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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世界人口急速老化，香港亦不例外。根據推算，香港 65 歲
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將由 2017 年年中的 16.5%，上升至 2030 年
年中的約 26.5%。人口持續老化，對醫療、社會福利及安老服務均
帶來挑戰。為確保這些服務在未來可以持續發展，政府的目標是

構建一個可讓長者 "積極樂頤年 "的生活環境，以實現 "居家安老
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 1 樂齡科技是安老服務和創新科技的
結合，日益被視為重要策略，提倡透過科技的介入，協助滿足高齡

人口的需要。全球許多地方已開始研究、開發及推行一些既可提高

安老服務效率，又能促進長者積極健康生活的科技方案。  
 
1.2 樂齡科技的發展能為長者帶來不少好處，同時改善他們的

身心健康。樂齡科技有以下幾種形式： (a)輔助科技，協助改善長者
的生活質素 (例如設有感應器的警報系統 )及遙距監察長者的健康
狀況，以支援長者在家中獨立安全地生活；(b)強化機能的科技，例如
為高齡人士而設的電腦化治療訓練儀器及機械人訓練設備；以及

(c)簡單易用的通訊科技，方便長者與家人及照顧者直接遙距溝通，
從而加強長者的社交網絡。  
 
1.3 樂齡科技亦令整體社會受益，它可以提供技術支援 (例如
扶抱及轉移行動不便人士的科技 )，協助護理者照顧活動能力較弱的
長者，減輕他們的體力負擔。樂齡科技亦可改善安老服務的效率，

以及紓解相關的人手壓力，從而減低安老服務的整體成本，紓緩

公共財政的負擔。 2 
 
1.4 應容海恩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

丹麥及新加坡為推廣創新及科技 ("創科 ")應用於家居／社區為本的

安老服務的政策措施。丹麥是創科發展方面的領先國家之一，尤其

                                           
1 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4)。  
2 請參閱 Jinseng, W.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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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科技應對人口老化方面更是先驅。新加坡為選定研究地區，是

因為其與香港在社會經濟環境各方面有不少相似之處，而新加坡近

年亦推行了多項推廣積極樂頤年的措施，作為發展 "智慧國家 " 
(Smart Nation) 策略的一部分。本資料摘要首先介紹香港推廣智能
安老服務的政策概況，繼而論述全球在這方面的趨勢，並以丹麥及

新加坡的經驗作為參考。  
 
 
2. 香港的智能安老服務  
 
 
2.1 據政府表示， 3 長者可以而且應該活得健康積極，而箇中
關鍵就是創科。事實上，加強安老服務的科技應用，是安老事務

委員會於 2017 年年中公布的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所載的 20 項建議
之一。就規劃安老服務的未來發展時，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包括

(a)推廣資訊科技的使用，以提升護理服務的質素，以及 (b)推廣使用
電子機械設備，以加強前線員工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4 
 
2.2 儘管如此，香港現時並無專項計劃或策略推廣安老服務的

創科應用。就安老服務或積極樂頤年有關的研究項目，可向不同的

資助計劃申請資助。例如，於 1999 年設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
基金 ")旨在為可提升本地創科能力的各類活動提供財政資助。已
完成的項目可進一步向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申請資助，以製作原型或

樣板並在公營機構內試用。 5 
 
2.3 院校中游研發計劃以及創科生活基金是兩項新設的資助

計劃，亦可為有關安老服務的研究／科技項目提供資助。然而，該

兩項計劃並非專項資助計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是創科基金下的

計劃，支援大學的研發活動； 6 而創科生活基金 7 則資助那些能令
巿民生活更方便、舒適和安全，或照顧特殊社群需要的創科項目。  
  

                                           
3 請參閱 GovHK (2017d)。  
4 請參閱 GovHK (2017a)及 (2017c)。  
5 該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旨在促進和推動創科基金下的資助研發項目實踐化和商品化。  
6 創科基金的院校中游研發計劃於 2016 年 12 月推出，資助總額為 20 億港元，鼓勵
大學進行更多主題性的中游研究。獨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500 萬港元，而合作項目
的資助上限為 1,000 萬港元。該計劃已接受首輪申請，並以 "長者醫療及護理 "為
主題，以改善長者身心健康。

