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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拟定特首终身吃“皇粮”
澳立法会就特首等高官离职修法，获小组讨论通过

澳门立法会经 5 个月小组讨论，
通过了管理特首等高官离职的法
案。记者 25 日获悉《意见书》及修改
后法案：拟全澳仅特首一人能终身
“吃皇粮”(获发在职月薪 70%)；非公
务员出身的主要官员一次性获发在
职总月薪的 30%，公务员出身的则获
发12%。

特首等高官离职后还设置了 2-3
年禁止从事盈利的私人工作期限，违
者最高可判刑2年。禁止工作期间内
另发放 70%薪酬。法案还豁免特首
在任期间的刑事豁免权。法案在民
间引起争议，如司长离职获发千万是
否过高？如何防范特首违法？立法
缘何未公开咨询？

离任特首：

享7成薪水加福利

按《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
员的保障制度》(俗称“高官离补法案”)法案文
本，特首离任后获发离任月补贴，至其从事有
报酬的私人业务终止。但因任职出现意外或
患病导致长期绝对无工作能力时，月补贴成
为终身补贴。假如特首任职满5年，月补贴为
在职月薪的 70%；若不满 5年，则以月薪乘以
就职月数再除以60再乘以70%。

对于特首离任后的各项福利也明确规
定：适当的办公场所、行政后勤，供个人使用
的车辆并配司机，市场的人身保护；离任特首
及其家属保留享有医疗护理、药物、外科手术
及最高等级住院的权利，与公共行政工作人
员相同。但这些福利保障自其从事有报酬的
私人业务之日起终止。

离任司长：

可获一次性离任补偿

主要官员(指各司司长、廉政专员及审计
长、警察总局局长和海关关长)离任时享有一
次性的离任补偿。假如属于公务员出身，补
偿相当于其就职期间月薪的 14%乘以就职月
数；假如非公务员出身(如企业家或学者直接
任命为司长)，这一比例为 30%。法案文本规
定上述补偿免除纳税。

但是如果主要官员已参加了退休及抚恤
制度或公积金制度(有些类似内地社保制度)，
政府为其供款的时间将不计入离任补偿。行
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作为该法案在立法会引
介的提案人代表，她表示其在职期间特区政
府一直为其供款，故不会因该法案获取离任
补偿。

法案文本未列出对主要官员提供任何行
政、办公、车辆、医疗的保障。换言之，全澳仅
特首一人能在离任后享有 7成月薪、公车、医
疗保障。法案文本规定上述补偿免除纳税。

离任禁工期：

加70%月薪补偿

澳门在2009年通过了另一项规范高官离
任的法律，《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离任
的限制规定》。特首及主要官员于离任后一
年内不得从事任何私人业务。离任特首在禁
止期满后两年内，拟从事任何私人业务，得向
现任特首取得许可(俗称“过冷河”)。主要官
员则为禁止期满后一年从事私人业务需取得
许可。违者最高可判刑两年。

而在高官离补法案的补充规定中，上述
“1加1”“1加2”的禁止工作期间内，可另外获
发其离任时月薪的70%作为禁止工作补偿。

另外法案文本还在司法保障方面提出，
行政长官在任职期间不适用刑事程序。

澳门特区政府在去年12月份向立法会提
出草案文本，经立法会通过其立法方向后，由
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细则讨论并出具意见
书(俗称小组讨论)，然后经全体大会细则讨论
并表决。

■香港经验

高官月薪高 但无退休金
港澳主要官员薪酬架构不尽相

同，若单以月薪计算，香港的特首、司
长及局长，比澳门的同级官员高。但

香港的问责官员不设任何约满酬金
或长俸，一旦离开政府，不论是正常
任期还是中途解雇，就会即时失去薪
金。并且须在离职后首年接受独立
委员会规管，如要再就业必须向该委
员会申请并得到批准。

现届港府中，特首月薪为35.2
万港元，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
律政司司长月薪介乎29.2万港元至
31.3万港元，12名问责局长月薪则
有28.2万港元。

除现金薪酬外，香港政治委任官
员每年有22个工作天为年假，与公

务员一样享有医疗、牙科福利，及强
制性公积金供款等，但离任后不设任
何约满酬金或长俸。

前任行政长官离任后会获提一
定待遇，包括提供前任行政长官办公
室、协助进行推广和礼节性的工作、
行政支援、官方车辆连同司机的运载
服务。前任行政长官也可以享有礼
遇安排和医疗及牙科福利。视乎香
港警务处的风险评估，前任行政长官
会获得保安服务。

但前任行政长官离任后3年内
会受到离职后的就业规管。同时，根
据现行香港法例，香港行政长官并无
任何刑事或司法豁免权，在任内或卸
任后，均可被执法机构拘捕或起诉。

澳门特首崔世安澳门特首崔世安

■关注焦点

司长离任拿千万
是否太多？

特区政府最初提交的文本，所有主
要官员均按14%比例领取月补偿。但是
立法会小组讨论时有议员指出，制度设
计从长远和宏观上看，不利于甚至会阻
碍非公务员人士就任主要官员的意愿，
恐难吸引社会精英出任主要官员。例如
一名商界人士有诸多建树，若要出任主
要官员就需放弃原有工作，在其离任后
也没有保障；而公务员出身的人士在离
任主要官员后能享有原工作系统的福利
退休保障。

