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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戒掉強積金拖延症

夏日炎炎正好眠，近日氣溫高居不下，人們都變得

懶洋洋，更是「拖延症」大爆發的高峰期。「拖延症」一詞

已經出現許久，相信不少人早已聽聞，連早前流行的

「佛系」說法，某程度上也是「拖延症」的延伸。其實，

我們在管理強積金時，也很容易患上「拖延症」，例如

管理很難、不在乎回報、離退休還遠及忙碌得沒時間看

報表等，用諸多藉口去拖延面對強積金，但是這樣消極

地管理強積金，長遠下去只會影響退休規劃。想要治療

強積金拖延症，其實只需幾個簡單的自救行動，便能

扭轉結果。

行動一：找出所有強積金帳戶

會患上「拖延症」的原因之一，很多時在於成員的強積金

帳戶太多、資料太雜亂，令人覺得麻煩，所以遲遲不願

動手處理。這是因為很多人在轉工後沒有整合舊有的

帳戶，結果令帳戶數目越積越多，當成員每年收到不同

受託人寄來的年度報表時，一下子難以消化大量資訊，

自然地心生煩厭，加不想管理。

因此，成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化繁為簡，透過整合個人

帳戶減少要處理的帳戶，報表越少，成員就越能簡單

迅速地掌握帳戶情況，也可在同一個平台上接收資訊，

將管理強積金的難度降低，變相提升積極性，成員就可

更有效地運用資產投資增值。

行動二：運用逆向規劃思維

有時候，拖延是因為感到無從入手，不知道從何開始。

針對這個問題，成員可以嘗試運用逆向規劃思維。

先從訂立目標開始着手，再推想如何實踐，透過制定合

適的策略及步驟，按步就班地實現目標。這個過程能幫

助成員落實行動，不再只是停留在空想層面。

假設成員希望自己日後的退休儲蓄可達200萬元，就要

按投資期、每月供款金額及基金預期平均回報率來推算

累算金額，假如跟自己的目標有一定差距，就應考慮

更換基金組合或增加自願性供款金額，假如兩者都有

一定限制，那可能要延遲退休年齡以增加投資期，或是

調整預期退休儲蓄金額，以增加達到目標的機會了。

行動三：給予自己適量的壓力

最後，有時面對「拖延症」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給予自己

適當的壓力，才有動力正視問題及並嘗試解決。強積金

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產，而且投資年期動輒

需數十年以上，在「滾雪球」般的複式效應下，有助成員

累積更多退休儲備。若果成員越遲管理，「拖延症」一直

發作，這樣只會令強積金投資發揮不了功效。

「拖延症」很多時都是一個心理關口，強積金並不如想像

中難以面對，只要大家願意勇敢地踏出第一步，並堅持

下去，就會發現強積金是一項有具成效的投資工具，

協助我們迎向豐盛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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