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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年學會 

 

安老事務委員會督導 

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 
 

 

香港老年學會簡介 

 

1. 香港老年學會於 1986 年由一群熱心香港安老服務的專業人士

發起及成立，主要成員包括老人科醫生、老人精神科醫生、護士、社

會工作者、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老年學學者、心理學家、營養

學家等。本會一直留意本港安老服務的發展，透過舉辦研討會、講座、

訓練課程、定期出版刊物等，推動各界人士關注長者服務。本會於

2000 年創辦香港老年學學院，為安老服務行業提供專業、管理、前

線護理人員訓練，並於 2005 年 3 月推行「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 

 

2. 根據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10 年 1 月 11 日提交予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有關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報告，香港老年

學會有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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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長者長期護理服務政策原則 

 

3. 香港現正進入人口急劇老化時期，將面對因老齡化而帶來巨

大的長期護理服務的需求。由於本港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及規劃，在

未能刻劃長遠規劃的情況下，服務遠遠追不上長者的需求，但顧問研

究並無就本港長者在長期護理服務需要作出科學化的分析及推算，而

只重複現有服務的不足。本會要求政府設立長者院舍服務及社區照顧

服務的人口指標，然後根據該指標製定短期、中期、長期的服務規劃

及資源配套方案。本會亦呼籲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設立長者長期護

理服務工作小組，定期監察政府部門的工作進度。此外，政府應設立

跨部門、跨界別工作委員會，由政府官員、社福機構代表、專業組織

代表、長者、社會人士共同組推動長期護理服務的發展。 

 

安老院舍宿位的供應 

 

4. 顧問研究指出香港的安老院舍入住率偏高以及應盡量利用私

營安老院舍的空置宿位，本會對此兩項看法皆不敢茍同。 

 

5. 首先，社會福利署透過津助、合約、買位院舍共提供 22,081

個宿位，只佔 65 歲以上人口 2.5%，遠低於國際水平。大量長者只選

擇輪候津助院舍宿位，正正反映津助院舍宿位供應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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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一方面，導致本港長者入住院舍偏高的原因，在於私營安

老院宿位過多，及入住私營安老院沒有任何限制，不但入住前不須評

估，並且入住院舍更打開申請綜援方便之門，引致大量的長者及其家

人以長者健康理由入住私營安老院而獲發綜援，加重政府在綜援的負

擔，及出現長者在不理會私營安老院的服務質素情況下入住。政府應

制定有關政策以堵塞這些濫用情況、檢討利用綜援入住私營安老院的

現象、及綜援金往往因金額不足以支持長者入住高服務質素私營安老

院而導致質素低劣的私營院舍有生存空間的情況。 

 

7. 我們不贊同以私營安老院的空置宿位作為應付政府津助院舍

宿位不足的說法。私營安老院的空置率是由於私院數目過多及服務質

素低劣而使長者不願入住，透過市場汰弱留強方法經營不善院舍理應

被淘汰，而非納入宿位供應網內。 

 

8. 本會呼籲政府嚴肅處理津助院舍宿位不足的問題，盡快增加

津助院舍宿位以應付本港長者對長期護理服務持續高企的需求，使長

者能得到較佳的照顧。 

 

入息審查 

 

9. 本會同意能者自付是未來長期護理服務的方向，但以本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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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退休養老金制度而言，絕大部份現有長者是沒有能力負擔高昂的長

期護理服務費用，以現有服務使用者中達 8 成可以領取綜援，即是絕

大部份院舍服務使用者最終仍是需要政府負擔住院費用，所以本會並

不以為現時是引入入息審查的理想時機。況且，目前已有不少的非牟

利及自負盈虧院舍為富裕人士提供高服務質素宿位的選擇，而這些長

者是不會使用津助院舍宿位，要使有能力人士減少倚賴政府資助院

舍，政府應鼓勵更多非牟利及自負盈虧院舍的成立。 

 

長遠承擔 

 

10. 長遠而言，長期護理服務的承擔應從長者的退休保障做起，

只有確保退休長者有充足的生活費用，才可要求他們承擔部份長期護

理服務的經費。此外，政府應考慮引入長期護理服務保險制度，以保

證有充足的資源來發展長期照顧服務。 

 

安老院舍服務質素 

 

11. 香港老年學會一直關注本港安老院舍服務質素，本會曾於

2002 至 2004 年進行香港安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並分別在 2004

年 6 月 14 日得到安老事務委員會及在 2004 年 7 月 19 日得到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的讚賞及支持接納。經詳細試驗及反複研究，本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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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實施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推動本港院舍持續改善服務質

素。本會很遺憾顧問沒有參閱有關評審計劃的報告及整個評審計劃的

發展，亦沒有在聯絡本會的情況下作出不符事實的評論。 

 

12. 本會現澄清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是本會因應本港安老院舍

實際情況而為院舍度身訂做，評審計劃設有 4 個評審範疇（服務流程

及照顧過程、院舍管治、環境、資訊管理及溝通）及 40 項評審標準，

評審計劃的目的和理念是透過持續質素改善、成効監察、自願參與、

同儕評核等，以提升安老院舍服務質素。評審計劃已於 2008 年得到

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的認證，確立了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在國際

間的認可評審地位，亦是本港唯一符合國際安老院舍評審標準及機制

的評審計劃。絶大部份（93%）曾參加評審的安老院舍都給予香港安

老院舍評審計劃正面的評價，此外，已受訓的評審員超過 250 人，隨

時可以投入評審工作。 

 

13. 本會理解目前很多私營安老院對全面優質管理認識不深，他

們是在寬鬆的法例內的最低要求水平下運作。要改善及推動本港安老

院舍的質素，首要是修改現行法例，提高對謢理人手的基本要求，確

保長者能夠得到適切的照顧，否則要解決本港安老院舍質素莨苃不薺

的問題，實是遥遥無期。另一方面，現時護理及照顧人手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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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影響服務質素之邊緣，政府應盡快落實院舍謢士及照顧人手的培

訓，為長者服務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讓安老院及其他長期護理服務

能夠僱用充足的人力資源，才可以為長者提供適切的照顧，長遠亦可

控制成本，讓長者服務收費保持在市民可負擔的能力之內。在確保法

例要求的人手得到充足保障及供應後，政府應要求所有接受公帑資助

的院舍必須通過質素評審機制，這樣便可確保香港安老院舍的質素得

到保障而受公帑資助的宿位能為長者提供最完善的照顧。 

 

建議 

 

14. 香港老年學會有以下建議： 

 

(a) 政府應就長者長期護理服務製訂具前瞻性的政策原則及

策略，本會亦呼籲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設立長者長期護

理服務工作小組，而政府應設立跨部門、跨界別工作委員

會，以推動長期護理服務的發展。 

 

(b) 政府應正視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足的問題，並增撥財政資

源增加津助院舍數目。 

 

(c) 目前並非推行入息審查的最佳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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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應考慮引入長期護理服務保險制度。 

 

(e) 政府應在全港安老院舍推行全面優質管理，檢討法例下的

發牌條件及解決院舍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最終在政策上

需要所有政府資助宿位必須通過比發牌條件高的質素評

審。 

 

(f) 盡快落實院舍謢士及照顧人手的培訓，為長者服務提供足

夠的人力資源，保障服務質素。 

 
 
 
 
 
 
 

香港老年學會 

2010 年 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