立法会小组讨论提出 20 %、30%、
40%的数字供政府参考，要求修改文
本。澳府后来提交的文本对非公务员出
身的高官按30%计算。

但这一数字在坊间引起较大的讨
论，以司长现任月薪约 18万元(澳门元，
下同)计算，现任商界出身的司长若在今
年年底离职(已任职 15年)，可一次性获
发约千万的补偿。法案文本也因此被形
容为高官“自肥”。

立法会意见书则记录了政府的依
据：退休及抚恤制度中政府供款20%、个
人供10%，公积金制度中政府供款14%、
个人供7%，但后者的结算有权益归属计
算且有投资成分。而离任补偿只是一次
性支付，没有投资成分，没有滚存，也没
有权益归属。故按参加退休及抚恤制度
中政府及个人供款率之和，以吸引非公
务员人才出任主要官员。

立法会小组意见书显示，小组多数
成员表示认同，也有成员坚持不同意见，
认为主要官员月薪已超过18万元，相当
具有吸引力，没有必要在离任补偿方面
再增加百分比。不同意见还指出：离任
补偿和禁止工作补偿是重复补偿，既然
有了离任补偿再设禁止工作补偿不合
理。

法案缘何
从没有公开咨询？

法案文本在社会引发讨论的另一个
焦点是，从政府提交法案文本到立法会
小组通过，一直没有进行公开咨询。立
法会小组《意见书》披露，曾有意见提出
如有争议应该进行公开咨询。但是小组
经讨论多数意见认为，即使公开咨询，社
会声音各异，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恐怕只
会拖延时间而没有结果。

坊间又有舆论指出，目前预算纲要
法、官员问责制度等迟迟未能出台，质疑
该法案推出的时机不当和速度过快。但
《意见书》披露，原本立法会主要要求 2
月17日前完成讨论，申请后才获准延期
至5月底。

立法会小组对比世界范围内，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对离任行政首长设置一定
的保障制度。如葡萄牙为离任总统提供
在职时月薪80%的月补贴。另外，美国、
新加坡、加拿大和德国等也有相应的制
度。

特首任内违法
将如何处理？

另一个焦点是特首在任期间享有
刑事豁免权。有社会意见不满，假如特
首在任时犯法也可免刑事拘控？

议员陈泽武回忆说，小组讨论时一
共10个议员无人对该条款提出问题，其
认为若特首在任期间受到检控，其工作
繁忙，经常上庭作证会影响工作。澳门
大学副教授余永逸则表示，特首在任期
间免被拘控，不代表离任后毋须究责；
按基本法规定，若 2/3 议员认同特首严
重违法或渎职时，有权行使弹劾权，再
报请中央政府决定，待特首下台便可追
究。余永逸说，这并非澳门独有，其他
国家或地区都有相同法律，目的旨在保
障特首免受政治、司法压力，具独立性
执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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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台湾拟对年收入超千万者
提高征税税率

为配合台湾行政部门提出的“财
政健全方案”，日前，台湾立法院三度
通过《所得税法》相关修正草案，新增

“富人税”。年综合所得净额逾千万
元(新台币，下同)者，税率由40%提高
至45%，同时对股民及银行保险业加

税。至于上班族，修正草案规定，可
获减税，薪资、残障特别扣除额与标
准扣除额均调高。

台《联合报》报道，立法院财委会
召委赖士葆表示，此次加税案受到朝
野不分党派的支持，有可能在今年的
六七月份实施。一般而言，富人税是

指政府向高收入人群加收个人所得
税。调整富人税率有望缩小贫富差
距，但或许也会造成企业资金外移、
冲击台湾经济。5月23日，有调查显
示，近九成的受访年轻人，权衡之下，
仍然赞成调高富人税。《联合报》报

道，岛内有9000多名年所得净额千

万元以上的富人，增收45%的“富人
税”后，加上对股利所得者与银行、保
险业增税，当局全年净增税收预估
650亿元，堪称台湾史上最大加税案。

台官方统计显示，岛内贫富悬殊
在2011年达到历史顶点，最富有家
庭比最贫困家庭的收入高出96倍。
甚至有观察家分析，近期台湾一系列

反政府游行示威，很大部分是贫富悬
殊种下的恶果。

欧债危机、经济不景气，马英九

第二个任期伊始，即表示未来税收改
革新方向是逐步落实“所得多、缴税
多”的原则。台湾的税率不算低，只

是依据现行税制，针对富人的高税率
并没有把富人的税收上来。近年的
税收统计显示，年收入净额在1000
万元以上的家庭，平均股利收入占了
63%，薪资收入仅占23%。而作为“摇
钱树”的股票，其交易所得却是全部
免税。因此，甚至有岛内学者指出，

不合理的税制是台湾社会贫富差距
拉大的根本原因，直接导致税收干
涸、财政吃紧，让“富人更富，穷人更
穷”。

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加税措
施，却在立法院仅一个会期，就快

速获得通过。此次修法被视为健

全财政的重要一步。所谓开征
“富人税”，严格来说就是增加针
对资本所得而课的税。建立“回
馈税”制度，旨在让少数行业或高
所得者多回馈社会，使多数人受
益，进而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动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