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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315/05-06(01)號文件 
 

就立法會 2006年 6月 12日會議 
處理公立醫院病人出院安排改善計劃建議書 

 
 根據衛生福利食物局與醫院管理局於 2006年 5月 8日提交立法會有關
醫院長期病患者出院安排的文件，香港老年學會有以下意見： 

 

2. 文件指出在醫院管理局轄下醫院間中出現「出院」的阻力，即醫療人員

認為適宜出院的病人不願意出院的情況，根據明報 6月 8日報導，只有 104這類
個案，以醫院管理局每年超過一百萬出院人次，拒絕出院並不是普遍的現象。  雖

然不合理拒絕出院的個案數目不多，但不少體弱長者確實遭遇離開醫院的困難，

原因包括下列三項： 

 

(1) 家人缺乏照顧體弱長者的知識及技能； 

(2) 無合適的護老者； 

(3) 家居環境不容許執行照顧體弱長者的工序。 

 

本會認為解決方法是及早為長者評估及進行康復訓練，使他們盡量回復自我照顧

能力。  至於自我照顧能力較差的長者，只要有適當的社區照顧服務，他們仍然

能夠重返社區生活；這些服務包括：護老者的訓練及支援，社區支援服務如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日間護理、日間醫院及暫託服務等。  透過有效的評估及預先的

服務轉介，大部份長者都可以達成在社區養老的願望，而不會以種種籍口拒絕離

開醫院。 

 

3. 此外，不少體弱長者因為缺乏家人照顧或環境問題而需入住安老院舍，

由院舍職工負責個人醫護服務。  現時，長者可申請社會福利署資助的安老院舍

宿位，但是這些宿位輪侯時間約三年。  資助院舍人手及設施較私營安老院舍

佳，但不能即時接收院友，而自負盈虧院舍雖能達到資助院舍的質素，但收費較

高昂，並不是一般家庭可以負擔。  在急需離開醫院的情况下，這些長者唯有選

擇入住私營安老院舍，但是，私營安老院舍的收費及服務質素差異極大，近年亦

有多方面的負面新聞，使有需要的家庭不知如何作出選擇，並往往構成有困難離

開醫院的藉口。 

 



4. 由於公眾人士缺乏選擇安老院舍的知識，香港老年學會於 2002至 2004
年在政府奬劵基金資助下進行「香港安老院舍評審先導計劃」，針對這方面的問

題；該計劃透過院舍質素評審，使具備有質素的院舍得到確認，從而向公眾人士

提供安老院舍有關服務質素的資訊。  本會於 2005 年正式在本港推行「香港安
老院舍評審計劃」，該計劃要求安老院舍在下列長者醫護及復康服務達到評審標

準，方可被評為通過評審：院友入院後照顧、入住及退院服務、評估院友需要、

藥物管理、排泄的處理、皮膚護理及褥瘡預防、摔跌的處理、餵食、使用約束物

品及藥物、活動能力評估及處理、營養、扶抱技巧、感染控制、慢性痛症的處理、

臨終及哀傷處理、特別護理的程序、心理支持及社交照顧、康樂及社區活動、長

者認知/情緒/感官/溝通能力。  通過評審的安老院舍皆就上述課題製訂不同的臨

床和實務指引及審核表格，由香港老年學會委派專業醫療護理人士及社工作實地

評審，確定安老院舍能為長者提供全面而優質的個人醫護照顧服務。 

 

5. 「香港安老院舍評審計劃」建基於持續質素改善、成效監察、自願參與、

同儕評核的理念，推動本港優質安老院舍的發展，除了上述有關服務流程及照顧

過程的評審範疇，亦包括院舍管治、環境、資訊管理及溝通其他三個評審範疇，

為安老院舍注入專業服務的精神，使長者不必依賴昂貴的醫院服務。  此外，香

港老年學會為通過評審的安老院舍進行週年覆檢，評定安老院舍是否保持高水平

的服務質素，目前已有 22 間安老院舍，包括津助、自負盈虧、合約及私營院舍
通過評審。  長遠而言，「香港安老院舍評審計劃」可為安老院舍業帶來新局面，

保障長者在安老院舍得到全面優質服務。 

 

6. 香港老年學會就公立醫院病人出院安排有以下的建議： 

 

(1) 醫院管理局為體弱長者進行全面和及早的評估及復康計劃，使大部
份患者能妥善地返回社區生活； 

(2) 建立醫院與社區護老服務網絡，使有需要的長者及其家庭得到適當
的支援服務； 

(3)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的種類及服務； 
(4) 進一步探討在本港的長期護理服務的融資方案，讓有需要的長者得
到適當的照顧； 

(5) 推廣香港安老院舍的評審，積極提昇安老院舍的服務質素，讓長者
及其家庭能選擇合適的優質院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