 

7 創科生活基金於 2017 年年中推出，獲撥款 5 億港元資助相關項目，每個項目的資助
上限為 50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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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的科技產品及服務必須配合使用者的需要，才能發揮

效用。因此，一些獲創科基金資助並由研發中心 8 研發的長者護理
產品及技術亦曾供示範或試用。例如，早在 2012 年，一所研發中心
夥拍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和香港理工大學設置了一個模擬家居
(稱為 "智型居 ")，示範各種有助居家安老的健康監察及安全技術。另
兩所研發中心亦研發了一系列長者友善科技 9，並在荃灣一房協屋邨

的長者單位試用。  
 
2.5 房協亦一直推廣 "居家安老 "概念，其於 2017 年 11 月開設了
"智友善 "家居探知館，推廣 "認知障礙友善家居 "的概念，並展覽
先進的科技產品及各種生活輔助工具。 10 房協亦於 2015 年推出了
一項長者房屋計劃丹拿山 "雋悦 "項目，應用多項科技在屋苑內
提供長者友善設施； 11 然而，該房屋計劃並非資助項目，65 歲長者
須一筆過支付至少 500 萬港元，才可終身居住。  
 
2.6 儘管以樂齡科技協助長者及照顧者具有潛在效益，整體而

言，香港仍未廣泛採用有關方案或產品。樂齡科技在本港的滲透率

低，原因可能是政府缺乏專項計劃或推廣策略，此外，亦可能是由

於缺乏經費進行產品商品化、測試平台不足、進口產品本地化遇到

困難，以及長者對有關科技認識不多或難以負擔所需費用。 12 事實
上，香港不少長者使用的緊急召援系統 13 是由政府資助的。14 有關
資助被認為能擴大該等服務的用戶基礎，使其可持續運作。 15 
  

                                           
8 政府於 2006 年設立 5 所研發中心，推動和統籌選定科技範疇的應用研發工作，及
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轉移。  

9 這些科技包括視像通話技術及採用無線射頻識別系統的閱讀器。視像通話技術讓

長者透過遍布整個屋邨的無線網狀網絡進行視像通話，而無線射頻識別閱讀器可為

長者讀出公告或海報資料。  
10 該等產品及工具包括防遊走大門監察器、離床／廁板警報器及無線水浸警報器。
有關資料是由房協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致資料研究組的回覆電郵所提供。  

11 例如，租戶可使用健康數據收集和監測系統每天量度血壓、脈搏及體溫，如錄得的
數據與預設水平不符，系統會發出通知，屋苑的當值護士會作出跟進；以及設有

感應器追蹤系統，倘若偵測到租客的活動持續靜止了一段時間，系統會通知控制中心

作緊急護理跟進。  
12 請參閱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7)。  
13 緊急召援系統 (俗稱 "平安鐘 "或 "救命鐘 ")是 24 小時操作的警報系統，讓長者在需要
緊急支援及護理時與操作員對話。  

14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長者可一筆過獲得不多於 2,500 港元，用以安裝緊急
召援系統，或每月獲得不多於 100 港元，用以支付每月服務費。至於租住公共房屋
的合資格長者，可一筆過獲得不多於 2,500 港元，以支付安裝費用。  

15 請參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olicy 21 Limit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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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近期，政府加強了推廣樂齡科技的力度。一如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所宣布，以及新發表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所顯示，
政府會預留 10 億港元設立基金，資助安老服務單位試用及購置科技
產品。該項計劃稱為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旨在推動
樂齡科技，改善長者的生活，並減輕護老者和護理人員的負擔和

壓力，以提升安老服務的質素。16 該計劃定於 2018 年第四季推出，
每所獲支援的社區護理中心的資助金額上限為 20 萬港元至
50 萬港元，以購買科技產品。 17 
 
