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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假設僱員在實施日期前受僱3年，並在實施日期3年後被解僱，每月工資15,000元在6年受僱期內維持不變。若不計及強積金供款的投資回報─

現行制度

6年受僱期的強積金供款
S

僱主
強積金供款
$54,000

15,000元×5%×12月×6年
＝54,000元

S 6年受僱期的遣散費/長服金

遣散費/
長服金
$60,000

15,000元×2/3×6年
＝60,000元

當中，先以強積金供款作「對沖」，
餘額由僱主另行支付

遣散費/
長服金
$60,000

僱主強積金
供款

$54,000

僱主
另行支付
$6,000

建議制度

S

僱主
強積金供款
$27,000

S

僱主
強積金供款
$27,000

S

僱主
強積金供款
$54,000

=

僱主強積金供款同是54,000元

前3年受僱期的供款在 「豁
免」 安排下可作 「對沖」 + 後3年的供款不能作

「對沖」

6年受僱期總遣散費／長服金＝52,500元S

遣散費/
長服金
$30,000

S

遣散費/
長服金
$22,500

S

遣散費/
長服金
$52,500

實施日期前3年受僱期的遣散費
／長服金
15,000元×2/3×3年＝30,000元

+
實施日期後3年受僱期的遣散費
／長服金
15,000元×1/2×3年＝22,5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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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費/
長服金
$30,000

僱主
強積金供款
$27,000

僱主
另行支付
$3,000

S S

-
遣散費/
長服金
$22,500

政府補貼
$9,000

S

=
僱主

另行支付
$13,500

前3年 當中，先以強積金供款作
「對沖」，餘額由僱主另行支付

後3年 僱主可獲發還的政府
補貼（第3年比率為每
月工資的20%）
15,000元×20%×3年
＝9,000元
（即應付遣散費/長服
金的4成）

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政府建議
設十年過渡期，並資助僱主過渡，
首年資助員工每月工資的25%，其
後逐步遞減，取消對沖後第11年，
僱主需全數負擔，預計企業屆時成
本增幅達40億至49億元，主要影響
一些經常涉及對沖、盈利薄弱的中
小企。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形容，政
府今次主動介入勞資關係是 「破格
」 ，期望求同存異，有信心三個月
諮詢期內可達共識。

2000萬助電車新技術換軌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擁有

過百年歷史的香港電車一直深受港人和旅
客歡迎，政府將推出新措施支援電車更新
硬件，未來三年預留2000萬元，資助電車
公司採用 「路軌塗層」新技術更換路軌。
電車公司回應指，新技術將有助大大減少
電車行車時的聲浪，令社區受惠。

特首梁振英前日於《施政報告》建議
，為減低電車路軌更換工程對交通的影響
，並提高乘客舒適度，政府會以配對形式
資助以新技術更換合共長約2.4公里的路
軌。

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政府已預
留約2000萬元，由2017/18至2019/20財政
年度起，以配對方式於三年內資助香港電
車有限公司，加快在主要彎位和路口以新

技術更換路軌，令市民及早受惠。政府的
資助只包括以新技術更換路軌的工程費用
及所需的物料費用，所提供的資助將在運
輸署的相關財政年度預算內反映，至於新
路軌日後的日常保養和維修開支，則由電
車公司承擔。

減少行車時聲浪
香港電車公司表示歡迎，稱有助香港

電車加快路軌更新的進度。發言人稱，為
確保電車服務質素，已制定路軌更新的長
遠時間表，優先在急彎及關鍵連接駁位應
用新的 「路軌塗層技術」，新技術將有助
大大減少電車行車時的聲浪，以及日後更
新路軌時所需要的時間以及對交通的影響
，令整個社區受惠。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推出 「低地
台公共小巴試驗計劃」，方便輪椅人士，
並以幾條醫院路線為試點，專線小巴營辦
商預期可在今年下半年內提供低地台小巴
服務。運房局稱，三條擬作測試的路線，
分別為途經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以
及聖德肋撒醫院的專線小巴路線。

成本料增逾40億 中小企影響大
撤對沖 第11年僱主全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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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
政府資助比例

實施對沖日
期後的年份

第1-2年

第3-4年

第5-6年

第7-8年

第9-10年

第11年

政府向僱主發還的
補貼（按每月工資的比
率）

50%

40%

30%

20%

10%

-

大公報記者 張月琪

施政報告＞＞＞

政府建議逐步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
服務金的 「對沖」，並會撥出一筆過開支60億
元，自實施起的10年內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
散費或長服金開支，並會每年遞減資助比例（
詳見表）。

張建宗：補貼非偏袒商界
政府根據積金局行政紀錄作估算，在不設

追溯的豁免安排及計入政府補貼後，取消對沖
實施首年，僱主的總薪酬開支增幅介乎1.11億
至1.47億元，相當於2015年全港總薪酬開支約
0.01%至0.02%，以同年1.44萬名涉及僱主計算
，每名僱主須多付7700元至1.02萬元。至政策
實施第11年，政府不會再補貼僱主，僱主成本
增幅將達40億至49億元，約為總薪酬開支的
0.5%至0.6%。由於每年只有5%至6%的企業涉
及對沖，新增成本會由這些企業所承擔，同時
亦影響盈利較薄弱的中小企。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強調，補貼並非要偏袒
商界，而是考慮到僱主的承受能力，尤其有中
小企僱主特別擔心，期望補貼可紓緩，沒有追
溯之餘同時有緩衝期，讓中小企可以慢慢過渡
與適應，不希望發生勞資關係惡化或大規模裁
員。他又指，有信心在三個月的諮詢期內達成
共識，他會親自留意事情進展，與商界討論，
對任何研討會與論壇，他形容是只要有需要其
出席的，他也會 「隨傳隨到」。

