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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長者核心業務 

向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就「少數族裔貧窮問題」提交的意見書  

(2017 年 6 月 30 日) 

少數族裔長者的貧窮情況 

本港少數族裔人口持續上升，2016 的中期人口統計顯示，非華裔人口已超過 58 萬人，相

較 2011 年上升近 30％。而尼泊爾、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南亞族裔的人口較 10 年前更分別

上升超過 59％、62％及 78％。雖然，少數族裔人士的平均年齡較整體人口的平均年齡

低，但其社群老化的趨勢仍需及早關注。事實上，本港 65 歲或以上的少數族裔人口已由

2011 年的 9910 人增至 2016 年的 20810 人，增幅超過一倍。其中，單是南亞及東南亞裔 60

歲以上的人口已達 13800 多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早於 2014 年的研究已指出，長者是少數族裔中貧窮狀況較嚴峻

的一群，其貧窮率高達 34.6%。而政府 2015 年有關少數族裔貧窮情況的專題報告反映語

言障礙與少數族裔的貧窮狀況息息相關，不單影響其社會參與，亦阻礙其獲取社會服務及

各項福利措施。當中，年長少數族裔往往較年輕一輩更難掌握本地語言、文化、各種社

會制度及資訊，嚴重影響他們獲取適切的支援。事實上，現時的主流的安老服務對少數

族裔長者的認知不足，現有服務亦未必能照顧其特別需要。至於，語言障礙就更是少數

族裔長者與安老服務提供者聯繫的絆腳石。本處於 2016 年 5 月開展「耆望–少數族裔長

者支援計劃」致力促進少數族裔長者融入社會及享受積極晚年。過去 1 年，計劃接觸近

150 位 60 歲至 83 歲，居於九龍西 (深水埗，油尖旺，九龍城) 的南亞及東南亞裔長者，其

中約八成為尼泊爾及巴基斯坦人。 

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研究，現時有關少數族裔長者的資料仍甚零碎。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對

參與計劃長者之觀察，讓小組委員會更了解這群長者的經濟及生活狀況，並且就改善少數

族裔長者的貧窮狀況提出建議。 

倚重家人支援，生活保障不足 

參與計劃的長者中只有約 7％申領綜援，他們主要是獨居及雙老家庭。而近 8 成長者主要

依賴家人照顧，由於沒有收入且大部分亦無資產，他們只能單靠家人提供的生活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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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所需，然而家人能提供的支援甚微。政府 2015 年的專題報告早已指出南亞裔的

貧窮問題嚴重，社聯的報告亦指出他們在職貧窮的狀況極需注視，當整體家庭經濟不理想

的情況下，家人能夠對長者提供的經濟支援自然有限。四成的長者甚至表示家人沒有給予

生活費，當有需要時如:看醫生，家人才會協助支付有關支出，可見長者的經濟能力及自

主性甚低。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部分長者唯有自行削減生活開支如：他們生病也不敢去

求診、每日只吃兩餐及避免參加需要消費的社交活動等，直接影響長者晚年的生活質素。 

在職長者收入微薄， 職場上遭不公對待 

政府的《2015 香港貧窮報告》指出近四成的貧窮長者在公屋居住，而公屋於長者扶貧成

效明顯。然而，對於大部分仍居於租住私人樓宇的南亞及東南亞裔長者來說，他們仍然

未受惠於公屋帶來的好處。參與計劃的長者中便有超過 70％租住私樓，他們之中更有

16%因經濟困難，即使年邁仍要繼續工作，又往往因年齡、語言能力及學識等因素只能從

事清潔、保安等低技術工作，賺取微薄的收入如：不少參與計劃的在職長者便表示每月

平均收入約 8000 多元。此外，亦曾有長者表示因語言不通及不懂勞工保障在職場上遭不

公平對待如: 有長者曾向本處求助指，工傷期間公司要求他簽署自願離職協議，由於過程

中並無安排翻譯，在無發理解與溝通的情況下，只有默默忍受僱主的無理要求。 

資訊及支援不足，未能受惠於福利措施 

政府近年推出多項針對長者的福利措施如：長者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等，以紓緩長者的

經濟壓力。但，在欠缺有效的宣傳、翻譯支援與及申請手續繁複等各項因素的影響下，少

數族裔長者根本無法獲取及認識有關福利措施的資訊，更遑論獲取有關福利。 

參與服務的長者中超過 30％雖年過 70，但只有 4％長者申高齡津貼。另外，超過 60%的

長者患有長期病包括：高血壓及糖尿病等，由於對公營醫療系統認識有限，長者較常向私

家醫生求診，花在醫療的支出實在不輕。然而，超過 90%的長者在接觸計劃之先，從未知

悉醫療劵計劃，即使政府提供醫療資助，由於宣傳不足亦未能惠及少數族裔長者。 

只有 5％參與計劃的長者申領長者生活津貼。除因未能掌握資訊外，申請手續繁複是令長

者卻步的主因。本處發現近 14%知悉長者生活津貼及合符資格的長者並沒有提出申請，細

問才知道他們因手續繁複，在缺乏支援下他們根本無從入手。其中，有長者表示現時公共

福利金只能透個人銀行戶口發放予個案，他們因不諳中英文而未能成功開立銀行戶口，亦

有長者表示不清楚申請公共福利金的要求，曾因超過離港日數限制而錯失申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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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由於語言障礙加上社會網絡薄弱，少數族裔長者對於社會各項福利措施及服務