 
3. 全球的智能安老服務趨勢  
 
 
3.1 越來越多國家運用科技應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這些

地方推出了全國性計劃或策略，提倡將創科應用於安老服務。儘管

所專注的應用範疇各有不同，這些全國性措施針對長者服務

優先需要，牽頭發展相關科技供社會廣泛採用。舉例而言，

日本在 2013 年推出為期 5 年的促進開發及引入護理機械人計劃
(Proje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tion of Robotic Devices 
for Nursing Care)，研發價格可負擔的助手型機械人。這些機械人能為
長者提供提舉物件、移動、如厠、沐浴等生活上的輔助，也有監護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輔助。獲選參與研發計劃的企業申請者獲得

政府資助，金額最高為 "護理機械人設備 "研發成本的三份之二。 18 
 
3.2 在英國，隨着安老服務需求不斷增加，遙距病人監護科技

日益被視為解決方案。當地推出了一項名為 "科技提升護理服務 " 
("Technology Enabled Care Services")的計劃，以鼓勵採用遙距護理
科技，例如遙距照顧 (telecare)和遙距醫療 (telehealth)， 19 協助長者
獨立和安全地在家生活，同時可減輕長者家人的壓力。發展遙距

照顧護理科技的地方政府，可透過 "更佳護理服務基金 "(Better Care 
Fund)獲得資助，該基金是為了提升醫療及社會護理服務而設立。   
                                           
16 現時受社會福利署 ("社署 ")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可向獎券基金申請資助，以添置或替換
每項不超過 5 萬港元的家具及設備 (包括樂齡科技產品 )。倘若有關項目的價值超過
5 萬港元，該等機構可直接向社署申請購置有關項目。該等機構亦可向社會福利
發展基金申請資助，以提升業務系統。請參閱 GovHK (2018)。  

17 就 提 供 院 舍 照 顧 的 服 務 中 心 而 言 ， 每 所 中 心 的 資 助 金 額 上 限 為 30 萬 港 元 至

90 萬港元，視乎中心的規模而定。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8)。  
18 請參閱 EU – Japan Centre fo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2016)。  
19 根據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遙距照顧 (telecare)指在老人／病人住所
利用科技 (例如接駁感 應器網絡的警報器 )偵 測意外和發出緊急 訊 號。遙距醫療
(telehealth)指對居家病人的健康體徵作遙距監測，可及早期偵測病情轉差和建立病人
的自我照護能力。請參閱 NHS Commissioning Assembl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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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挪威亦於 2013 年推出名為 "國家發展及推行福利科技
計劃 "(National Programm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Technology)的全國性措施，鼓勵各市政府在 2020 年或之前把
福利科技 (welfare technology) 20 定為照護服務的主要部分。在該計劃
下，多個項目正進行試驗，例如把定位科技用於追踪認知障礙症患者

和電子配藥機等。試驗成功的項目將會提升規模，在 2020 年或之前
在全國推行。  
 
3.4 加拿大和歐盟亦設有專項計劃，特別為護老相關的創新及

研究項目提供資助。加拿大成立了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全國性研究

網絡 AGE-WELL，為與長者及照顧者有關的創新研究項目或商業化
項目提供資助。AGE-WELL 是獨立機構，會夥拍學術界、公營機構、
商界及社會各界，進行以科技促進健康老齡化方面的研究。在歐洲，

歐 盟 制 訂 了 積 極 及 輔 助 生 活 計 劃 (Active and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資助成員國進行公私營合作項目，研發創新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 (ICT)產品、服務和系統，以切合在家安老、社區安老及
長者就業需要。  
 
3.5 一如上述海外地方，丹麥和新加坡亦制訂了全國性措施，

推廣利用創科提供安老服務。下文詳細闡述這些國家的經驗。丹麥

是以科技輔助老年人的先驅，而新加坡則在社會經濟方面與香港有

不少相似之處。  
 
 
丹麥  
 
3.6 丹麥的老年人口預計會由 2017年的約 19%增加至 2030年的
30%以上。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丹麥是善用科技提升社區
照護服務和推廣在家安老的先驅。自 2008 年起，丹麥中央政府帶頭
推動各市應用福利科技，以達致公營部門節省成本和提高福利服務

