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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14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立法會及其委員會過往就長者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居家安老是大部分長者的心願；為

達至此政策目標，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推出了多項資助

社區照顧服務，大致上可分為以中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和以

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兩大類 1，以切合社區長者多方面的需要。 
 
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屬社署的資助家居照顧服務，由60支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支援，服務範圍包括照顧管理、護理服務、

復康運動、送飯服務、護送服務、家居改裝及照顧者支援服務

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按長者的需要分為兩類，即體弱個案和

普通個案。只有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下稱 "統評機制 ")評定

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程度缺損的長者，才合資格享用綜合

                                                 
1 以中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由 64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全港共有 2 609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主要包括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和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截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約 有

23 400名長者正接受此等以家居為本的服務。  



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使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
長者，則無須通過統評機制的評核。  
 
 
委員的商議工作  
 
服務嚴重短缺  
 
4.  委員曾多次表示關注到，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輪候時間偏長；對於觀塘、黃大仙及
深水埗等地區的獨居長者，情況尤其嚴重。委員促請政府當局
縮短輪候時間，並增加撥款，以加強為社區內無助的長者提供
服務。  
 
5.  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2年 12月底，正接受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個案數目
分別為 1 065宗和 19 209宗；至於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之下須經體格評估的服務，正在輪候的體弱
長者合共有 444名 2，平均輪候時間約為兩個月。  
 
6.  政府當局又表示，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沒有
備存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申請人數及其輪候
時間。根據營辦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非政府機構提供
的統計數字，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輪候名單上約有 4 400宗長者
個案，而接受有關服務的長者約有 17 300人。政府當局會繼續
留意長者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需求，以期適切地滿足他們的
服務需要。  
 
重整零散的服務  
 
7.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過往多年不斷擴大現有服務的
同時，採取了新的思維方式，並增加撥款推行新措施，以應付
長者的需要。這些措施包括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於 2008年與
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合作在 3個地區試行的計劃，為剛
離開醫院的長者提供 "一條龍 "服務 3)；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
試驗計劃 (於 2011年 3月推出、在 8個地區試行的試驗計劃，為經

                                                 
2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均為社區內合資格的

長者提供一套以家居為本的全面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格準則與上

文第 3段所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的相同。  
 
3 由於反應理想，當局由 2011-2012年度起把試驗計劃常規化，並把服務範圍擴展

至全港各區。醫管局轄下共有 15間醫院參加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與 9個非政府

機構所營運的 12支家居支援隊伍協力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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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評機制評為身體機能達嚴重程度缺損、並正在輪候資助護養
院宿位的長者，提供以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 )；及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 (該試驗計劃的第一階段由 2013年 9月起在 8個
選定地區推行，合資格的長者可透過使用服務券，自由及靈活
地選擇所需的社區照顧服務 )。  
 
8.  然而，出席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2013年 3月及
7月會議的委員及團體代表關注到，上述各項計劃零碎不全。
他們呼籲政府當局重整各類家居為本服務，包括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以提供更加協調的長者服務。他們更具體地建議，當局按長者
身體機能的缺損程度，為他們提供家居為本服務，而患有認知
障礙症的長者則應在安老院舍接受照顧；長遠而言，政府當局
應從人手規劃及撥款兩方面推算長者的長期護理需要，從而
增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  
 
9.  政府當局解釋，現有的社區照顧服務發展尚未成熟。為
加強服務，社署已推出多項新措施，以提供更靈活的服務；舉例
而言，社區照顧服務券將會以混合模式為長者提供家居照顧
服務及日間 (部分時間 )照顧服務。目前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
服務，將會納入在混合模式下家居照顧的認可服務範圍。為應付
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政府當局亦提供其他類別的社區照顧服
務，包括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以協助體弱長者在社區安老。當局
預計有 182個新增的長者日間護理服務名額會在 2013-2014年度
投入服務。社署亦會繼續關注及跟進長者的需要。  
 
10.  在長遠規劃方面，政府當局解釋，未來需要資助長期
護理服務的長者人數取決於不同因素，例如醫療服務的發展、
公眾對護理健康的意識，以及長者就社區照顧服務或住宿照顧
服務的優次選擇等。政府當局已採取措施，增加護士、輔助醫療
人員及前線護理人員的人手供應，並密切注意有否需要作出
承擔，為未來安老服務的財政支援制訂長遠計劃。  
 
為正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的長者提供的經濟援助  
 
11.  委 員 在 扶 貧 小 組 委 員 會 2013 年 12 月 17 日 會 議 上 獲
告知，關愛基金為正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而年滿
65歲或以上的低收入長者提供經濟援助，以享用家居清潔及
陪診服務。相關援助項目於 2011年推出，並於 2012年 12月延續
推行，為年滿 65歲或以上、住戶入息不多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數的 75%的長者提供津貼，津貼金額為每月不多於 560元。
合資格長者可領取津貼最長至 2014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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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月 10日  



附錄  
 

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0年6月23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41-49頁  
 

長 期 護 理 政 策 聯 合  
小組委員會  
 

2013年2月26日  
(議程第I項) 

