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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報告內容大綱 

1. 非強制央積金執行情況 

2. 社會意見 

3. 承擔能力及認受性分析 

4. 經濟情況分析 

5. 實施強制央積金時間表 

6. 強制央積金內容建議 



非強制央積金執行情況 - 分配制度 

  截至2020年： 

個人帳戶擁有人累計約有60.3萬人，政府總撥款高達286億元。 

政府管理子帳戶中累計政府撥款最高已達77,000元，連同最

高可獲分配收益9,910元，合共最多有86,910元。 

2011至2020年的平均年利率為2.11%。 

 

小結：分配制度有助居民累積財富，為建立強制央積金 

            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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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央積金執行情況 - 供款制度 
  截至2020年 ： 

 僱主：247名 

 參與人數： 

 公積金共同計劃：2.3萬名僱員 

 公積金個人計劃：6.2萬名居民 

 基金管理實體和退休基金：7間，共41項 

 退休基金表現： 

 淨資產總值：約317億元，非強制央積金佔56億元，約佔18% 

 平均回報：8.66%（40項為正回報） 

 平均總費用比率：1.31% 

 

小結：參與情況及退休基金資產規模呈上升趨勢，反映居民對自身 

            退休保障的關注，可見非強制央積金整體運作順暢，並取得 

            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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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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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進行20場的深度訪談，對象包括僱主、僱員團體、管理和銷售退休基金
的機構、立法會議員及專家學者。 
 

普遍認同實施強制性職業儲蓄計劃是世界趨勢，對本澳非強制央積金邁向
強制央積金制度持正面態度。 

 

絕大多數被訪者認同目前的制度安排，包括：以基本工資作為供款計算 
     基礎、僱主及僱員供款比率分別至少為5%、供款計算基礎上下限的設置、 
     權益歸屬等。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和對企業造成的營運壓力，當局需要視乎
經濟的復甦情況，調整強制央積金的推出安排，凝聚較佳的社會氛圍。 
 



僱主強制央積金供款支出水平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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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開支比例＝員工支出／行業總收益 

- 澳門全部僱主：24%（統計暨普查局2019年數據） 

- 中小企僱主    ：29%（財政局提供B組納稅人2019年數據） 

 員工薪金增長：4% 

 僱主總收益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和研究團隊推算 
         （詳見報告第19頁表6） 

 調整因素 

僱主強制央積金供款佔僱主總收益的百分比= 

員工開支比例 * 員工薪金增長百分比／僱主總收益增長百分比 * 5% * 調整因素 

調整因素 假設1和4 假設2和5 假設3和6 

供款對象 全部僱員 本地僱員 本地僱員 

權益歸屬 無 無 有 



僱主強制央積金供款水平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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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開支 
比例 

澳門全部僱主 
24% 

中小企僱主 
29% 

預期僱主 
強制央積金
供款佔僱主
總收益的 
百分比 

假設1 假設2 假設3 假設4 假設5 假設6 

僱主須為全部
僱員供款，不
考慮權益歸屬 

僱主僅為本地
僱員供款，不
考慮權益歸屬 

僱主僅為本地
僱員供款，計
算權益歸屬 

僱主須為全部
僱員供款，不
考慮權益歸屬 

僱主僅為本地
僱員供款，不
考慮權益歸屬 

僱主僅為本地
僱員供款，計
算權益歸屬 

2026 1.40% 0.98% 0.69% 1.72% 1.20% 0.84% 

2027 1.39% 0.97% 0.69% 1.71% 1.20% 0.84% 

2028 1.40% 0.98% 0.69% 1.72% 1.20% 0.84% 

2029 1.41% 0.99% 0.69% 1.73% 1.21% 0.85% 

2030 1.43% 1.00% 0.70% 1.76% 1.23% 0.86% 

1,000元收益中增加分配6.９元（全部） / 8.4元（中小企）作為強制央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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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有關供款成本不會對僱主造成過大壓力 



居民對退休儲蓄的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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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2013 2019 

參與私退金及非強制央積金的僱員佔本澳就業人口之比例 30.6% 40.9% 

私人退休基金總資產 102億元 302億元 

本地居民存款總額 4,324億元 6,706億元 

參與職業儲蓄計劃的就業人口比例、私人退休基金之總資產、

本地居民存款均持續穩步增長，顯示僱員及居民對退休儲蓄的

認受性越來越高，為推廣及實施強制央積金提供良好基礎。 

小結： 



經濟情況分析 

9 

4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本

澳2019年度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4.3%，且中期

仍能維持穩健增長，年增長率約為4%。 

 

小結：如果沒有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本來已具備邁向 

            強制央積金的條件。 

 

 



經濟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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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 

 2020年本澳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只有2019年水平的44%。 

 疫情持續反覆，現時不是實施強制央積金的最佳時機。 

 分析IMF數據，預測2025年本澳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可大致恢復到

2019年水平（101%），建議： 

 設3年觀察期（2021-2023年），以檢視本澳經濟的恢復情況後

方開展其他準備工作。 

 提出“5年準備期”和“7年準備期”兩個方案 。 

小結：應採取較審慎的推展策略，使僱主尤其是中小企僱主， 

            有更加充分的時間作準備。 

 

 



實施強制央積金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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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方案一（5年準備期） 方案二（7年準備期） 

2021  提交及解說《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審視報告 

2021－2023 
 觀察本澳經濟的恢復情況 

 繼續推動僱主、僱員及居民加入非強制央積金 

2024－2025 
 如經濟恢復情況符合IMF預測，邁

向強制央積金的前期準備工作 

 如經濟恢復情況未如IMF預測，需

延長觀察時間 

 繼續推動僱主、僱員及居民加入非

強制央積金 

2026 
 《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生效，

年內所有企業加入制度 
 邁向強制央積金的前期準備工作 

2027 

  
 《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生效，

年內所有企業加入制度 2028 



強制央積金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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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按目前制度的基本標準作平穩過渡，避免因任何制度安排的變更而
產生不確定因素。 

公積金共同計劃 非強制央積金 強制央積金 

參與資格 本地僱員 維持 

投放分配 

• 僱主選擇基金管理實體 
• 僱主、僱員各自決定供款的投放分配 
• 當僱員有權取得100%僱主供款時，僱員可同時

決定僱主供款的投放分配 

維持 

供款比率 僱主及僱員各供款至少5% 維持 

供款計算基礎 當月基本工資 維持 

供款計算基礎上下限 

• 下限：如扣除供款後，供款計算基礎低於“最低 
                  工資”，僱員無需供款，僱主仍要供款 
• 上限：“最低工資”的5倍，僱主及僱員可各自 
                  設定，是否就超出上限的金額進行供款 

維持 



強制央積金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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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共同計劃 非強制央積金 強制央積金 

權益歸屬 
• 不可抵扣 
• 僱員供款滿3年開始獲得30%僱主供款，每滿

1年遞增10%，至滿10年可獲100%僱主供款 
維持 

銜接 舊人舊制，新人新制 維持 

中止供款 經社會保障基金批准可中止供款 取消 

稅務鼓勵 
• 實施首3年，僱主供款可享額外2倍稅務鼓勵 
• 僱員供款沒有稅務鼓勵 

• 取消（即僱主供款
只可享有免稅優惠） 

• 維持 

公積金個人計劃 非強制央積金 強制央積金 

供款上下限 
• 下限：每月500元 
• 上限：公積金共同計劃供款計算基礎上限 
                   的10%（目前為每月3,300元）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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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2853 2850 

專題網頁：www.fss.gov.mo/zh-hant/sites/reports 

網址：www.fs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