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社會福利設施的土地規劃》的意見書  

不論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下稱「土供組」），抑或是過去發展局發表

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諮詢文件，都特

別指出香港必須預留近 720 公頃的土地作公共設施用地（下稱 GIC）、

休憩及運輸設施的需要 1，以解決未來人口老化及其引申的問題。  

然而，公民黨認為現時香港院舍宿位、日間護理中心及相關的社福

設施短缺，並不是由於缺地，而是因為現時政策傾斜及政府缺乏承

擔，以致土地分配不均，資源未能落到有需要的組群身上。因此，即

使勞工及福利事務局局長羅致光於網誌中直言，當局會以「寸土必

爭，千方百計」的態度 2覓地興建更多的院舍，公民黨認為若政府仍

然仍然堅持採用現時的規劃模式，根本無助弱勢社群得到最適切的

支援。  

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無助解決問題  

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中央輪候冊內輪

候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的長者有 32,088 個及 6,636 個，數字不跌反

升，反映出情況每況愈下。 3現時，他們平均要輪候最少三年才可獲

得津助院舍或合約院舍宿位，輪候期間亦有為數不少的長者去世。

雖然社會福利署已在 30 個發展項目中預留用地興建安老院舍及長

者日間護理中心／單位，預計可由 2018-19 年度起會陸續提供約

3,300 個安老宿位（包括資助及非資助宿位）及約 1,010 個長者日間

護理服務名額 4，但公民黨認為這合共 4,310 的宿位只是杯水車薪，

根本無法解決長者「等到死」的問題。  

政府期望私營安老院可以填補長者對院舍安老的需求，而社會上亦

有不少社福機構亦願以自負盈虧方式開辦服務。可是，在寸金尺土

的香港，他們面對難覓得合適處所及負擔高昂的市值租金的困難；

由於院舍須負擔高昂的租金，很多時營運機構必須妥協犧牲院舍的

質素以達至收支平衡。現時，很多居住在私營老人院的長者被逼於

狹小的空間生活，生活根本豪無質素可言。雖然社福界曾就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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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政府建議「 8+8」方案  ，藉以改善院舍的人均面積，改善長者

的生活，但政府卻以缺地為由拒絕民間提出的方案。  

「土供組」希望以公眾參與所收集到的意見為基礎，擬訂概括綱領，

就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及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優次，向政府提出覓地

建議 5。然而，在「土供組」提供的諮詢文件中，公民黨發現唯一提

到安老服務的，便是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安老院舍。然而，

公民黨認為現時社區中其實仍有不少空置或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的政

府土地可供政府發展為安老院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需要經過

環境研究及多個法定程序，再加上發展附近的交通配套，預計至少

需時 10 年 6才可開發的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安老院舍，公民黨

認為與其花超過 10 年的時間等待仍否未知是否可以發展的郊野公

園邊陲地帶，倒不如規劃現時在社區中的閒置官地作興建安老院舍

或日間服務中心，於短期內解決宿位和日間護理中心名額不足的問

題。  

公民黨重申，任何不可逆轉的覓地選項，如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等，不論作甚麼規劃，都應放至最後考慮 7。  

公私合營令政府未能主導規劃  

政府在二○○三年七月推出「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

舍院址計劃」。根據該計劃，在進行契約修訂、換地以及私人協約方

式批地的土地交易時，如果發展商願意加入一些契約條款，擬發展

的合資格安老院舍處所可獲豁免繳付地價 8。計劃推出至今，地政總

署共批出一份申請 9。由此可見，在發展商的角度，於私人物業內提

供安老院舍院興建安老院舍並不符合成本效益。根據署理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徐英偉於立法會的書面答覆，唯一一個的成功個案是發展

商於二○一二年十二月簽署有關換地協議，興建一所提供 290 個宿

位的安老院舍，預計於 2019 年落成並投入服務 10。  

雖有個別的私人發展商願意在直屬自己的地皮興建安老院舍，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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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卻不是所有長者可以負擔。發展商初步估計，在他們的地皮上興

建的安老院收費會較現時院舍的高約三至四成，預期月費定價介乎

每月 2.5 萬至 4 萬 11。若政府將來希望加強以公私合營的方式，以豁

免繳付地價或政府出資興建基建等誘因鼓勵發展商於發展項目中興

建安老院舍，公民黨擔心或會有政府向地產商輸送利益之嫌，讓地

產商有藉口發展囤積多年的低價農業用地。另一方面，讓發展商主

導一個社區的發展方案，最終只會缺乏全面性的規劃，讓發展商純

粹從收益主導，公民黨認為這對長者以至整體規劃百害而無一利。  

核心問題：土地資源分配不公  社福設施沒有完善的規劃  

「土供組」在諮詢文件中預計 GIC 用地將有 720 公頃的短缺 12，因此

建議政府必須加快覓地以舒緩社會高齡化及社福設施用地短缺的挑

戰；但公民黨對此立論不能予以認同。公民黨認為，現時社福設施用

地短缺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香港沒有足夠的土地興建社福設施，

而是政府缺乏規劃標準規劃社福用地而導致土地分配不公，令資源

無法落到有需要的組群身上。  

公民黨發現，有關GIC用地的規劃，香港過往的規劃機制會評估每年

離世及新增的殘疾人口訂定土地及社區建設需要；然而港府自 95年

推出《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 98年推出《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5

年計劃後，過去近 20年再無任何社福規劃目標。儘管《安老服務計劃

方案》建議重新把以人口為基礎的安老服務設施規劃比率加入《規

劃標準》內 13，但政府至今仍未就相關建議訂下時間表。公民黨質疑

政府在沒有任何的規劃準則下，如何規劃將來應撥多少土地在社福

設施上，解決現時弱勢社群面對的最核心問題。  

 

總結  

 

為最不能自助者服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基本責任。然而，由於政府

缺乏承擔，政策傾斜，以致土地分配不均，令資源未能落到有需要的

組群身上。而政府則以「缺地」為由，以興建安老院舍為藉口發展郊

野公園邊陲，根本無助解決現時社福設施用地的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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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公民黨建議：  

 

1.  不可以興建安老院舍為由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並重申任何不

可逆轉的覓地選項，都應放至最後考慮；  

2.  不可以公私合營的模式 14，向發展商提供誘因，讓地產商借「為政

府興建安老院舍為名」低價發展囤積的土地；  

3.  重新把以人口為基礎的安老服務設施規劃比率加入《規劃標準》

內，讓政府可更有效地分配資源，規劃社福設施的土地，讓弱勢

社群獲得最適切和及時的支援。  

 

 

2018年 7月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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