普遍欠缺基本的認識，以致他們未能適切地獲取有效的支援，無形中加重他們的生活壓

力。計劃開展以來，不少長者都是因為參與計劃才認識長者咭、長者乘車優惠等非常基

本的長者福利資訊，因此不難想像，他們面對近年不同試驗計劃陸續推出，愈見複雜的安

老服務系統，如欠缺有效的協助讓他們掌握資訊、連繫及運用適切服務，相信儘管政府設

立不同的扶貧措施及針對協助長者的非現金支援，也難以讓少數族裔長者有尊嚴地生活，

達致「老有所屬 、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想。 

 

改善少數族裔長者貧窮的建議 

1. 加強翻譯及資訊整合，讓長者有效尋找所需資源 

雖然，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0 年推出《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以來，多個

政府部門已更積極將服務單張翻譯成不同種族語言，就少數族裔長者的情況看來，

這些宣傳措施仍有改善空間。特別是針對語言能力較低或文盲的少數族裔長者，翻

譯本的單張實在成效有限，加上長者普遍對社會資源欠缺認識，如要他們通過不同

的系統搜尋資源就更是難上加難。 

因此，本處建議政府除繼續積極做好各項與長者相關的福利措施及服務資料的翻

譯工作外，宜整合各項翻譯資料成資源套及透過一站式網上平台發放，使少數族

裔長者及其照顧者更容易獲得所需資訊。例如：社會福利署新建的「長者資訊

網 」就是一個整合了各項安老服務資訊的網上平台，如能將網站的資料翻譯成少

數族裔語言，其實已能協助閱讀能力較佳的長者搜尋服務，當然如網站能夠包括其

他扶助長者的福利措施資訊如醫療券、各項福利金、護老者生活津貼等，則更有助

提升少數族裔長者掌握全面的資訊。另外，政府可參考民政事務處印製具多國語言

版本的「給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指南」，考慮在指南內加強針對少數族裔長者需要

的內容。 

具備整合的資料及網上平台之餘，不能忽略的就是加強社區的宣傳，各相關部門

應更積極接觸本地少數族裔組織，透過不同的渠道宣傳包括：派發資料、在各區

舉行講座等，更廣泛地讓少數族裔長者認識可運用的公共資源，以助他們面對不

同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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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行友善措施，讓長者容易獲取傳譯服務 

目前，各政府部門會視乎情況為少數族裔人士安排傳譯服務，通常服務使用者即使

認為自己有需要亦無權要求部門必須提供傳譯，若遇到敏感度不足的部門職員，少

數族裔的語言需要便有機會被忽略，影響他們有效獲取協助。為令少數族裔中最需

要語言支援的長者，適時及方便地獲得傳譯服務，本處建議各政府部門在訂定其

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清單中列明如少數族裔長者要求則職員必須為其安排傳譯支

援。如此措施能延伸至適用於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則更能令其整體社群受惠。此外，

有見少數族裔長者對私營醫療的需要殷切，本處亦建議延伸長者醫療券的資助範

圍，讓長者可運用醫療券支付安排傳譯服務面見私家醫生的費用，有助增強他們

與醫護的溝通。 

 

3. 提升安老服務人員的文化敏感度，提供資源解決語言障礙 

主流安老服務的單位尤其是社區服務，是有利長者獲取資訊、轉介所需安老服務及

經濟支援的重要網絡，而全港超過 200 所長者地區中心及鄰舍中心遍佈各區，如能

協助安老服務人員認識少數族裔的特性、需要、文化及宗教，加強他們照顧少數族

裔長者的技巧，並且向中心提供實質的支援，以解決他們與長者之間的語言隔膜，

必有利長者獲得適時協助。因此，本處建議政府於少數族裔人口較分散的區域，

提供資源讓中心增設裝備以方便運用視像傳譯服務及使用需付費的面對面即場傳

譯服務。至於，在少數族裔人口集中的區域如：油尖旺區、元朗區，政府可試行

特別計劃以發掘及滿足少數族裔長者的社區服務需要，更可透過與地區長者中心

的協作讓他們與華裔長者建立網絡。其次，亦可考慮直接向這些區域的中心增撥

資源聘請少數族裔員工以服務有需要的少數族裔長者。隨著少數族裔的老齡化，

他們對長期照顧服務如：日間護理中心及安老院等的需要亦漸增，因此，向這些

單位的員工提供文化敏感度訓導及提供特別資助讓單位為少數族裔長者提供適切

的長期護理服務亦十分重要。2017-18 的財政預算已預留 300 億改善安老及殘疾服

務，希望政府從中亦會投入資源改善少數族裔長者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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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監察少數族裔貧窮問題，並就長者狀況進行研究 

政府 2015 年的專題報告已指出少數族裔的貧窮問題需要持續監察，並曾寄望待

2016 中期人口普查後更新有關數據，對此本處深表支持及期待。由於缺乏研究資

料，社會對這群貧困長者的狀況實所知不詳，因此政府除應透過已知數據深入分析

及監察少數族裔長者的貧窮狀況外，亦宜進行有關少數族裔長者的研究，瞭解他們

的生活實況、一般及特殊的安老服務需要、幫助他們獲取政府及社會福資訊的方

式，以及有效的服務模式。 

 

5. 其他建議 

 舉辦專門為長者而設的中、英文班，配合他們的學習能力和需要，慢慢掌握簡

單、實用及有助日常生活溝通的中、英文。長遠有助長者與華裔人士建立支援

網絡。 

 加強在職少數族裔長者對勞工法例的認識及支援。 

 擴展「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至南亞及東南亞國家，讓申領綜援的

少數族裔長者可在家鄉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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