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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衛生事務委員會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 

 

香港老年學會 

對院舍護理服務的規劃及不足情況意見 

 

香港老年學會簡介 

1. 香港老年學會在 1986 年由一群熱心安老服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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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學家、老年學學者、營養學家等。本會一向致力促進香

港安老服務的發展，除了推動老年學的研究，每年亦舉辦大型老年學會議，定期

主辦專題研討會、講座、課程等，出版書籍刊物，並與世界各地老年學機構與組

織聯繫與交流，目的是推動社會人士關注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和長期照顧服務，

提高長者的生活質素，及改善安老服務業界人員的服務水平。 

 

2. 本會於 2000 年創辦「香港老年學學院」，積極訓練安老服務業界的專業、

管理、前線護理人員，累積的學員數目達到 1 萬 7 千人次，為本港安老服務業培

育了不少人才。香港老年學會獲獎券基金撥款，於 2002 年至 2004 年進行為期兩

年的「香港安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並於 2005 年 3 月，在前衛生福利及食

物局及社會福利署的支持下，正式推出「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讓本港所有

安老院舍以自願形式參與評審，推動優質安老院舍服務的發展。由 2002 年至今

已為本港超過 100 多間津助、私營、自負盈虧及合約安老院舍進行以持續質素改

善為目的之院舍評審，而「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亦是本港唯一符合及通過國

際安老院舍評審標準及機制的評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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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長者長期護理服務政策原則 

3.      香港已進入人口急劇老化時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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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並無就

本港長者在長期護理服務需要作出科學科的分析及推算，而只重複現有服務的不

足。本會認為政府需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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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政府津助安老院舍宿位的供應嚴重不足，現時社會福利署透過津助、合

約、買位院舍共提供 25,536 個宿位，只佔 65 歲以上人口 2.7%，遠低於歐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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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私營安老院舍質素參差，很多長者及其家人不願入住，亦出現私

營安老院舍空置率高的情況。因此政府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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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根據資料顯示，中央輪候冊長者被編排入住院舍而出現拒絕入住情況比

率偏高。因此我們需了解輪候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甚或現時之安老院舍服務是

否有足夠的透明度與公眾人士了解。 

 

6.      香港老年學會就「院護服務規劃及不足」的建議如下： 

a. 政府應按長者人口比例及人口推算預測作長期服務規劃，以作較準確之宿位

規劃及財政資源之投放，因應社會上之需求及轉變，使長者能得到最適切之

服務。 

b. 建議政府將有關長期護理服務的數據公開予公眾人士了解，包括預留哪些土

地作新院舍之興建、每一年可新增多少個宿位及宿位類型、輪候冊上不接受



派位結果的比率及經統一評估後輪候服務的長者之身體健康狀況等等。這些

數據可使公眾人士更掌握輪候安老院舍宿位時需留意事項。 

c. 政府於未來仍繼續增加「改善買位計劃」宿位，但現實情況是輪候「改善買

位計劃」的時間較資助宿位輪候時間少 3 倍及拒絕接受派位比率高逢 30%已

反映社會大眾不願意輪候及申請入住此類宿位。故建議政府重新檢討「改善

買位計劃」之制度及監管有關服務質素。而且亦應將輪候「改善買位計劃」

宿位的數字及使用率公開，以全面檢討實際成效。 

d. 合約院舍內之資助宿位及非資助宿位比例不合理，預計於 2014-15 年投入服

務的 4 所新合約院舍的 416 個宿位內只有 236 個資助宿位。這些資助宿位遠

追不上輪候冊上的人數；同時，應考慮實際有能力入住非資助宿位之人數比

例，以免供過於求。 

e. 建議社會福利署以常規撥款形式提供額外資源(如「療養院照顧補助金」及

「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聘用輔助醫療人員，包括護士、職業治療師及

物理治療師等，此可穩定人力資源調配及職員流轉率。同時，政府亦需計算

人手短缺與現時相關職位學位供應之比率，以確保安老院舍人手足夠。 

f. 院舍現時人手不足情況嚴重，特別是起居照顧員。由於此工種入職學歷偏

低，只需小學程度，亦沒有晉升機會，現時本港年青人根本不會從事此工作。

政府必需正視此實際情況。本會建議當局重新審訂起居照顧員和保健員之職

級，將兩個工種合併並給予晉升機會。制定長遠人力資源規劃，鼓勵年青人

入行。 

g. 建議再檢討及修訂《安老院實務守則》，因守則現時建議之最低人手比例已

不符合實際需要。建議重新按院友的身體健康狀況、體弱程度而計算不同職

級而要增加之人手比例，切合現時院舍之需要。 

h. 現時政府有不同渠道提供培訓，如社會福利署培訓課程、僱員再培訓局-「新

技能提升計劃」課程，但課程內容缺乏針對性及沒有連貫性，建議增設培訓

基金，讓所有安老院舍，包括津助及私營的職員均可獲同等培訓機會及資



助，並按需要申請培訓基金資助，以提升院舍同工的服務水平及進行監管。 

i. 政府應在全港安老院舍推行全面優質管理，設立質素保證機制，監管院舍服

務質素。同時，亦應鼓勵安老院舍參加外界評審計劃，有助提升院舍服務質

素水平，此亦可減低社會福利署牌照部之壓力。 

 

香港老年學會 

張玉霞總監 

聯絡電話：2775 3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