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提交意見書 

 

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中央輪候冊內輪候護理安老院及

護養院的長者有 27,050 個及 6,113 個，如果將社署介定為「非活躍個案」也包

括在內（即可以隨時選擇再輪候的 7.170 宗個案），輪候長者宿位的數字將達到 

40,000 宗。現時，他們平均要輪候三年時間，輪候期間去世的長者亦持續增加。

多年以來，政府每年增加約 1,000 個護養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被詬病為以長者

「等到死」來解決問題。 

 

面對人口急速高齡化的挑戰，政府於 2015 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及將會預留約

8 億元，推行「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下稱「院舍劵」)，目標對象

為在中央輪候冊中，身體機能被評為「中度缺損」的長者，即合乎資格輪候政府

資助護理安老院，而政府預計會於 2015-2018 這三年內推出合共 3000 張「院舍

劵」，每張劵價值為每月$11,685，而全港所有達到「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標準

的安老院舍，皆可申請成為認可服務機構。 

 

然而，安老服務長遠規劃一直懸而未決，政府卻在此時透過「院舍劵」，試圖將

責任市場化、商品化，有需要的長者真的能夠受惠嗎？ 

 

「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無助私營安老院質素良莠不齊的問題 

 

安老事務委員會（下稱安委會）於 2015 年發表了「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

可行性研究的最後報告，認為以服務券作為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理念，是透過容

許服務使用者在競爭市場作出選擇，帶來契機，改變營運機構和使用者的行為，

提升服務質素1。政府亦認同安委會的報告所指，以服務券形式運作的院舍可以

「為長者提供更多選擇、增加其購買力、鼓勵院舍提供更高質素服務，以及縮短

服務輪候時間」2，亦可讓公帑用於最有需要的人士身上和鼓勵服務使用者共同

承擔責任。 

 

公民黨認為政府推出「院舍劵」時必先有一個前設，就是私營安老院舍會以長者

                                                 
1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可行性研究的最後報告

http://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cn/download/library/Report%20on%20RCS%20Voucher_2016(
CHI).pdf 
2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於 2016 年 7 月 17 日就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發表

的網誌 http://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6/07/20160717_0938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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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為優先，利益為後的理念營運。然而眾所周知，現時全港各處租金昂貴，但

香港政府在經濟方面向來奉行「不干預政策」，為保障自由市場的運作，多年來

沒有推行任何政策去調節、紓緩市場租金價格。在此環境下，私營安老院舍為降

低營運成本，會壓低員工薪金、減省照顧員人手等，並增加各類收費，從而去得

到最大收益。然而，公民黨認為，現有《安老院條例》及《安老院實務守則》內

容過時，標準過低，根本未能達致有效的質素保障及監管；因此透過「院舍劵」

讓私營公司入場，為長者提供家居及社區長期護理服務，實屬罔顧長者安危。 

 

公民黨一直認為安老服務的本質應屬社會大眾對長者的尊重和承擔，而非一種福

利施捨，更不應該將安老事務變成市場用來圖利的工具，將私營安老院舍市場以

非人性化的對待，去「照顧」有需要的長者。因為所謂以「錢跟人走」的概念營

運安老服務，實際上是令長者和家人被市場機制牽著走。因此，公民黨要求政府

應下定決心制定長遠的安老服務規劃，而非透過小修小補、將「福利市場化」，

推卸責任。公民黨同時亦要求政府停止所有將安老服務私營化的措施和政策，包

括應該停止院舍劵試驗計劃，將院舍劵試驗計劃的 8 億投放到現時社區照顧及資

助宿位上，加快現時輪候速度，令長者可以更快得到合適的服務支援。 

 

「院舍劵」無助解決院舍住宿問題 

 

現時不少評核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傾向選擇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資助院

舍照顧服務。由於院舍劵亦屬政府資助服務，推行院舍劵或會導致過早或不必要

的入住院舍情況。 

 

政府一直提倡「居家安老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服務原則，「院舍劵」

卻是在把一群沒有急切入住安老院舍需要的長者，推進院舍，無疑是在自打嘴巴。

在試驗檢討完前，公民黨促請政府不能忽略長者於社區安老的需要，更不能推卻

增加日間護理中心，家居照顧服務名額，以舒緩社區弱老照顧者的壓力。同時，

公民黨要求與其將 8 億元用於試驗欠缺基礎及配套的「院舍券」，政府應將資源

轉投放於恒常津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為社區中有需要的長者盡快提供支援，縮短

輪候時間，鼓勵長者居家安老，避免長者過早或不必要入住院舍，貫徹「居家照

顧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方針。 

 

 

培訓社區的護理人手 

 



 

 

要讓長者能開心及更有尊嚴地安享晚年，一套嚴謹、有效及具透明度的服務質素 

監察機制，足夠的人手配套是有助確保服務質素。然而，在現時的市場機制下，

私營安老院舍照顧員常被壓榨，出現工時長、工作壓力大、薪金少的情況，缺乏

誘因令更多人入行，導致私營安老院舍經常出現人手不足情況，出現問題時便把

長者綁在床上或輪椅上，以減低長者發生意外的風險，卻造成長者的心理陰影，

更甚者過往亦曾出現多宗私營安老院舍照顧員虐待長者的新聞，居於私營安老院

舍的長者無法得到適切的照顧，但整個「院舍劵」顯然沒有將這類非物質考慮納

入研究範圍之內，以為人均面積大了、員工人數多了，便等於有質素的安老照顧。 

 

公民黨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視福利服務人力緊張問題，將社福機構行之有效的先

導計劃納入制度，將服務常規化，以穩定專業人手，吸引人才投身長期護理專業。

長遠而言，應考慮培訓社區的護理人手，取代要有照顧需要的長者要用照顧劵到

私人市場買服務。 

 

總結 

政府一直提倡「居家安老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服務原則。然而，政府

卻希望透過「院舍劵」，試圖將責任市場化、商品化，公民黨認為根本不能為有

需要的長者提供最合適的支援。因此，為貫徹「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的願景，公民黨對「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有以下建議： 

 

1. 停止所有將安老服務私營化的措施和政策，包括應該停止院舍劵試驗計劃； 

2. 將院舍劵試驗計劃的 8 億投放到現時社區照顧及資助宿位上，加快現時輪候

速度，令長者可以更快得到合適的服務支援； 

3. 要求政府立即制定長遠安老服務規劃，而非透過小修小補、將「福利市場化」；

和 

4. 培訓社區的護理人手，取代要有照顧需要的長者要用照顧劵到私人市場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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