質素的目的。  
  

                                           
20 福利科技是北歐國家使用的特有統稱，泛指採用科技在日常生活上為使用者提供
輔助，以及協助改善公共資源分配和提升服務質素。福利科技的例子有各種智能

輔助工具，例如利用機械人進行清潔、衣服上的感應器和智能家居。在挪威，福利

科技最常用於護老服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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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事實上，丹麥是推廣福利科技的首個北歐國家，當地政府

早在 2008 年已成立丹麥公共福利科技基金 (Danish Public Welfare 
Technology Foundation)，為處於研發後期的項目提供示範、生產和
推行方面的支援。 21  丹麥公共福利科技基金的年度預算額為
5 億丹麥克朗 (6.5 億港元 )，為可協助公營部門節省開支的項目
提供共同資助。 22 丹麥的福利科技主要針對長者及殘疾社群，為
兩類福利科技項目提供支援： (a)測試新研發科技的示範性質項目；
及 (b)施行已獲充分測試的科技項目。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
基金曾資助 70 多個相關項目。申請者主要是護理院、醫院及其他
社會服務機構，它們通常與私營企業合作推行項目。獲資助項目的

例子包括無線監測感應器、為認知障礙症患者而設的微型追踪器以

及服務型機械人等。  
 
3.8 2011 年，財政部轄下成立了名為丹麥數碼發展部 (Danish 
Agency for Digitisation)的專責部門，肩負更大使命，推動公營部門全面
數碼化。福利科技的推廣工作歸入該部門的管轄範圍，而丹麥公共

福利科技基金其後亦結束運作。丹麥數碼發展部近年推出了多項

策略和措施，以加快公營部門採用數碼解決方案。其中尤為重要的，

是丹麥中央政府與地區和市政府在 2013年合力推出的 2013-2020年
數碼化福利服務策略 (Strategy for Digital Welfare 2013-2020)。該策略旨在
透過落實具體措施，將 ICT 和福利科技加快應用於為病人、長者、
殘疾人士提供的前線公共服務，以及兒童在教育方面的服務。  
 
3.9 該策略下與護老服務相關的措施包括：  
 

(a) 把 4 種已獲充分測試的福利科技作全國性推行丹麥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以公帑支持把 4 種已獲充分
測試的福利科技作全國性推行，讓使用護理照顧服務或

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可提高個人自立能力。

這 4 種福利科技分別是： (i)提舉和轉移輔助； (ii)潔體
廁所；(iii)進食輔助；以及 (iv)在市政府的家居照顧及輔助
中心使用輔助儀器。 23  根據丹麥政府的資料，全國

                                           
21 與福利科技有關的研發項目可透過其他全國性計劃或歐盟計劃獲得資助。例如丹麥
創新基金 ( Innovation Fund Denmark)，它透過資助創新項目 (包括福利科技的創新項目 )來
推動創科。  

22 當時正值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丹麥各市政府須削減預算，而公營部門亦隨着
人口老化而出現退休潮。  

23 使用提舉和轉移輔助可減少移動或遷移殘疾人士所需的人力，潔體廁所讓使用者
無需職員或親人協助而可自行上洗手間。至於進食輔助儀器，則可協助臂部及手部

活動不便者提高自行進食的能力。此外，家居照顧及輔助中心善用輔助儀器可減低

對照顧者的護理及協助需要。請參閱 Danish Agency for Digitis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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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個市之中，有 88 個市參加了推行計劃。當地為評估
計劃成效而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使用了這些科技