議程 
會議紀要 

長 期 護 理 政 策 聯 合  
小組委員會  
 

2013年3月26日  
(議程第I項)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員委會  
 

2013年4月11日  審 核 2013-2014 年 度

開支預算 
第 193-194、 384-385及
453-454頁  
 

立法會  2013年4月24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45-50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3年5月24日  
(議程第II項) 

議程 
會議紀要 
 

長 期 護 理 政 策 聯 合  
小組委員會  
 

2013年7月2日  
(議程第I項)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3年12月17日  
(議程第I項)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1月10日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2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2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2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2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3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3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3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3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305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305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305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305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7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agenda/ltcp201307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7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ltcp/minutes/ltcp201307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312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31217.htm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643/13-14(02)號文件

檔　號：CB2/PS/1/12

福利事務委員會與生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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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4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立法會及其委員會過往就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居家安老是大部分長者的心願；為達至此政策目標，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推出了多項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大致上可分為以中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和以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兩大類
，以切合社區長者多方面的需要。

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屬社署的資助家居照顧服務，由60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支援，服務範圍包括照顧管理、護理服務、復康運動、送飯服務、護送服務、家居改裝及照顧者支援服務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按長者的需要分為兩類，即體弱個案和普通個案。只有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稱"統評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程度缺損的長者，才合資格享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使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則無須通過統評機制的評核。

委員的商議工作


服務嚴重短缺

4.

委員曾多次表示關注到，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輪候時間偏長；對於觀塘、黃大仙及深水埗等地區的獨居長者，情況尤其嚴重。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縮短輪候時間，並增加撥款，以加強為社區內無助的長者提供服務。

5.

政府當局表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正接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個案數目分別為1 065宗和19 209宗；至於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之下須經體格評估的服務，正在輪候的體弱長者合共有444名
，平均輪候時間約為兩個月。


6.

政府當局又表示，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沒有備存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申請人數及其輪候時間。根據營辦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統計數字，截至2012年12月31日，輪候名單上約有4 400宗長者個案，而接受有關服務的長者約有17 300人。政府當局會繼續留意長者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需求，以期適切地滿足他們的服務需要。


重整零散的服務


7.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過往多年不斷擴大現有服務的同時，採取了新的思維方式，並增加撥款推行新措施，以應付長者的需要。這些措施包括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於2008年與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合作在3個地區試行的計劃，為剛離開醫院的長者提供"一條龍"服務
)；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於2011年3月推出、在8個地區試行的試驗計劃，為經統評機制評為身體機能達嚴重程度缺損、並正在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提供以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該試驗計劃的第一階段由2013年9月起在8個選定地區推行，合資格的長者可透過使用服務券，自由及靈活地選擇所需的社區照顧服務)。

8.

然而，出席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2013年3月及7月會議的委員及團體代表關注到，上述各項計劃零碎不全。他們呼籲政府當局重整各類家居為本服務，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以提供更加協調的長者服務。他們更具體地建議，當局按長者身體機能的缺損程度，為他們提供家居為本服務，而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則應在安老院舍接受照顧；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應從人手規劃及撥款兩方面推算長者的長期護理需要，從而增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


9.

政府當局解釋，現有的社區照顧服務發展尚未成熟。為加強服務，社署已推出多項新措施，以提供更靈活的服務；舉例而言，社區照顧服務券將會以混合模式為長者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及日間(部分時間)照顧服務。目前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服務，將會納入在混合模式下家居照顧的認可服務範圍。為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政府當局亦提供其他類別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以協助體弱長者在社區安老。當局預計有182個新增的長者日間護理服務名額會在2013-2014年度投入服務。社署亦會繼續關注及跟進長者的需要。


10.

在長遠規劃方面，政府當局解釋，未來需要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長者人數取決於不同因素，例如醫療服務的發展、公眾對護理健康的意識，以及長者就社區照顧服務或住宿照顧服務的優次選擇等。政府當局已採取措施，增加護士、輔助醫療人員及前線護理人員的人手供應，並密切注意有否需要作出承擔，為未來安老服務的財政支援制訂長遠計劃。

為正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提供的經濟援助


11.

委員在扶貧小組委員會2013年12月17日會議上獲告知，關愛基金為正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而年滿65歲或以上的低收入長者提供經濟援助，以享用家居清潔及陪診服務。相關援助項目於2011年推出，並於2012年12月延續推行，為年滿65歲或以上、住戶入息不多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75%的長者提供津貼，津貼金額為每月不多於560元。合資格長者可領取津貼最長至2014年3月31日。

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1月10日


�	以中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由64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港共有2 609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家居為本的支援服務主要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截至2012年12月31日，約有23 400名長者正接受此等以家居為本的服務。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均為社區內合資格的長者提供一套以家居為本的全面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格準則與上文第3段所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相同。





�	由於反應理想，當局由2011-2012年度起把試驗計劃常規化，並把服務範圍擴展至全港各區。醫管局轄下共有15間醫院參加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與9個非政府機構所營運的12支家居支援隊伍協力提供服務。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