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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養老保障及協助長者重投社會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本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較2011年
大幅增加1.07倍至82,800人，老年人口撫養比率亦由8.9%增至16.6%
【註1】。對此，特區政府過去先後成立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
訂定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制訂《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去年12
月制定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建議方案，建議今後定期按通脹、
社保基金收入變化、人均預期壽命及最低維生指數等指標，綜合評估養
老金等給付的調整空間【註2】。

　　有關方案訂明，倘若自上一次調整後所累積的通脹率達到3%或以上，
社會保障基金便會啟動對給付金額作出調整的考量，經衡量社保基金過
去5年的整體平均收入情況及人均預期壽命變化，計算出給付金額的可調
整幅度【註2】。本人認同透過建立標準化機制作為日後相關制度調整的
科學依據，但必須指出的是，受疫情影響本澳經濟環境復甦仍然緩慢，
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雖然累積的通脹率未達當局所訂的標
準，但絕不能因此忽視長者群體對“老有所養”的實際訴求。

　　另一方面，現時本澳人口平均壽命約為84歲【註3】，一般情況下，
長者在60多歲退休後仍有約20年的晚年生活。不少長者在退休時身體與
精神仍處於健康狀況，且具專業知識及豐富工作經驗，除了完善退休保
障體系，當局更應為具備能力及有意願繼續工作的長者創設有利條件，
令其繼續發揮自身能力，真正實現“老有所為”。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雖然按照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方案，倘若自上一次
調整後所累積的通脹率少於3%，理論上各項給付金額維持不變【註2】。
但以目前本澳經濟狀況及長者的生活情況，當局會否透過其他方式為長
者提供切實支援，例如增發敬老金或設立“關愛基金”，當出現因財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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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足而未能注資央積金時作撥款之用，作為長者及弱勢群體的兜底保
障？

　 　二、當局曾表示 ， 本 澳目前8 0 , 0 0 0多名6 5 歲 以 上 長 者中，約
有12,000名仍在勞動市場工作【註4】，佔比約15%。當局未來除了繼續
透過轉介、培訓和諮詢等服務，有何具體措施進一步推動及鼓勵企業聘
用長者，例如設立長者就業培訓中心及建立恆常對接機制，加大力度協
助長者重投就業市場，讓更多具備能力及有意願繼續工作的長者能夠發
揮能力和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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