們致力與社會上不

同界別的僱主、僱員及自僱人士聯繫溝通。由於

僱主、計劃成員及準計劃成員人數眾多，我們準

備加大力度，與更廣泛的持份者接觸，尤其是前

線從業員及基層勞工。

過去一年，我連同積金局同事參與了接近100場

持份者交流活動，與不同群組會面，包括工會、

商會、業界組織、基層僱員、婦女組織及少數族

裔工友。這些活動有助向廣大群眾宣揚強積金訊

息，並讓我們有機會聆聽他們的意見。這方面的

工作將繼續是積金局的重點項目。

轉型

強積金制度現正邁向成熟，積金局會繼續朝着

「加、減、乘、除」四個方向推展工作。在多項改革

及完善工作中，開發積金易平台是強積金制度設

立以來最重大的改革。推出積金易數碼化平台，

將為強積金計劃行政工作帶來重大改變。僱主及

計劃成員或須適應全新的無紙化生態環境，而業

界及積金局亦須運用創新思維，探索新的運作

模式。

社會環境不斷轉變，市民大眾的需要和期望也隨

之改變。積金局必須持續檢討及推行改革，與時

並進，為市民大眾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

過去一年，積金局已完成數項機構層面的檢討工

作，包括關鍵績效指標及機構風險管理框架，並

已實施多項改良措施，日後在轉型過程中亦會繼

續進行檢討和改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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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業界一直支持積金局的工作，並一同與積

金局合作推展多項措施，以鞏固強積金制度。業

界不辭勞苦、貢獻良多，我衷心致謝。

積金局全體員工在行政總監鄭恩賜先生的卓越領

導下，展現無比的工作熱誠和專業精神，全力以

赴投入工作，表現卓越，我十分感激。

劉麥嘉軒
主席

致謝

我在2021年3月獲委任為積金局主席，讓我有機

會服務社會，深感榮幸。我感謝歷屆主席為強積

金制度奠下穩固根基，讓制度得以成長，並在制

度不同發展階段推動多項改革。特別是上屆主

席黃友嘉博士，領導推行多項重要發展，包括推

出預設投資策略及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把內地的

證券交易所納入核准證券交易所名單，而最重要

的，是推展積金易平台項目。

承蒙董事會各董事全情投入，惠賜真知灼見，以

及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強積金行業計劃委員

會各委員給予寶貴意見和鼎力支持，強積金制度

才能夠在本年內繼續向前發展和推進。我謹對全

體董事及委員致以謝忱。

我亦想藉此機會，感謝政府給予殷切指導和堅定

不移的支持，特別是在政策上支持積金易平台項

目，並且作出財政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