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對「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意見 

 
反對要審要查方案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長期缺乏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上世紀民間一直爭取香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為所有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穩定收入，讓他們能安心地過尊嚴生活。然而，爭取超過半世紀，全民

退休保障仍未見落實。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提出「三老政策」──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為，二十年過去，

政府的施政理念繼續強調「資源給有需要人士」。今天，政府最新長者貧窮人口約 34 萬，長

者貧窮率超過三成達 31.6%，反映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及長期缺乏退休保障的情況下，政府繼

續以施捨及審查方式提供現金援助，並未能有效解決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可惜，現屆政府

拒絕承認上述「愈扶愈扶」的事實，特首林鄭月娥更斬釘截鐵表明不會推行社會共識、三方

供款、全民共責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並透過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表明現屆政府三不立場「不

打算研究、沒計劃重新諮詢、不會推行全民退保」。聯席重申，香港正邁向貧窮化及老齡化社

會，要讓香港長者「老有所養」，定必盡快推行社會共責，持續可行的「全民養老金」計劃。 

 

停止服務私營化  反對政府責任外判 
過去幾年，政府一再強調以「社區照顧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作為香港安老政策的綱領，

並透過安老事務委員會制定「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前特首梁振英亦慣以「居家安老」作為政

策口號，「講左當做左」的態度以回應社會訴求，結果安老服務並沒有因此得以改善。究其原

因，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已靜悄悄地將安老服務推向「私營化」及「市場化」。1999 年，政府

率先取消過往一直沿用的「五年計劃」規劃模式，改以「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徵詢社會福

利界意見，同年，又以行政措施剝奪長者個人申領綜援的權利。為了減低人口老化帶來的各

項安老服務開支，政府在 2000 年 11 月引入「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對有長期照顧需要的

長者設健康審查以縮減輪候隊伍，結果逼使有服務需要的長者投靠私營市場，而私營安老院

的數目亦隨即急升，至今資助院舍及私營院舍比例大約為三比七。 

 

根據資料顯示，直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輪候院舍人數高達 38,026 人，當中尚未計算非活

躍個案 11,992 人。最近 10 年輪候資助安老宿位期間離世的長者數目超過 50,000 人，而 10

年間政府僅增加不足 5,800 個資助宿位。然而，政府卻多次強調香港長者入住安老院舍的比

率是全世界最高之一 (7%)，由於公共資源有限，建議以「錢跟人走」和「能者多付」的模式

提供服務，並藉「安老服務計劃方案」進一步引入連串的審查制度及重新定義何謂「長者」

及「服務需要」，而「用者自付」、輸入外勞、增加對私營院舍的各類資助更成為是次討論焦

點。政府聲稱推行各種「錢跟人走」的「服務劵」是讓長者「有選擇」，縮短輪候時間，並可

讓私營院舍透過良性競爭以提升服務質素；實際是迫使長者透過私營市場解決問題。當長者

選擇採用服務券後便需同時取消綜援資格，此舉不但能一次過消滅長期處於高位的長者綜援

及輪候資助院舍的數字，更可逐步減低長者貧窮率，以助政府達至「有效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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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涉及經濟審查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在未進行檢討服務成效前，政府又強行推出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眾所周之，現時《安老院條例》多年來未有檢討及修訂，監察

制度形同虛設，私營院舍缺乏監管導致服務質素參差，環境惡劣、人手不足等問題導致長者

得不到應有的照顧，政府依然藉「院舍照顧劵」資助一眾市場營運者。說到底，政府所謂「居

家安老」，只是將長期照顧的責任推卸給長者或其家屬及照顧者，各種經濟審查的制度亦反映

政府的政策理念完全漠視長者過往對香港發展作出的貢獻。對於市場營運者來說，只是一盤

賺錢的生意。以上種種，明顯政府意圖透過市場以取代社會及公共服務，並減輕政府負擔及

照顧長者的責任。 

 

為求壓抑勞動成本  輸入外勞利潤賺盡 
安老服務業界一直要求放寛輸入外勞，近日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表明，現時業界空缺率超過

18%，即使透過加薪及本地招聘，隨著未來安老服務倍增，輸入外勞是「遲早問題」。事實上，

隨著社會服務推行「整筆撥款津助模式」後，政府過去十多年來未有增加資源或增設服務，

而非政府機構也逐步仿效政府做法，為求節流將職位合約化、工作零散化，嚴重時曾出現時

薪工，甚或部份工作崗位會因應資源不足而被取消，結果導致人才流失。造成今天的惡果，

罪魁禍首就是特區政府！ 

 

至於私營院舍僱主為求利益最大化，「聘請未經培訓工友」、「一人返兩更」、「提供平價膳食」

等已是常識吧！今天，輸入外勞就最為他們壓抑勞動成本，維護自己最大利潤的最有效武器。

政府大力推動輸入外勞，正好為這群貪婪的僱主「開路」，甚至「聯手」以勞動市場空缺之

名繼續剝削勞工。  

 

制訂長遠安老策略  老有所養安享晚年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三無政府」──對長者無承擔、定政策無配套、

對服務無規劃！我們要處理香港未來「老齡化」的問題而迴避「貧窮化」的問題，是無視香

港的社會現實矛盾。儘管香港這個社會機器目前仍能如常運轉，但各個社會系統之間已出現

結構性不協調，解決問題已不能靠「小修小補」了事。因此，政府首要停止所有形式的「服

務劵」資助市場營運者，改以實際增加各類型的服務名額，並檢視現行與長者相關的政策，

打破以往各政策的矛盾，政府必須制訂一套｢長遠安老策略｣。此外，盡速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為香港的長者建立經濟安全保障，應付香港「老齡化」和「貧窮化」的結構性問題，

讓長者在居家安老或住宿照顧真正有機會作出選擇；達至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安享晚年。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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