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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立中央公積金績效回報機制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自 2018 年起實施，作為澳門政府雙層式社會

保障制度的第二層，旨在加強本澳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障，以及對現行的社會保障

制度作出補足。然而，從 2011 年“公積金個人帳戶”開始至 2024 年，年收益率

多為 1、2%左右，14 年來僅有 3 年超過 3%，最高為 2024 年 4.4337%，從過去結

果來看，其收益率遠遠跟不上基層市民，尤其長者、弱勢群體所感受的生活必需

品物價升幅。 

 

為此，本人有以下建議： 

 

一、從政府帳戶轉到基金實體來看，截止今年 1 月 16 日，現時共 7 間金融

機構提供 42 個退休基金，這均需要市民前往金融機構開戶，再進行“一戶通”

把款項轉到基金實體。建議“一戶通”加强社保範疇功能，參考香港政府 2024 年

6 月推出的積金易 App（eMPF）服務，把有關央積金的所有事務統一化及電子化，

整合各央積金計劃，以及無需再向金融機構逐一提交申請，有助未來 2026 年或

2028 年等實施《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二、考慮到國際上部份國家開始步入減息週期，政府需思考社保基金、尤其

涉及中央公積金的長遠投資回報方案，建議政府引入更多類型退休產品供市民選

擇並分散投資風險，如市民仍想繼續由政府管理，對比政府一直重視社福機制，

5 年來無調升養老金、現金分享等等，也應提升專業化、市場化運作水平，設定

長遠收益率、績效考核、評估指標等制度，以保障收益追得上生活必需品的消費

物價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