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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1 日 

資料文件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增加安老院舍宿位事宜小組委員會  

在非政府用地上發展安老院舍 

目的 

本文件簡述政府鼓勵私人發展商及非政府機構在非政府用地上

發展安老院舍的工作。 

多管齊下增加安老宿位  

2. 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福利服務設施，包括需求殷切的

安老宿位。政府2018年12月已應《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建議，把按

人口提供資助安老服務設施的規劃比率加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內，為未來的規劃工作訂立清晰的服務供應目標。

3. 為了達到資助安老服務的供應目標，政府的短期策略是向私營

及自負盈虧安老院購買服務，增加長者資助院舍服務名額。社會福利

署（社署）由 2019-20 年度起的五年期間，在「改善買位計劃」下增

購共 5 000 個甲一級宿位。此外，社署自 2022 年4月起把「長者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改為恆常措施，採用「錢跟人

走」的模式，為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而受

惠長者的數目也從2  000 人增加至 4 000 人。

4. 中長期而言，我們的策略是以政府項目為主導，增加安老宿

位。《2020年施政報告》宣佈會邀請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

考慮，在未來合適的公營房屋項目中，預留等同約5%總樓面面積的

處所，供政府作社福設施用途，其中包括安老院舍。此外，我們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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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發展項目中也已預留用地興建安老院舍。這些項目包括在「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地上發展的政府大樓及獨立的福利大樓、空置校舍的

改建和合適的賣地計劃項目用地 1等。整體來說，政府現時正推行的

安老院舍發展項目共54個，日後將陸續提供約10 000個安老宿位，其

中約6 200個為資助宿位，3 800個為非資助宿位。 

在非政府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  

5. 除了在政府項目中發展安老院舍，我們也鼓勵私人發展商或非

政府機構在其土地上或物業中提供安老院舍。為了鼓勵私人發展商在

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政府在2003年7月推出計劃，容許

發展商在進行契約修訂、換地及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時，在遵守特定契

約條款 2和得到社署支持的前提下，可獲豁免合資格院舍的地價。根

據計劃，發展商需要承擔興建安老院舍的費用，而院舍在落成後屬發

展商所有。只要有關物業是用作安老院用途，發展商可把物業整體出

租或出售，或自行或委托機構在物業內營辦安老院，收費可按市場情

況自行釐定。每個發展項目的安老院舍總樓面面積上限為5 400平方

米。計劃推出至今，地政總署接獲4宗換地申請，全部申請均獲得社

署支持。其中位於屯門的特建安老院舍項目更獲得豁免繳付地價，已

於2021年6月開始營運，提供約200個非資助安老宿位。

6. 此外，政府先後於2013年及2019年推出第一期及第二期的｢私

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劃」），鼓勵非政府機構

透過擴建、重建或新發展，善用其擁有的土地，提供或增加有殷切

需求的福利設施，包括增加安老宿位。截至2022年5月底，第一期

「特別計劃」 3的申請項目中，有6個已經完工、1個已進入建築階

段、 6個處於詳細設計階段，另有 20個則正在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在已完工的項目中有2個提供約220個新增安老宿位（包括約

70個資助及150個非資助宿位），而3個正處於建築／詳細設計階

段的項目則預期提供約1  710個新增安老宿位（包括約1  100個資助

及 610個非資助宿位），即合共將提供約1  930個新增安老宿位。

社署會按其餘項目的實際進度，支持申請機構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

1
 透過加入賣地條款要求發展商興建指定的政府福利設施。 

2
 條款包括必須作安老院舍用途，未經政府批准不可作其他用途；安老院舍只可以整體出租或出售。 

3
 至於第二期「特別計劃」下收到的25項目，社署正與申請機構商討，以落實項目的發展參數、

提供服務的種類及名額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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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展「特別計劃」下的建議項目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有關用

地的地點和周遭環境；公用設施和交通配套；地契條款訂明的規定、

分區計劃大綱圖對用途和發展密度訂明的限制；從地區諮詢收集所得

的意見；現有服務的分布概況，以及擬設服務的供求情況等。項目進

度也視乎申請機構會否修訂擬議的項目內容，或因需要更長時間擬備

項目的相關文件和向有關部門提供資料。為解決發展所涉的問題及加

快流程，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一直與地政總署、規劃署及屋宇署等相

關部門密切聯繫，就「特別計劃」下個別項目牽涉事宜，包括擬備技

術可行性研究以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取得規劃許可、契約修訂

等，為機構提供適切的協助和協調。此外，就個別項目而言，由於機

構須承擔項目中非福利設施部分的建築費用及營運開支，籌集資金需

時，對整體進度也有影響。

徵詢意見 

8. 請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22 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