的人士的安全感和獨立感有所提高，同時減輕了其家人

承擔某些工作的負擔，而提供護理服務的員工亦感到

工作環境有所改善。有關推行令丹麥全年節省至少

5 億丹麥克朗 (6.5 億港元 )，用於其他前線公共服務；  
 
(b) 測試未來的福利科技解決方案丹麥透過公開申請
方式，揀選具潛力作全國廣泛應用的福利科技項目，並

向其提供資金援助，以測試有關科技及評估其經濟

效益。舉例而言，一項偵測年老病人的健康狀況變化的

數碼解決方案 24，獲發 107 萬丹麥克朗 (138 萬港元 )的
資助金進行測試。此外，另一個利用智能感應器警報

系統應用於監護認知障礙症病人、名為 "一起同住
更長久 "("Live-at-home longer and together")的項目 25，亦

獲 150 萬丹麥克朗 (195 萬港元 )的資金以進行測試及
評估； 26 及  

 
(c) 推廣遙距醫療家居監護丹麥政府早前為慢性阻塞性
肺病 (一種較常見於長者的肺病 )的患者進行了大規模的
家居監護測試計劃。參與計劃的病者在家中接受監護，

透 過 平 板 電 腦 及 儀 器 量 度 其 血 氧 飽 和 度 和 心 跳 等

健康指標。參與者對測試計劃的反應正面，丹麥政府決定

於 2019 年 或 之 前 在 全 國 推 行 此 計 劃 ， 預 算 斥 資

4,700 萬丹麥克朗 (6,100 萬港元 )，約 40 000 名病人將會
受惠。丹麥是首個北歐國家推出這類監護服務，當地

政府預料此服務有助清楚掌握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

健康情況，並能及早偵測病情轉差徵兆，從而減少入院

治療的需要。 27 
 
  

                                           
24 該數碼方案讓照顧者透過應用程式記錄長者的日常健康狀況變化，而有關的數碼
資訊亦可同步發放予護士和其他專業人員作為通報。  

25 該警報系統由多個感應器組成以監測家居的不同範圍，認知障礙症患者一旦在家中
遇上意外，系統會向同住的家人發出訊號。這可令家人有能力照顧患者更長時間，

從而推遲患者入住護理院的需要。  
26 請參閱 Danish Agency for Digitisation (2016c)。  
27 請參閱 Danish Agency for Digitisation (2016b)及 Healthcare Denmar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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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據丹麥政府表示，在評估於全國推行某個福利方案是否具

效益時，當局須按商業方案模式進行評估，並從最終服務使用者和

公營部門僱員角度，研究方案的財務和非財務效益，以及效率和

質素提升程度，目的為維持或提高公共福利服務的質素，同時減少

公共開支。 28 儘管政府致力推廣福利科技，據報某些項目仍因接受
程度低，及／或缺乏操作有關科技的知識而最終失敗。 29 因此，
一項福利科技能否成功在全國推行，關鍵在於公眾教育，以及為

使用者和照顧者提供培訓，但這方面的工作或會加重推行成本。  
 
3.11 此外，涉及共用或轉移個人資料的科技解決方案往往要面對

數據私隱權及保安的問題。以遙距醫療家居監護計劃為例，衞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成 立 的 國 家 電 子 醫 健 委 員 會 (National Board of 
e-Health)的其中一項工作，便是為遙距醫療制訂合適的框架，包括在
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建立全國通用的架構和標準。 30 
 
 
新加坡  
 
3.12 在新加坡，65 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預計將由 2017 年的 14%
顯著增加至 2030 年的 25%。與香港及丹麥的情況相似，新加坡應對
人口老化的政策重點為 "居家安老 "，讓長者可在家中安享晚年，
盡量減少對公營醫療資源造成壓力。為此，新加坡政府致力提供

長者友善房屋、在當地建設長者友善社區，以及推廣積極健康

樂頤年。  
 
3.13 新加坡政府向來善用科技以締造積極健康樂頤年的社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在 "智慧國家 "倡議 31 下納入了不同的
政策措施，利用科技及創新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舉例而言，在

醫療方面，新加坡政府引入了 "智能醫療輔助 "(Smart Health-Assist)
概念 32，讓居家長者可作自身健康管理。除此以外，新加坡亦把當

                                           
28 請參閱 Danish Agency for Digitisation (2014)。  
29 請參閱 Nordic Labour Journal (2014)。  

30 通用的架構和標準針對跨越機構和 ICT系統界限的醫療數據收集及發送，以確保技術
兼容性和資訊安全。  

31 "智慧國家 "提倡善用數碼及智能科技的力量和潛力以創造新職位和商機，透過更具
效率的政府及業務流程，讓新加坡國民的生活更加方便，同時提升新加坡經濟的

生產力。  
32 此外，另有其他醫療相關措施支持 "智慧國家 "計劃，包括 "遠程復健 "(Tele-rehabilitation)
及 "智能醫療遠程視訊諮詢服務 "(Smart Health Video Consultation)。 "遠程復健 "透過使用
穿戴式傳感器及治療師的遙距監察，病人可隨時隨地進行復康運動。"智能醫療遠程
視訊諮詢服務 "則為全國的視訊諮詢平台，利用視像會議技術讓病人可在網上遙距
諮詢他們的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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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發的機械人應用於社會服務機構，並探討利用長者監測及警報

