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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监管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及基金经理的表现 

2016 年 11月 2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多名学者屡次力陈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收费高、回报低，长

期蚕食退休供款，一无是处。近日再有学者指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

局（积金局）开支在过去五年急增 36%，除每年租金支出高达 7,000 万元

外，历任积金局行政总监更获发巨额薪酬，而现任行政总监过去十三年合

共获得约 7,000 万元薪酬。截至今年三月为止的一年，积金局赤字高达 5.1

亿元，连续六年亏损。积金局不单监管强积金计划不善，更未能以身作则，

长期入不敷支。此外，该学者列举基金经理罔顾供款人利益，导致大部分

股票基金长期跑输大市的敛财伎俩。该等伎俩包括：收取高达 2%基金费用

并频繁地买卖股票，长期蚕食强积金供款；侵吞客户股息；巧立名目收取

转换基金费用；以基金户口不能持有太多现金为由，在市况炽热仍高位买

入投资产品；以及在市况下滑时，因恐怕客户赎回及转仓而贱卖投资产

品。再者，基金经理在过去十多年经常高价购入消息股而导致基金投资跑

输大市，令客户损失惨重。然而，基金经理获巨额花红或行使认股权，而

其所属金融机构更从中获得巨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强积金股票基金在过去十五年平均每年回报不足 4%，大幅落后

同期恒生指数升幅，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财库局）及积金局有否研究，除

基金经理收取高昂基金费用外，有何其他原因导致强积金股票基金的投资

回报长期跑输大市；如有，研究结果为何；如没有，可否立即研究； 

 

（二）有何政策规管和监管股票基金经理各项罔顾客户利益的行为，甚或

从中取利的投资陋习； 

 

（三）过去十五年，政府有否对基金经理涉嫌作出不当或罔顾客户利益的

行为提出质询或警告；如有，个案宗数及该等行为的详情，以及跟进结果

为何；如否，原因为何；有否检讨积金局对强积金计划监管不足甚或不作

监管的情况，以及会否尽快制订监管基金经理的新制度或收紧现有的制

度； 

 



（四）鉴于有意见认为，积金局监管强积金基金计划不善，对过去十五年

基金经理合共收取了多少管理费懵然不知、而管理费属高昂水平，政府有

否定期检讨积金局工作表现，以及有何政策严控其开支；及 

 

（五）鉴于有学者指出，「金融界和所谓管治精英赚到尽，从小市民身上

打主意，如此下去，废除强积金呼声将越来越响亮」，以及「废除强积金

后便不会再有对冲问题」，因应该学者及越来越多市民对强积金「高收费、

低回报」及对冲问题关注，政府会否对积金局及整个强积金制度作客观衡

工量值式评估，研究公帑（政府在一九九八年拨出 50 亿元公帑作为积金

局营运经费）及强积金供款是否用得其所，连同应否废除强积金计划以彻

底解决对冲问题一并考虑；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的日常主要工作包括： 

 

（a）规管注册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的核准受讬人，确保核准受

讬人审慎管理注册计划； 

（b）为强积金计划及职业退休计划注册； 

（c）监察核准受讬人及中介人有否遵守法规，并调查涉嫌违规或违例个

案，采取执法行动； 

（d）就强制性供款事宜为雇员及雇主提供指引，及代雇员向雇主追收供

款及向没有履行供款责任的雇主提出检控； 

（e）研究强积金计划及职业退休计划的法律，并作出改革建议；及 

（f）推行公众教育，加强市民对强积金制度的认识及退休理财的知识。 

 

  就谢议员提出的问题，现回复如下： 

 

（一）由强积金制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成立起至二零一六年八月，强积金

股票基金和所有成分基金的年率化回报率，在扣除收费及开支后分别为

4.2%及 3.2%，大致上与同类型的零售基金的整体回报相若。 

 

（二）及（三）强积金法例规定强积金计划由核准受讬人负责管理。为确

保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获得充分保障，核准受讬人必须将强积金计划资产

作为信讬财产而管理和处理，为强积金计划进行审计，同时亦必须委任投

资经理，负责投资计划成员的供款和累算权益及确保计划投资须符合计划



成员的利益。基金经理不得就计划成员转换基金而收取费用。制度的设计

是透过由积金局负责核准和规管受讬人，及核准受讬人主动监督其基金经

理，以提升强积金成分基金的表现。 

 

  此外，所有强积金成分基金的投资经理均须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发牌，基金经理必须遵守《证券

及期货条例》及其附属法例的所有有关条文，以及证监会发出的有关守则

及指引，其运作及业务操守亦受证监会的持续监管。 

 

  按现有机制，如积金局知悉任何违规事件涉及基金经理的任何不当行

为或罔顾计划成员的利益，会把个案转介至证监会作出跟进。到目前为

止，没有基金经理就涉及强积金成分基金的不当或罔顾客户利益的投资方

法而被质询或警告。 

 

（四）积金局主要以政府于一九九八年一笔过拨出的 50 亿元非经常补助

金的投资收益作为营运经费，其会计纪录及财务报表必须经由核数师进行

审计。此外，积金局亦会把其年报（内载列财务报表）上载至积金局网页

供公众参阅。 

 

  积金局一直严守财务纪律，努力控制开支，采取多项节流措施，如在

二零一六年年初整合办事处，以尽量提高办公室楼面的使用效益，又把办

事处迁离核心商业区，以减轻租金负担，更减省职位，严加控制职员成本

的上涨。政府与积金局定期检视其收支状况，研究方案以确保积金局的长

远财政可持续性，以处理恒常工作和推行新的规管措施。 

 

（五）强积金制度是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其中重要一环，符合世界银行倡

议的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根支柱。相较于强积金实施前，只有三分一的就

业人口有退休保障，现时，强积金制度连同其他退休保障计划下，已有 85%

的就业人口，即超过 320万雇员及自雇人士，获得不同程度的退休保障。

由强积金制度成立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供款连投资回报已增长至 6,466 亿

元，年率化内部回报率（扣除费用及收费后）为 3.2%，超过同期每年 1.8%

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可见强积金制度令计划成员的资产有所增值。尽管

如此，政府及积金局亦持续优化强积金制度，例如将推出有收费管制的预

设投资策略，为没有或不想作出投资选择的计划成员提供更佳投资方案，

直接降低强积金收费。 

 

  我们必须指出，积金局的营运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于一九九八年拨出

的 50 亿元非经常补助金的投资收益，强积金计划成员的供款及其投资收



益不会用作积金局的经费。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