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私營安老院協會 

有關「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意見 

 
      本會十分重視社會人士近期對私營安老院服務質素的關注, 目

前市場上私營安老院服務質素參差, 個別事件及個別安老院服務水平

低劣的情況, 被誤解為大部份的私營安老院服務質素出現問題, 情況

令人感到十分不安及遺憾。 

 

私院的發展及其所擔當的角色 

 

自 96 年政府實施發牌制度以來, 社署在安老院的發牌及續牌

方面設有一套嚴謹的監察機制, 社署一直以來都有嚴格執行。 私院多

年來在政府買位政策及市場汰弱留強的競爭環境下, 服務質素已顯著

得到提升。尤其近幾年, 市場上相繼有較多具規模的優質院舍投入服

務, 私院多年來在為長者提供護理照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不容忽視。 

 

十多年來政府資助的安老院舍宿位長期供不應求, 直至現在為

止, 中央輪候冊內等候入住資助宿位的長者人數仍然高達 21,661 人, 

平均每位長者輪候時間長達二至三年, 由於政府資助宿位的供應量不

足, 為私院制造了發展的空間。 

 

私院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一些逼切需要院舍服務的體弱長者, 其

中入住私院身體健康情況達到療養程度的長者高達 30% 以上。 由於

私院可以為不能在家居提供或得到妥善照顧的長者即時提供 24 小時

的照顧服務, 因此, 私院亦是一些急切需要長期護理或康復照顧服務

的長者離開醫院後首要的選擇, 私院不但在社區協助家人分擔照顧長

者的重擔, 同時亦是公共醫療體系以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社區服務支援

者, 私院的服務有助減低公立醫院床位的壓力。 

 

改革僵化的綜援制度, 鼓勵用者自付原則 

 

      私院的服務質素受到外界的批評, 並非加強監管嚴懲營辦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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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問題, 歸根究底亦是出於資源的問題。 以目前大部份私院服務

的制作成本根本無能力聘請大量專業人士, 提供全面專業化的院舍服

務, 社會人士對院舍服務的要求越來越高, 惟目前, 入住私院的長者

超過 80%以上是依靠領取每月 3,535 元至 5,135 元的綜援金繳交院舍

的住宿費用。 

 

社署前任署長林鄭月娥女士曾於 02 年在『署長隨筆』一篇有

關「安老院舍服務反思」的文章中說 〝 社會上是否出現了一個現象, 

即最貧困無助的長者只能透過綜援計劃接受「將價就貨」而有欠妥善

的私院服務? 我必須強調, 本港五百多間私營安老院中, 有不少提供

優質的服務, 問題的核心是當非政府機構津助院舍提供的護理宿位成

本每月高達近萬元, 還未計及政府為建設院舍付出的成本的同時, 我

們不能期望以平均每月約四至五千元的綜援金額可獲得質素相若的護

理服務。〞 

 

現行的綜援制度僵化, 接受綜援的長者衹可入住提供與綜援金

額相同收費的私營安老院, 長者或親友不得額外自付金額選擇入住收

費較高的優質私院, 造成社會上最急切需要接受院舍服務的長者祇能

透過綜援計劃入住收費相若的私院, 政府應鼓勵家人分擔照顧長者的

責任, 讓有能力者按其需要購買高質素的護理服務。  

 

政府應制訂長遠、明確、清晰的安老服務政策 

 

       過去幾年, 政府削減綜援金額高達 11%, 對私院服務造成沉

重的打擊, 買位政策又受到政府財赤的影响, 社署在沒有咨詢業界的

事情下決定不再向院舍購買新的宿位, 未來政策含糊不清, 缺乏具體

的方案及時間表, 令業界失去院舍服務的發展方向。 香港人口老化對

公共財政支出構成重大壓力, 健康醫療發展咨詢委員會在探討日後醫

療服務模式討論文件中方向是公營與私營醫療系統的融合, 同樣政府

在安老服務方面也可以考慮以該模式向私營安老院購買優質的長期護

理、療養服務宿位, 最終達至市場導向。  

 

 



城市規劃忽略人口老化對院舍用地的需求 

 

目前市場上大部份私院都設於舊式的非特建樓宇內, 由住宅

或舖位改建而成, 這些樓宇的環境往往不利於院舍發展優質服務, 多

年來, 本會收到不少會員反映, 於社區開設安老院經常受到大厦居民

的反對及滋擾, 有居民不滿與安老院之長者共用大厦公共設施, 或擔

心安老院會影响其大厦之居住環境和形象, 甚至部份人對長者帶有歧

視的眼光等, 導致業界於社區提供院舍服務時遇到困難重重。 

 

此外, 有部份私院亦經常面對大廈公契問題的困擾, 令許多

有意提供院舍服務的投資者卻步。 許多院舍經營者概歎根本沒有機會

透過搬遷而改善院舍環境, 為配合人口急速老化, 政府應考慮社區對

院舍服務的長遠需求, 協助業界解決有關問題, 例如規劃上預留土地

供業界興建院舍, 放寬單幢式優質工厦改變作為安老院用途的審批及

將政府空置的物業出租於業界作安老院用途等。 

 

院舍面對人力資源短缺的問題 

 

      香港過去面對經濟衰退期間, 失業率高企, 許多人轉行投身

安老照顧業, 當前香港經濟復蘇, 院舍面對員工流失率高及難於聘請

的困難, 畢竟院舍服務被視為厭惡性行業, 香港能否如新加坡或台灣

那樣可以透過輸入外勞去解决院舍服務勞工短缺的問題?  同時, 市

場亦面對護士人手嚴重不足的情況, 護士在院舍乃擔當管理及督導等

重要的角色, 沒有穩定及足夠的專業護理人員院舍如何確保可以維持

高質素的服務水平? 

 

      隨著香港人口老化社區對專業護理人員的需求殷切, 政府應

盡快推行專業護理人員培訓措施, 包括重開護士訓練學校及讓更多的

大專院校及培訓機構盡早培訓為社區而設的醫護工作者(相等於護士

的資歷), 一方面配合人口老化的長遠需求, 另一方面亦可讓更多的

專業人士參與院舍服務以提高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