系統，達致居家安老的目標。上述措施詳情如下：  
 

(a) 智能醫療輔助此為《 2025 資通訊媒體總體規劃》
(Infocomm Media 2025) 33 訂明的其中一項措施，利用可
穿戴式傳感器等科技，遙距監察居家長期病患者的健康

情況。在經過試驗及訂立技術標準後，衞生署 (Department 
of Health)正計劃推出名為生命體徵監測系統 (Vital Signs 
Monitoring System)的措施。該系統可遙距監察患有某些
疾病 (例如糖尿病或肺病 )的病人的生命體徵，而有關
讀數 (例如血壓和血糖 )會自動傳送至已受訓練的醫護
人員，由他們進行即時跟進，讓病人無需預約往醫院

求診； 34 
 
(b) 機械人的發展及應用一所理工學院的多名學生於

2014 年 研 發 了 一 個 真 人 大 小 、 名 為 " 機 械 人
教練 "(RoboCoach)的社交機械人，供長者活動中心試用
作為訓練員，以互動形式指導長者做運動。負責推展此

項目的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35 表示，項目反應良好，在政府
資助下製造了額外 5 個 "機械人教練 "，供 3 間非牟利
社會服務機構使用。在下一階段，新加坡政府計劃

進一步發展 "機械人教練 "成為長者的夥伴，負責同時
照顧長者的身心健康。 36  新加坡政府亦會研究利用
服務型機械人支援長者實踐居家安老；及  

 
(c) 智能長者監測及警報系統 (smart elderly monitoring and 

alert systems)負責新加坡公共房屋的機關建屋發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現正進行一項試驗，在
其轄下一個屋邨安裝智能長者監測及警報系統。此等

系統由中小型企業研發，利用感應器技術，監測獨留家中

的長者的舉動。若系統感應到有不尋常狀況，例如長者

在一段時間內靜止活動等，便會自動發出訊號，通知

照顧者。據報，住戶可選擇參與此項試驗計劃，費用由

                                           
33 《 2025 資通訊媒體總體規劃》是一個邁向 2025 年策略性發展的科技發展總綱計劃，
藉以配合 "智慧國家 "倡議。  

34 請參閱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17b)及 Ministry of Health (2017b)。  
35 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是新加坡政府轄下一個法定委員會，負責全面發展及規管匯流
資訊通信及媒體的行業。  

36 請參閱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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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擔。 37 據建屋發展局表示，試驗仍在進行中；待
完成後，局方會研究試驗結果及決定如何擴大此等系統

的應用範圍。 38 
 
 
3.14 除了以上措施，新加坡政府亦推出了多項資助計劃，鼓勵

提供安老服務的機構應用科技。舉例而言，負責規管新加坡超過

450 個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法 定 委 員 會 國 家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推行了一項名為 "創新與生產力
津貼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ant)的專項計劃，為社會服務機構
提供高達 30 萬新加坡元 (170 萬港元 )的津貼，透過應用各種技術
提升生產力。此外，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亦透過其 "數碼共融 "
倡議 (Digital Inclusion initiative)下的 "社會創新計劃 "(Social Innovation 
Programme)，鼓勵社會服務機構使用能直接對服務使用者有幫助的
技 術 方 案 。 獲 選 的 項 目 可 獲 得 資 助 ， 每 個 項 目 的 上 限 為

10 萬新加坡元 (565,000 港元 )。  
 
3.15 最近，衞生部完成了兩項推廣 "積極樂頤年 "的專題研究撥款
項目，分別名為 "家居照顧創新津貼 "(Care-at-Home Innovation Grant)及
"推動創新津貼 "(Enabling Innovation Grant)。此為衞生部推行的 "國家
創新挑戰積極自信樂頤年 "倡議 ("National Innovation Challenge 
on Active and Confident Ageing")下的研究計劃一部分。該倡議獲
撥款共 2 億新加坡元 (11.3 億港元 )，透過資助鼓勵相關的創新意念
及研究，獲選的項目可獲資助，上限為相關合資格成本的 80%。  
 
