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長者服務小組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進展意見書》

背景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下稱：社區照顧券）推行已久，惟券類服務有別於恆常社區照

顧服務，引入了共同付款機制，要求申請的家庭接受經濟審查，按其同住家人收入水

平釐定長者需要付費的級別。這種按家庭收入決定長者獲得服務資格的方式，無疑是

大大顛覆了過往按需要為長者提供長期護理服務的理念，更為長者﹑其家庭及服務機構

帶來了種種問題。因此，小組是次主要目的為帶出共同付款機制及經濟審查的問題，

建議政府認真審視。

一、經濟審查影響家庭關係 
根據政府文件，共同付款意思為按持券人的家庭入息情況，試驗計劃設有服務券面值 
5%至 40%不等的六級層遞式的安排。然而，家庭的財政狀並非公開透明，未必每個
家庭成員都知道其他家庭成員的收入或資產。同時，無論家人關係理想與否，互相尊

重私隱，長者亦未必特意去過問家人的經濟來源或財產。可是，社區照顧券以家庭每

月收入為單位，逼使長者向家人索取入息資料，引來不必要之家庭糾紛。更甚，每個

家庭關係不一，同住家人的收入不一定會用於照顧長者，反而他們亦有其他的支出需

要。對基層家庭而言，金錢往往捉襟見肘，亦為生活中不免因金錢而陷於紛爭，影響

家庭和睦。為了避免影響家庭關係，長者對共同付款機制避之則吉，最後未敢申請有

關服務，讓有需要的長者得不到合適的支援。

二、申請程序複雜 照顧者家人卻步
另外，共同付款程序繁複，長者及照顧者亦難以理解。於申請服務之際，長者及其同

住家人先要進行一系列的入息審查。然後，不同機構及不同性質的服務有不同服務套

餐及定價，收費計算方式複雜難明，長者和家屬都難以理解。即使之後把五個面額取

消，以服務上下限所計算，不同中心可提供的服務多元，但卻需要長者和照顧者游走

於不同服務機構查詢及協調服務，當中涉及不少資訊的處理及與專業人士的交涉。長

者因為身體及認知能力受損，未必有足夠知識及能力選擇合適服務；同樣，照顧者因

年老或工作繁忙，亦難以處理複雜的申請程序，往往都依賴著長者中心的同工協調，

惟他們個案量堆積如山。因此，現時欠缺獨立於服務外的個案經理協助下，不少長者

及照顧者在心力耗損下打退堂鼓。

三、共同付款提高收費 阻礙清貧長者申請服務
如上述所言，並非每個家庭的財政狀況都彼此透明，如同住家屬不願意接受經濟審查

，長者便需要支付最高級別(40%)的費用。然而，香港長者貧窮的問題嚴重，每三名
長者就有一名長者貧窮，長者貧窮率在政策介入仍高達30%以上，可想言之，他們如
何負擔每月以數千元計的費用。同時，部分長者在共同付款機制下較恆常服務需支付

較多金錢，或減少或拒絕使用有需要之服務。以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為例，

若申請現行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長者可先支付服務費用，之後再向社會保障

部申請補貼。然而在試驗計劃中，就算是綜援受助人仍需要支付5%費用。相對現行恆
常社區照顧服務或醫管局轄下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費用，費用可算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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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因此，我們建議以上問題都要由根源出發：不應以共同付款機制及經濟審查去衡量長

者的需要，這樣只會阻礙有需要的人士使用服務。政府應按身體缺損，而非經濟收入

而提供服務予有需要人士。進行住戶入息審查，只是造就不同標籤、不同家庭問題，

最終令有需要人士未能得到適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