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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評快訊 
2023年第四期 

 市場化下的安老照顧服務 

2023 年 10 月份舉行的“長評季會”以長者       

安老支援服務為題，安排長評成員到提供「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計劃」的單位以及合約院舍參觀。 

探訪結束後，長評成員嘗試從長者、護老者、服務提供者等不同角色對安老服務的提供

和發展作探討，例如服務營運資金來源與分配、申請及評估方式、收費、服務内容、服務單

位職員架構等。長評成員感嘆對安老服務有新認識，特別在環境的設置、智能科技產品的配

置上更為多元化和人性化。同時，長評成員發現所探訪的日間中心沒有護士，常駐的專業只

有一位社工，且主要服務對象是行動能力較佳的長者，對於行動能力欠佳而又想到日間中心

使用服務的長者則未能提供人手陪同接送。合約院舍方面，該安老院位於郊區且新落成，雖

然工作人員及院内配套齊備，但入住率不足一成，與市區床位緊張的安老院舍形成鮮明對比。 

安老照顧服務「親」體驗 

近年來，安老服務增加了市場化的發展，亦由直接資助服務單位改為資助長者自行選擇

服務，例如買位院舍計劃、社區照顧券、院舍券等，服務營運模式日漸多樣化。面對五花八

門的安老照顧服務，長者有何感想，又或是否了解當中的情況？ 

我們的建議 

安老服務加入更多的私人公司成為營運團體，減輕了公營壓力，加快了安老服務的供應

進度，促進長者選擇服務的自由度和彈性。同時，在市場化下的安老服務，可能受市場競爭影

響，以商業化的角度提供福利服務，「能者多付」弱化了基層長者的選擇權。 

安老服務的提供，應以滿足長者需要及保障長者權益當為首位。因此，在市場化下的安

老服務發展，實需政府及社會福利部門完善監管制度，平衡長者的服務需要和營運團體的利

益，以提供優質和穩定的服務。另外，亦需加強公民教育，協助長者和護老者認識不同的安老

服務，以選擇適切的照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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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長者評議會 
如你或你身邊的朋友年滿 60 歲，關心社會事務，願意為長者 

權益盡一分力，歡迎加入長者評議會，請聯絡右邊「地區長評」 

單位： 

施政報告與本處回應 

本年度施政報告剛於 10 月公佈，隨着長者於香港所佔人口比例愈來  

愈高下，政府政策的一舉一動均對長者福祉以致整體香港環境影響深遠，

讓我們來看看當中部份值得關注的地方及我們機構就此作出的回應。 

綜觀以上施政報告之節錄，長者在社會上的生活質素能獲得保障有

賴政府政策上的策劃及推動，而過程中吸納長者及市民的意見和聲音，

令政策執行上能真正切合市民的期望和需要實是不可或缺。 

歡迎加入長者評議會分享你的看法，共同爭取更合理的長者政策。 

施政報告(節錄) 本處回應/建議 

增加跨境安老的選擇 

※ 把「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計劃擴展
至由內地機構營辦的指定安老院  

※ 探討資助領取綜援的長者選擇入住「廣
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的安老院 

◇ 提供便利的醫療支援配套和家人探訪安排 

◇ 制定內地院舍服務的監察制度 

◇ 長者不適應時銜接回港的院舍安排 

◇ 提高兩地工作人員他們對兩地安老服務類
型、本港長者需要等的認識 

◇ 持續投放資源提升本地院舍及家居照顧服務
的軟硬性配套   

銀髮經濟 

※ 成立「銀髮經濟顧問小組」作深入研究
並提出發展建議 

※ 在更多展覽加入「銀髮經濟」元素，加
強推廣相關產品和服務。  

◇ 需向長者提供理財教育知識、加強監管及防
騙措施 

◇ 建議推動社會聘用年長僱員、持續檢視及提
升整體社會職場共融文化 

支援照顧者  

※ 由「關愛隊」協助識別有需要支援的護
老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將個案轉介至
相關社會福利單位跟進  

◇ 由社署與民政署協調各區「關愛隊」與地區
恆常福利服務單位的協作 

◇ 為「關愛隊」提供培訓，加強辨識服務需要
的能力 

◇ 訂定清晰的轉介機制標準及細節 

口腔健康  

※ 優化「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讓更
多合資格長者可以接受牙齒檢查、洗
牙、脫牙和補牙等牙科診療服務  

◇ 期望政府盡快落實具體執行細節，讓長者、
有特殊需要和殘疾人士及早受惠 

◇ 參考國際標準訂立長者真牙數目指標，以便
將來訂立相關政策及配套  

 

掃瞄以獲取更多資訊 

本處回應全文 施政報告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