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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的大綱

研究的背景

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及融資模式

政策方案

建議

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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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背景

回顧的必要

人口老化

香港的入住院舍比例偏高

香港長期護理服務的融資和服務模式

政府透過資助服務營辦者為市民提供住宿及

社區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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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是次顧問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

1) 如何集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資源於最有
需要的長者身上;

2) 如何推動進一步發展優質的私營住宿照顧
服務;及

3) 如何鼓勵個人、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
任，以照顧長者的長期護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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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1) 參考國際和本地相關經驗

2) 訪問近4000名長者、其家人及公眾

3) 訪問主要資訊提供者

4) 聚焦小組

5) 現有數據的分析 (社署及統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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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
及融資模式

國際環境 – 公共或私營模式

根據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和融資方面的
經驗，如採用公帑資助和非供款的模式，大多
數政府都是選擇性地提供長期護理服務。

國際間，選擇的機制多是根據經濟狀況評估以
識別出需要受助的人士。

提供普及長期護理服務的國家，多採用高稅制
或已建立全民長期護理服務的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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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
及融資模式

提倡居家安老是國際間的趨勢

國際經驗和趨勢顯示，各國政府大多透過提供
社區照顧服務，而非院舍照顧服務鼓勵長者居
家安老。

例如：美國、澳洲、加拿大、意大利、荷蘭
等。

與香港絕大部份長者的期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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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
及融資模式

資助券的資助模式及應該考慮的問題

例如：資助券的應用範疇、市場資訊的透明
度、規管的機制、政府財政負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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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長期護理服務的供應
及融資模式

對香港的啓示
在香港現行的低稅制下，如果繼續採用全民普
及(即沒有經濟狀況審查)的供應模式，長期護
理服務將難以持續發展；

香港現時的院舍入住率已相當高(~7%);
引入院舍資助劵會鼓勵更多長者入住院舍， 與
居家安老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及

香港應進一步發展社區照顧服務，以促進居家
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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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長期護理需要的政策方案

一. 維持現狀- 根據過往的步伐不斷增加資助
護理安老宿位的供應

優點

 將輪候資助宿位的時間維持於某個水平

缺點

 新增的宿位可能會無法趕上因人口老化而不
斷攀升的長期護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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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長期護理需要的政策方案

二. 在申請住宿照顧服務的過程引入經濟狀
況審查機制

優點

 大多數受訪者認同有限的公共資源應投放在真正有
經濟需要的人士；

 有助縮短輪候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時間；

 政府可控制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開支及避免濫用資
源。

缺點

 大多數長者只接受評估其個人(不包括其家庭成員)
經濟的狀況；

 引入經濟狀況審查機制的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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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長期護理需要的政策方案

三. 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

優點
 可在較短時間內分配宿位給最有住院需要的長

者；
 鼓勵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及居家安老。

缺點
 可能引起公眾批評剝奪長者選擇的權利；
 擴展和優化現時的社區照顧服務是推行的先決

條件。



回應長期護理需要的政策方案

四. 引入附有經濟狀況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優點
 加強消費者的選擇；
 有助提升私營巿場的服務質素；
 縮短輪候資助宿位的時間。

缺點
 誘使更多長者使用資助住宿照顧服務；
 鼓勵提早或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入住院舍，有違居

家安老的目標；
 為政府帶來額外財政負擔。



14

建議

 制訂一個切實可行及可持續的長期護理服務的融
資模式

制訂一個合適的經濟狀況審查機制，集中資源於最
有需要的長者身上。

 檢討「雙重選擇」的安排

考慮要求有「雙重選擇」的長者先接受社區照顧服
務一段時間。

 進一步發展社區照顧服務

擴展社區照顧服務的範疇，鼓勵社會企業及私營機
構參與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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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其他需要考慮的相關議題

人手問題

私營院舍的質素保證及評審

護養院宿位的供應



1616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