強積金行政程序標準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稱，下一個

工作目標是大力改良強積金制度的運作，建立
「積金易」或eMPF中央電子平台，將強積金

計劃的行政程序標準化、簡化和自動化，進一
步降低成本，讓僱員全面自主掌控投資策略，
增加受託人之間的市場競爭，提高進一步減費
的可能性，亦可為實施 「全自由行」提供基礎
設施。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曾敏捷報
道：西九管理局獲政府撥出 「酒店、辦公
室及住宅」用地發展權加強財務支援，
36.7萬平方米樓面面積主要用作出租辦公
室，不足10%會發展出租住宅單位。其中
位於發展區西面、由一幅U形酒店及辦公
室發展用地，以及展覽中心用地組合而成
的 「展覽樞紐發展區」，料將率先公開
招標。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西
九管理局受多面監測，不會成為 「獨立王
國」。

為協助西九擺脫財困，《施政報告》
提出把區內 「酒店╱辦公室╱住宅」用地
的發展權，涉及約36.7萬平方米樓面面積
，全數授予西九管理局管理。當局可透過
公開招標或 「建造、營運及移交」（BOT
）形式，出租予發展商發展。發展商除需
負擔建築費外，投標亦需提交一筆前期款
項，款項將歸政府所有。至於租用期內所

得收入，則需與西九管理局攤分，作為西
九的經常性開支。政府為吸引發展商競標
上述土地，豁免發展商支付前期款項。

西九管理局昨日發新聞稿稱，西九文
化區一幅預料可提供8.1萬平方米樓面的U
形酒店及辦公室發展用地，連同毗鄰的展
覽中心，作為展覽樞紐發展區，將以公開
及具競爭性的招標方式進行。由於有關用
地不涉及地庫發展，料將成為首幅擬透過
BOT形式推出招標的用地。

大部分發展出租辦公室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在《施政

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上表示，西九管理
局主席是政務司司長，成員亦包括三位官
員，立法會亦有小組監察西九發展，加上
西九管理局本身是法定機構，受法例約束
及管理，多重保障下，管理局不會成為 「
獨立王國」。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稱，
政府撥予西九管理局的用地，大部分將發
展為出租辦公室，當中不足10%樓面屬出
租住宅單位，例如服務式住宅。她解釋，
西九鄰近區域以商業為主，西九較適合定
位為商業中心，而辦公室租金收入較服務
式住宅高，可為管理局帶來更可觀收入。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認為，西九
是市區靚地，對發展商有一定吸引力，但
BOT發展模式有別於一般賣地發展，發展
商由業主變成代理人，最後有多少人願意
參與競投，視乎具體招標條件， 「發展要
求、營運期長短等，都影響出價，最後是
看能否計掂數」。他續稱，若西九將總樓
面達8.1萬平方米的酒店及辦公室用地，連
同毗鄰的展覽中心一併招標，發展規模相
當大，財力雄厚的大財團才有能力承擔項
目，而他相信西九為方便規劃及管理，不
會將招標地皮劃分得太細碎。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本港
旅遊業踏入2017年傳來喜訊，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表示，今年首半個
月，訪港旅客錄得12.4%的按年升幅。就政
府建議把灣仔運動場發展作綜合用地，並
交由貿易發展局進行可行性研究，蘇錦樑
認為，貿發局具有豐富會議展覽業務經驗
，相信貿發局能客觀提供專業意見。

蘇錦樑昨日在《施政報告》相關措施
記者會上表示，初步數據顯示，今年一月
份上旬，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按年錄得12.4%
增幅，其中內地旅客升14.6%，非內地旅客
升5.9%。他稱政府過去一年增撥資源予旅
遊發展局，加強力度在客源市場進行市場

推廣工作，有關工作已見成效。
就政府日前表示擬在灣仔運動場用地

進行綜合發展，但可行性研究交由貿發局
進行，被外界質疑存在利益衝突，蘇錦樑
稱，貿發局對籌辦會議展覽活動，擁有專
業經驗及知識，對香港服務業有深厚認
識，由貿發局負責探討會展需求是合適做
法。

大球場改建成地區運動場
民政事務局會提供意見，確保全面考

慮會展及康體需求。貿發局完成報告後將
交予政府，並再向持份者作出諮詢。

根據政府建議，灣仔運動場最快於

2019年動工改建，屆時區內缺乏運動場，
故當局擬另將香港大球場改建成地區運動
場，以解決問題，惟工程需等待啟德體育
園於2022年落成後才能展開，其間或存在
「空窗期」。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稱，現時灣仔
運動場約一半使用者，來自九龍和新界地
區學校，過往幾年不少田徑場落成，學校
可以應用有關場地。他又指，改建灣仔運
動場的建議現處於探討階段，希望貿發局
盡快研究，但強調當局會做好銜接工作，
例如與區議會、田徑界及學界等持份者商
討，把灣仔運動場的使用者分流到其他運
動場。

貿發局研改建灣仔運動場
蘇錦樑認為做法合適

西九展覽樞紐發展區將公開招標

▲政府建議把灣仔運動場發展作綜合
用地 資料圖片

▲當局擬將香港大球場改建成地區運
動場，以解決區內缺乏運動場問題

資料圖片

▲劉江華稱，當局會與區議會、田徑
界及學界等持份者商討，把灣仔運動
場的使用者分流到其他運動場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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