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就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之意見書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於 2009 年 7 月 7 日成立，由關注殘疾人士及長者的團體

及家長自助組織所組成，以下是我們就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之意見： 

 

    有關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政府會從殘疾人士對資助康復及護理服務

的需求、資助康復及護理服務的供應、康復及護理服務的人手供應、資助及私營

殘疾人士院舍的角色和科技應用對提供康復及護理服務的影響等方面詳細研究

殘疾人士各類康復及護理服務長遠規劃。 

 

智障人士老齡化問題 

    香港有關特別就智障人士老齡化的統計、數據資料及研究均十分有限。根據

2013 年的調查，香港有 58 萬殘疾人士，佔總人口 8.1%，比 2007 年多了約六成。

政府預測 65 歲或以上人口將由 2016 年的 116 萬（17%）急升至 2026 年的 182

萬（25%）。在殘疾人士院舍方面，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的平均輪候時間由 2015/16

年度的 126 個月升至 2017/18 年度的 178 個月，同期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的輪

候時間更由 20.4 個月急增至 168 個月，反映政府對殘疾人士和智障人士等方面

的長期照顧投入明顯不足。聯席促請政府應盡早就智障人士老齡化問題作周詳研

究、制定短期措施和長遠政策，回應及解決智障人士老化帶來的相關問題。 

 

院舍人手供應不足問題 

聯席明白資助院舍及私營院舍同樣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而前線工作人員如

護理員和起居照顧員的流失率亦長期處於高水平，院舍需要經常聘請替假員工、

兼職員工或安排現職員工分擔工作以應付需要。替假員工和兼職員工一般都對服

務流程較不熟悉，因此長期依賴這類員工，既影響了提供服務的穩定性，亦使工

傷、投訴和院友意外的風險增加。為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資助及私營院舍往

往花費高昂費用購買服務，服務質素卻又未見改善，更打擊現職員工的士氣，對

院舍的運作及管理都帶來負面影響；而更嚴重的是，院友的照顧和生活質素卻在

這問題下嚴重受影響。院舍是「對人」的服務，投入院舍照顧行業的人必須是有

心有力，對弱勢社群抱持一份同理心。過去院舍的意外或虐待事件頻頻發生，正

顯示出現時經營或從事院舍服務的人未能為院友提供適切的照顧，這亦反映出香

港院舍照顧服務出現極大的制度性問題，當中，私營院舍的質素尤其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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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必須要立即糾正這個院舍制度，承擔政府的角色。 

 

殘疾人士照顧者的支援服務 

    我們一年 365 日都要照顧身邊的年老或殘疾的家人，沒有「員工假期」，更

需要花無比的心力和時間，以致很多時精神狀况不佳。我們很常感到很大壓力，

經常感焦慮，也會出現失眠和抑鬱徵狀。近年來，發生了不少照顧者自殺或傷害

家人的倫常慘劇。很多時候悲劇的發生，不是照顧者不再愛護家人，而是身體狀

況真的不許可，有時已經做到身心疲累，壓力爆煲，看不到前路。有些家長因院

舍人手嚴重不足，更要到院舍自行協助處理自己家人和其他院友的起居飲食。現

在政府對照顧者的支援不足，政府於 2014 年及 2016 年先後推出照顧長者及殘疾

人士的生活津貼，但兩項津貼的審查嚴格，受眾又不多，對支援照顧者又有多少

成效呢？ 

 

政府應大力發展小型家舍 

    現時「去院舍化」已成為趨勢，講求社區共融，政府應考慮建立更多小型家

舍。聯席建議利用長期空置的公屋單位轉為小型家舍，小型家舍必需容許自主生

活、小型、以「家庭式」運作，並能融入社區，從而提升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及

社會共融。政府亦可適度放寬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對小型院舍的規管，如消防、屋

宇設備等規定，有助小型家舍在近市區位置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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