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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頭條
◆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
榮休教授 
周永新

近年來，隨著香港人口逐漸老
化，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就是

老年人口不斷增加時，他們將減慢經
濟增長的速度，且因他們對經濟援助
和醫療服務的需求都較殷切，他們將
成為公共財政的沉重負擔，政府也可
能因此提高現有稅率，甚至要引入新
稅種，加深大眾在稅務上承受的壓
力。總括而言，老年人就是社會發
展的負累。

這種說法對嗎？以下我將逐一
分析這種說法所持的理據。鑑於篇幅
有限，我無法作深入的討論，但市
民只要客觀的看有關問題，不難發
覺，這種說法很多時是基於一些偏
見，有時是未將事實的全部向公眾解
釋，以致巿民有錯覺，真的以為老
年人就是社會的負累。

「老年人口撫養率」是
粗淺的計算

首先，老年人口是社會負累的
說法，最常見的支持論據，是老年
人口上升，社會要撫養的老年人自然
增加，正是一般說的「老年人口撫養
率」。其實，老年人口撫養率，只
是簡單的把預期老年人口的數目除以
預期勞動人口的數目，其中的假設，
是老年人沒有生產力，他們全被分類
為消費者，而勞動人口則全被當作是
生產者，由他們負責老年人的生活。
當香港政府官員在解釋人口老化時，
也常按照老年人口撫養率的計算，說
到了三十或五十年後，香港人口中，
四個或三個之中便有一位是長者，所
以到了那個時候，三個甚至是兩個有
工作能力的人，便得養活一個長者。
這樣運用老年人口撫養率的計算，怎
不教聽到的巿民感到心寒？認為老年
人是社會的負累。

其實，老年人口撫養率只是統

計上的分析，現實情況並不是這樣。
第一，老年人口撫養是以 65 歲為界
線，假設在這年齡以上的人口並沒有
生產力，必須倚賴勞動人口的供養。
不過，隨着預期壽數的增加，65 歲
以上仍然工作的大有人在，不少經濟
發達國家正把退休年齡延長至 65 歲
以後。美國剛上任的總統特朗普年屆
70，怎可說他沒有生產力？

第二，就是長者退休了，不再
從工作得來經常性的收入，並不等於
他們必須倚賴勞動人口的供養？當
然，老年人口增加，政府用於長者
的公共開支，特別是社會保障和醫療
服務，必然有所提升，猶如香港的
生果金，合資格的長者多了，政府
支出自然要增加，但不能這樣，便
硬說到了若干年後，多少個勞動人口
便得養活一個長者。

及早為退休生活
未雨綢繆

其次，老年人是社會負累的說
法，是假設長者到了退休年齡，既
然沒有收入，便必須倚賴政府提供的
社會保障措施，患病時也必須接受政
府設立的公共醫療服務來治病。經濟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為了應付人
口老化而帶來急劇上升的開支，很多
時只好提高稅率或引入新稅種。06
年底香港政府發表的退休保障諮詢文
件，其中鋪陳採用的手法，就是先
推算老年人口的數目，然後假設一旦
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即諮詢文件
中的「不論貧富」方案），政府便必
須增加支出，而政府為了避免入不敷
出，也必須增加薪俸稅或溢利稅。
這樣一連串推論，基本假設是，退
休保障涉及的公共開支，必須全由政
府負擔，巿民不會繳納所需資金，
或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未雨綢繆。

我並不否認，隨着人口老化，
政府為了滿足長者對生活保障和醫療
服務的需求而增加支出，但若然政府
擔心這樣會迫使政府加稅或引入新稅
種，因而成為年輕一代的負擔，我
認為最有效和必須做的事，是加強巿
民對退休生活保障所作的準備，或應
對未來增加的開支，及早引入多元化
和平衡收入不均的繳稅措施。例如，
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提交的香港退休保
障未來發展的報告中，建議政府設立
老年金的同時，也建議政府引入老年
金稅，大部分僱員和僱主每月只繳交
一至三百元，只有收入較高的才須繳
交較高的稅款。換言之，工作人士
可透過強積金等儲蓄計劃，為自己的
退休生活多作準備，社會也可公平地
分擔退休保障的支出，政府實在不應
用老年人是社會負累的藉口，拒絕實
行全民退保。

跨代供養是社會珍惜的
道德倫理

最後，老年人是社會負累的
說法，是假設年輕一代若要承擔
上一代的生活及醫療開支，對他
們並不公平。說這些話的人，主
要是從金錢的角度來計算；好像
政府用於年長巿民的開支若然多
了，年輕人就必須為年長的「埋
單」，他們會感到不公平，好像自
己替別人供養他們的年老父母。
不過，年輕人要多繳些稅款，真
的是不公平嗎？現在年長的巿
民，當他們年輕工作時，還不是
為着下一代的教育繳納稅款，就
算是自己沒有兒女的，政府的教
育開支也不會少他們一份。繳稅
是公民的責任，跨代供養也是社
會珍惜的道德倫理，單單計算自
己付出多少、又可以取回多少，

如果整個社會只嘵這樣「斤斤計較」，
社會便會變得巿儈和冷酷無情。

結論是，老年人是社會負累的
說法，從任何角度看都站不住腳。
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前社會資源
主要用於培育年輕一代，但當兒童數
目減少，老年人的數目增加時，社
會資源自然轉向用於年長一代。美國
Brandeis University 的經濟學教授 
James Schulz 在《老年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Aging）曾指出，以經
濟發達的社會來分析，整體撫養率維
持不變，差異只是在發展的不同階
段，撫養的對象有所改變而已；而
只要社會的生產力沒有減退，資源應
可足夠應付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的需
要。簡單來說，只要香港的經濟保
持現有發展軌跡，人口老化不會成為
社會無法承擔的責任，長者也絕對不
會、也不應被視為社會發展的負累。

◆巧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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