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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對強積金「全自由行」的意見 
 
1.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支持強積金制度按部就班推行制度改革，以

達致「全自由行」的長遠目標。鑒於「積金易」中央電子平台已

順利投入運作，大大便利了強積金權益的轉移和追蹤；加上強積

金「對沖」安排將於 2025 年 5 月 1 日起生效，為強積金制度的

進一步改革創造了有利的條件。本會認同，目前是推進強積金「全

自由行」的合適契機，並贊同在釐定「全自由行」實施方案時應

重點考慮三個主要因素，包括促進成員選擇權、平穩實施取消「對

沖」安排，以及制度的效率和行政的成本效益，有效地在它們之

間取得適當平衡。 
 

2. 現行強積金制度的框架內已設有俗稱強積金「半自由行」的「僱

員自選安排」，讓僱員可每年一次選擇把現職僱主參加的強積金

計劃下供款帳戶內的僱員強制性供款，全數轉移至自選的強積金

計劃下的個人帳戶。根據積金局的資料，在 2012 年 11 月至 2025
年 1 月期間，共有超過 100 萬宗轉移透過僱員自選安排進行，涉

及的強積金權益高達 500 億元，可調動的強積金已歸屬權益的比

例由相關安排實施前的 45%增至實施後的 73%，大幅提升了僱員

在管理自己的強積金權益方面的選擇權。 

有見於強積金「半自由行」已推行十餘年，取得有目共睹的

成效，亦累積了豐富的經驗，廠商會贊成將僱員自選安排下的轉

移機制延伸至僱主強制性供款，即透過推行「核心方案」，為新

聘僱員提供「全自由行」安排，讓他們在管理強積金權益方面享

有更多選擇。 
 

3. 同時，本會亦贊同引入「延展方案」，讓現有僱員亦可以受惠於

「全自由行」安排。本會認為，透過設立專門的帳戶來清楚區分

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加上每名僱員就其現職工作只能持有一個專

項帳戶的限制以及「積金易」平台的運用，將有助清晰地追蹤現

職僱主強制性供款的去向，確保追蹤過程穩妥可靠，同時避免額

外加重僱主的行政負擔。這項安排一方面能有效地配合《僱傭條

例》下轉制前該部分的遣散費或長服金抵銷安排的運作需要，另

一方面亦有助滿足強積金計劃成員對享有更大選擇權的期望，讓

他們得到與現時僱員自選安排盡可能貼近的轉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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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諮詢文件建議，「全自由行」安排將容許僱員每年一次把僱主強

制性供款作全數轉移。本會對此表示贊同。如果「全自由行」的

轉移次數及款額規定與現時行之有效、且廣為成員熟悉的僱員自

選安排相同，不但有助於僱員駕輕就熟地管理其強積金權益，亦

可以避免因大幅增加轉移次數和小額結餘帳戶數目而導致過高

而非必要的行政成本；更可藉此阻遏頻密地轉移的不理性行為，

鼓勵公眾奉行強積金作為長線投資的理財原則。 
 

5. 就實施時間而言，諮詢文件建議採用分階段實施的方式，以因應

預期「延展方案」(適用於現有僱員)相對「核心方案」(適用於新

聘僱員)需要較長籌備時間的客觀情況，讓部分計劃成員可盡快受

惠於「全自由行」。 

本會原則上同意「先易後難」、循序漸進的做法；但亦提醒

主管部門，分段實施或會涉及企業層面的額外行政和合規成本，

亦可能會引致公眾層面上信息和認知的混淆，甚至需要當局在宣

傳方面投入加倍的配套資源。本會建議，政府及積金局宜更加精

準地評估和釐定落實方案的時間表，並研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盡可能盡快但「一次過」地推行「全自由行」的全盤方案。 
 

6. 本會亦建議，積金局和政府應加強對「全自由行」落實方案的諮

詢和宣傳工作。例如，可考慮引入具體、形象化的案例，以輔助

解釋擬議的方案，增進業界和公眾的理解；以及採用更加淺白的

文字和針對性的補充說明，釐清諮詢過程中發現的一些疑點問

題，例如「全自由行」是否適用於僱主自願性供款、何謂轉移過

程中的「必需交易費用」等。 

另一方面，為確保強積金制度穩健而有序地運行，本會建議

積金局及政府應持續強化針對全港僱員的投資者教育，推動金融

知識的普及，特別是應提升僱員投資理財的風險意識，引導僱員

理性地選擇適合的長線投資產品。同時，積金局與證監會亦應強

化對強積金受託公司的產品審查標準，確保所有可供投資之基金

產品的合規性、穩健性和合宜性；同時對「全自由行」方案實施

後的市場銷售行為進行有效的監管，防範前線銷售人員採取不良

手段而誘導僱員轉移強積金資產的不規範行為，維護正常的市場

競爭秩序。 

此外，積金局還應完善對強積金受託人收費標準及不同基金

的歷史表現等資訊的強制性披露要求，推動受託人透過「積金易」

平台，定期公開完整的費率結構及投資表現，杜絕隱性成本，以

便利僱員作出「精明」的投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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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全自由行」的推行將建基於「積金易」平台這項必不可

少的數碼基礎設施。日後強積金計劃轉移至「積金易」平台後，

其行政工作將會透過「積金易」平台執行，相關的行政服務包括

帳戶資料及紀錄的管理將由平台而非受託人負責，而所有參與有

關計劃的僱主及計劃成員可即時透過「積金易」管理計劃內的強

積金帳戶及提交計劃有關的指示予平台處理。毫無疑問，「積金

易」平台日後將會處理大量的用戶指令和海量的資金交易，本會

提醒積金局應審慎留意平台的處理能力、信息安全性和風險管

理，並從硬件、軟件以及管制機制上持續提升平台的效能，確保

其平穩、安全而高效地運行。 

 

 

(2025 年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