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進展意見書》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簡稱「關顧聯」)是由十多個長者和殘疾人士團體、民間團體
和前線社工組織所組成，一直關注家居照顧服務的現況及問題。政府本應提供更多的社區

照顧服務，但最後卻選擇把照顧服務外判。所以民間一直指責政府將資源投放於私人市場

及外判式的照顧服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從現時可見，問題煩繞著長者、照顧者及服務機

構。社署經常指：「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在現實卻是「居家安老為市場服

務為本，院舍照顧求助無援」。並社區照顧推向市場化一事上，政府錯足了7年！ 

「錢跟人走」的模式無法為長者提供真正的選擇

在現時的服務而言，長者本應可以透過恆常的資助服務申請社區照顧服務，由鄰近地區提

供服務，這種服務模式，既踏實又人性化。然而，現時的資源錯配，面對服務需求日增，

政府卻鼓勵長者使用「錢跟人走」的模式去使用服務。在多元，繁複的服務營運模式底下

，看似有選擇的服務，老人家根本未有知識或能力作出選擇，亦沒有服務讓長者選擇。現

時社區照顧劵的服務提供選擇，每一區多達數十間，但此並不代表老人家使用服務時是有

數十個選擇，一般來說，因為有名氣的服務機構長期滿額，長者需不停致電才可勉強先找

到選擇。

當長者幸運地找到一間未滿額的服務機構，才發現問題種種。或是中心距離甚遠，機構車

位有限，向長者表示服務要等待安排；部分服務亦因人手或地區地域性問題，未到如單張

所言到戶上門，或者要將服務加錢升級，才可到戶支援。服務就受地域限制。陪診服務、

到戶服務，甚至到日間中心也未能夠提供，或者只能夠提供部分。單張、服務宣傳寫上的

多方位，全面服務支援，對長者而言，只是一個服務不足，濫竽充數的服務提供。

服務提供者數量有限　偏遠地區的長者難以得到支援

為何會出現上述情況呢？其實，在社區照顧服務上，長者需要根據不同地區及服務類別。

然而，市場以一買一賣進行服務提供，自然地，服務提供者亦可選擇一些人流較多的地點

以提供服務。社區券的供應情況各有不同，如偏遠地區的元朗及北區各只有5 間服務提供
者，離島更只有1 間。同時，北區及深水埗並沒有認知障礙症服務。礙於各地區服務供應
不同，而服務就受地域限制，長者即使有券，亦未必找到服務提供者，更未必有合適選

擇。在此情況下，長者的需要可去可從？難道住在偏遠地區的長者就不需要服務嗎？

土地人手容量有限 服務量已達至瓶頸

上述服務情況並非想指責服務提供者，事實上服務提供者營運艱難，不少機構在服務提供

上亦已盡全力，惟土地人手容量有限，可提供的服務量已達至瓶頸位。服務推行了六年，

有見政府積極地都落力增加服務提供的數量，同時不少機構都盡力將其可使用土地、人手

及資源給予發展社區照顧券服務，唯容量有限。特別香港寸金尺土、專業護理服務的人手

行業又面臨短缺、社區的廚房所提供的飯餐可謂買少見少。這些皆令原本可提供的服務彈

性受限制，局限了可提供的醫護上門的時數或服務套餐、又或限制了運動或送飯的次數

等。所以才會出現如上述所言，長者即使對服務券有其期望或要求，例如想全數使用於家

居服務，機構亦未能提供。由此可見，服務券正正面臨恆常服務亦面對的問題：欠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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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手資源。如政府無視現時整體資源不足的根本問題，只依賴加券盼望市場機構制能解

決輪候，所在是自欺欺人。事實上，無論是市場又或是恆常社福服務，需要的安老服務資

源也類同，因此社區券不但未能為安老服務資源增加額外容量，更會現有恆常服務爭奪資

源。不少服務機構在發展社區照顧券的服務時，會使用到現有的安老服務人手或空間，如

廚房﹑辦公室或活動室等，令機構內部資源出現拉扯。在欠缺人手及土地規劃下不斷增加服

務單位或服務劵的數量，非但會令人手或土地更加緊張，更會影響恆常服務的質素。 

市場化照顧服務　發展走向以營運優先而非個案優先 

與此同時，政府將服務推向市場，服務提供者需要以個案數量決定機構的生死存亡，亦需

計算好服務成本，當中包括土地運用及人手等。一盤生意的計算，涉及的不單單再是服務

的需要，更是服務成本與利益。社會服務亦會因而變質。服務經營者的經營模式，是以接

收個案的數量以及其使用面值為優先，而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再也不是最優先考慮的部分。

當長者的需要與服務成本有所衝突，為了機構可生存，長者的需要自然放於次位，甚至更

後，成本及利益優先於一切。無可厚非，這自然會削弱服務質素。 

無使用服務劵的長者，仍然繼續輪候及使用傳統服務 

現時獲發社區照顧劵的人數中，只有約4成人正在使用。餘下的六成人怎麼辦？可想而之
，這些長者寧願繼續使用已申請的恆常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或者繼續輪候。最後，政府名義

上是推出了不同的社區照顧服務，甚至以「錢跟人走」及「服務彈性」為賣點，但實際上

，這數千張照顧劵根本不能滿足長者的需要。服務劵聲稱提供的彈性，長者從來無受惠之

餘，更要面對退出傳統服務後，加入了一個四不像的照顧服務，更無後退之路。 

建議 

因此，本聯盟極力要求政府，切勿再用錯誤的思維及資源去安排服務，既然政府經常指有

足夠的資源，何不踏踏實實做好服務呢！本聯盟有以下五點建議： 

1. 政府應增加恆常的津助社區照顧服務資源，包括增撥資源投放及服務名額於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及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2. 檢討現有恆常服務的問題，改善恆常服務的服務提供模式，如擴展恆常家居照顧及日間
照顧服務能同時使用； 

3. 就不同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情況及實際需要制定短、中、長期目標，協助培訓及增聘照
顧人手、物色用地，以解決輪候問題； 

4. 就現時安老服務市場化帶來的問題，政府應立即展開公眾諮詢並進行檢討，在未檢討之
前不應再增加券或試驗計劃的名額； 

5. 最後，本聯盟強烈反對以經濟審查作為衡量長期護理服務資格的條件，政府應取消現有
長期護理服務中的共同付款機制，以免阻礙有需要人士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