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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的家居照顧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內容及規劃」意見書 

 
工友權益聯社 (工社) 於 1999 年 6 月成立，以社區為本的組織手法協助失業及基層工友建立

自助互助的組織，共同爭取合理的工作權益及生活保障，實踐基層工友之間互助共生的理念。 

 

「工社」認為 1997 年香港特區政府回歸後，政府十七年來一直對香港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缺

乏政治與社會道德的承擔。為何「百萬退休老人，貢獻社會一生，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

香港工人、婦女及老人為全民退休保障民間運動爭取近半個世紀，今屆特區政府仍迴避這個

政治承擔，實在欠全港長者一個交待。 
 

第一屆特首董建華三老政策：「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依」為長者安老政策訂下清晰施

政藍圖，制定長者晚年在醫食住行長、中、短期的目標及福利規劃，可惜過去十七年來，特

區政府一直以「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推行不同的社會政策，不斷透過公營服務外判

化、市場化以至私營化等手段以大幅減低公共開支。政府更帶頭將社會福利服務推向外判與

市場化，利用所謂「錢跟人走，用者購服務、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等語言偽術，

將本來屬於政府的角色，推卸得一乾二淨。更糟糕是特首班子根本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小修小補的官僚思維模式。 
 
「你係殘疾人士，唔合年齡資格，因為資源有限，我哋會畀長者優先……你唔

係獨居長者，我哋暫時畀唔到服務你，因為你唔係最有需要……我哋依家都有

好多獨居長者排緊隊，我明白你嘅需要，但我哋都係無陪診服務嘅，如果你想

要上門清潔服務，由宜家開始排，大約等兩年左右……你想排政府安老院，要

先做評估，不過要等你出院先可以轉介，大約出院後三個月社署就會有人嚟同

你做評估啦……」 

 
上述情況已成為普遍現象，我們的長者、殘疾人士及其家屬每天都向政府發出聲音，然而梁

振英政府不但充耳不聞，更向社會弱勢的一群開刀；為了分化他們，硬更長者及殘疾人士的

服務需要排優次，又不斷向市民洗腦「資源有限，只能給予最有需要的人」；結果「有需要變

成無需要」，若能取得服務，可能已在這個系列之內「人又老、錢又冇、身體又唔好、仔女又

幫唔到」。 
 
隨著人口老化，「老齡化」問題引至安老院及相關照顧服務需求大增，政府過去十多年來不但

未有增加資源增設服務，自 2003 年起更進一步終止提供安老院宿位，私營安老院數目由原來

的 200 多間大幅增加，直至 2014 年香港共有超過 570 間私營安老院舍。然而，私營安老院舍

往往為了賺取利潤而不斷減低成本，當中不乏提供「便價」膳食給長者，為了進一步縮減人

手，要求工友長時間工作 (一人返兩更)，甚至由一名工友照顧多名長者；儘管工傷亦強迫工

友按時上班，結果不但長者長期缺乏照顧，工友們亦缺乏勞工保障及長期受壓迫至體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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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重申安老政策的立場： 

 
(一) 立即全面公開交待周永新教授的「退休保障研究報告」及向社會作公眾 

   諮詢；並在 2015 年施政報告交待全民退休保障及具體時間表及路線圖。 

 

(二) 停止將安老服務外判及市場化的施政方針，回到「以民為本」的安老政 

   策，為現在及未來人口老化，制定社會長遠發展及投資方向，在全港十 

   八區加建安老院舍、醫院、長者公屋、安老服務中心、社區飯堂及社區 

   照顧支援隊等。 

 

(三) 停止任何分化長者的政策及措施，取消塑造長者自我標籤的行政手段， 

   所謂「體弱個案、綜合家居改善服務」是令長者學習自己本來是有需要 

   變成無需要。政府必須撥亂反正，按長者心意選擇晚年「退休醫食無憂、 

   積極參與社會」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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