3.16 除向機構提供撥款外，新加坡政府亦設立了一項以長者個人

為 對 象 的 專 項 計 劃 ， 名 為 "樂 齡 助 行 基 金 "(Seniors' Mobility and 
Enabling Fund)，支持長者過獨立生活。該基金的預留資助總額為
5,000 萬新加坡元 (2.83 億港元 )，年屆 60 歲或以上的新加坡國民在
通過經濟審查後可獲資助，以購買助行及輔助產品以應付獨立

生活，資助金額為所涉開支的 90%。除輔助儀器產品外，該計劃亦
涵蓋家居護理用品的開支以及往返政府資助的長者中心的交通費。  
 
3.17 雖然政府牽頭推行了多個項目及撥款計劃，積極推廣利用

科技提供安老服務，但社會對科技的接受程度和應用情況仍受

關注。舉例而言，長者或對有關監測及警報系統的功能和運作感到

難以理解。此外，一些科技方案如在試驗期結束後缺乏政府資助，

                                           
37 請參閱 Engadget (2016)。  
38 有關資料是由建屋發展局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致資料研究組的回覆電郵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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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成本或難以負擔。至於遙距監察病人的技術，儘管衞生部最

近發表了有關遙距醫療產品的規管指引，社會上仍有關注認為遙距

醫療產品的分類實際上未必十分清晰，因而或會衍生問題，當中包括

對資料私隱的保障。 39 
 
 
4. 觀察所得  
 
 
4.1 人口老化是全球現象，對公共服務帶來重重挑戰，所涉範疇

包括醫療及安老服務，以至社會福利及社區支援。為了應對這些

挑戰，全球很多地方 (包括香港 )正在推廣 "居家安老 "的概念。
具體來說，這些地方致力利用科技以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及改善

安老服務質素，與此同時，協助長者過獨立積極的生活。  
 
4.2 香港目前設有不同的資助計劃，支持各類科技項目，包括與

安老服務有關的項目。然而，樂齡科技方案或產品的應用仍然未見

廣泛，而不少獲創科基金資助研發的長者友善科技，只供示範或

試用。當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包括：缺乏資金進行產品商品化、測試

平台不足、難以把進口產品本地化，以及長者對有關科技的認識或

負擔能力有限等。此外，政府亦無牽頭制訂全盤策略，在安老服務

方面推動創科。最近，政府加強了智能安老服務的推廣工作，預留

10 億港元資助安老服務單位試用及購置科技產品，作為智慧城市
藍圖下的措施的一部分。  
 
4.3 從選定海外地方的經驗可見，各個地方以不同方式提供智能

安老服務。儘管這些地方所專注或優先處理的範疇各有不同，當中

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各地均推行全國性的計劃／措施，帶領推動

應用創科提供安老服務。舉例而言，日本推出了為期 5 年的促進
開發及引入護理機械人計劃，推廣在全國使用助手型機械人。丹麥

推行了 2013-2020 年數碼化福利服務策略，以公帑支持把已獲充分
測試的福利科技推廣至全國應用，令長者和殘疾人士受惠。在

新加坡，政府亦在其 "智慧國家 "倡議下推展了多項有關安老服務的
創新意念，包括生命體徵監測系統及長者監測及警報系統，並正在

測試或計劃推出。  
  

                                           
39 請參閱 Law Gazet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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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然而，推動科技應用於安老服務並非不無挑戰的。以丹麥

為例，據報市政府在試用某些福利科技時亦遇上失敗情況，原因是

使用者及照顧者的接受程度低及缺乏對操作科技的認識。因此，

提供適當教育及培訓對有關推行尤為重要，但此舉會增加相關

成本。另亦有關注認為，科技方案涉及個人健康資料的共用或傳送，

或會引起資料私隱及保安問題，因此有需要制訂適當的指引，規管

有關的使用、存取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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