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部文件  

 

安老事務委員會  

第五十一次會議記錄  

 

 日期：二零零七年十月十七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 20 樓 2005 室  

 

 

出席者：  

 

主席  

梁智鴻醫生，GBS， JP 

 

副主席  

陳章明教授，BBS， JP 

 

委員  

林崇綏博士  

陳耀星先生，BBS， JP 

林正財醫生， JP 

胡令芳教授  

陳恒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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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育先生  

劉惠靈牧師，BBS， JP 

任燕珍醫生，BBS 

黃以謙醫生  

李淑儀女士， JP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余志穩先生， JP 社會福利署署長  

劉啟雄先生，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房屋署署長代表  

陳慧敏醫生， JP 衞生署署長代表  

戴兆群醫生  醫院管理局行政總裁代表  

 

列席者  :  

張建宗先生，GBS， JP 勞工及福利局局長  

鄧國威先生， JP 勞工及福利局常任秘書長  

廖敬良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理總經理  
議程第四項

盧陳美儀女士  房屋署總房屋事務經理  

張少馨女士  香港電台監製  

袁翠霞女士  香港電台監製  

陳偉棠先生  香港電台導演  

其他事項  

葉文娟女士， JP 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  

馮建業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吳馬金嫻女士  社會福利署助理署長 (安老服務 )  

沃郭麗心女士  社會福利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林嘉泰先生  社會福利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黎玉芳女士  社會福利署行政經理  

麥淑筠女士  社會福利署署理總社會工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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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麗芬女士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郭李夢儀女士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梁美華女士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張潤屏女士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任滿河先生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關淑儀女士  社會福利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吳秉琛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  

何振聯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  

劉蕾蕾女士  食物及衞生局高級科學研究主任  

陳雅思女士  勞工及福利局助理秘書長  

錢卓康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助理秘書長  

張頌詩女士  勞工及福利局助理秘書長  

莫廸珊女士  勞工及福利局總行政主任  

潘明素女士  勞工及福利局行政主任  

 

因事缺席者：  

黃耀明女士  

趙鳳琴教授  

馬陳鏗先生  

教育局局長  

 

秘書  

張岱楨先生  勞工及福利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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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首先歡迎勞工及福利局 (勞福局 )局長張建宗先生及

社會福利署 (社署 )署長 余志穩 先生參與安老事務委員會的會

議。他亦特別多謝前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在過去為

安老事務委員會作出的貢獻，並對李淑儀女士和鄧國威先生現在

分別以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和勞福局常任秘書長身份出席

委員會會議表示歡迎。  

 

2.  主席繼而邀請張建宗局長向委員會發言。張局長表示今

年的施政報告中對長者服務着墨甚多，而所提出的新措施中，亦

盡量吸納了安老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見。因此，無論是隱蔽長

者、護老者或是離院長者亦獲得全面的照顧。其中一項新措施，

是政府將會一筆過撥款二億元，在未來五年為貧困且缺乏家庭支

援的長者改善家居環境，預算有 4 萬名長者受惠於此計劃。此

外，政府亦會加強護老培訓；增加資助安老宿位的數目、提升部

份資助安老宿位的規格以提供療養照顧；以及增加為體弱長者而

設的資助日間照顧服務名額等，可見施政報告就安老服務方面提

出非常全面的措施。主席多謝張局長向委員會簡介施政報告有關

安老服務措施的重點。  

 

[張局長於此時離席。 ] 

 

3.  主席向委員匯報他與副主席和另外兩名委員在本年八月

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時，向政務司司長反映有關委員會提出希望

可實行的數項安老服務措施，包括一站式的長者離院服務，在地

區上提供護老培訓，加强支援獨居及隱蔽長者，檢討使用資助安

老服務的資格及向私營安老院舍買位的標準及要求，檢討高齡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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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金額及推動長者學習。  

 

議程第 1 項  :  通過第五十次會議記錄  

 

4. 由於並未有任何修訂建議提出，上次會議記錄獲得通過。 

 

議程第 2 項：續議事項  

 

5. 主席邀請勞福局副秘書長葉文娟女士在講述議程第三項

時就上次會議紀錄第三項有關為有困難照顧自己的長者提供離

開醫院後的支援服務向委員簡述進展。  

 

議程第 3 項：二零零七年至零八年施政報告 -簡報  

 

6. 勞福局副秘書長葉文娟女士以投影片形式向委員簡介二

零零七年至零八年施政報告中有關「老有所依」的理念，以及安

老服務的新措施和持續推行的措施。  

 

7.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李淑儀女士繼而向委員簡介長

者醫療券的詳情。她強調醫療券不會取代市民可以繼續向公營機

構尋求的醫療服務，反而是提供給長者可額外尋求私營醫療護理

服務的選擇。她表示政府希望藉這個為期三年的試驗計劃推廣基

層醫療服務，並鼓勵長者與家庭醫生建立持續的關係。醫療券將

以電子系統形式推出，食物及衞生局將在來年聯同衞生署及醫院

管理局 (醫管局 )，與不同的醫護界組織會面，商討落實這個試驗

計劃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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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員歡迎施政報告所提的各項安老服務措施，並提出下

列意見 /問題：  

 

 醫療券  

 

 (1) 長者可否在醫管局的診所使用醫療券。  

 

 (2) 醫療券可否用作資助長者購買私人醫療保險。  

 

 (3) 如何可防止私人執業醫生因醫療券的推行而相應地增加

診金。  

 

 (4) 希望醫療券所帶出的共同負擔費用，錢跟病人走的概

念，可鼓勵到家人共同承擔長期護理長者的責任。  

 

 (5) 有些不積極活躍的長者可能不知道醫療券的存在或不懂

得利用醫療券，可考慮從尋找隱蔽長者服務所建立的資

料庫及從醫療券登記名冊中直接找出有需要的長者，鼓

勵他們使用醫療券。  

 

 (6) 可考慮以電視短片形式推廣長者醫療券這個試驗計劃。  

 

  安老院舍的護理人員  

 

 (7) 由於現時安老院舍的護士及其他前線員工需照顧很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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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及嚴重病情的長者，因此他們需不斷進修及增值以

應付新的挑戰。可研究為在醫院和安老院舍工作的員工

安排實習交流，讓前者體會到在安老院舍照顧長者的挑

戰，同時讓後者認識到醫院在照顧長者的更嚴格要求。  

 

 (8) 面對人口高齡化，有需要檢討安老院舍各類護理人員的

角色分工以及人手比例，包括探討護士及保健員兩者的

分工，特別是透過加强保健員的培訓及資歷要求，讓他

們處理目前只能由護士處理的工作的可行性。  

 

9.  就醫療券的提問，李女士回覆如下：  

 

 (1) 醫療券用以資助長者獲得私營基層醫療服務，不適用於

醫管局的資助服務。長者如未能負擔醫管局的診所診

金，可申請豁免收費。  

 

 (2) 為了保障長者的利益及鼓勵他們與家庭醫生建立持續的

關係，因此，醫療券須直接用於為長者診病的醫生或醫

護人員，而不應用於醫療集團的行政費用上，令長者不

能直接得益。  

 

 (3) 由於醫療券的主要目的是鼓勵長者與家庭醫生建立持續

的關係，因此醫療券亦不能用作購買醫療保險。  

 

10. 主席邀請勞福局常任秘書長鄧國威先生向委員簡報政府

成立家庭議會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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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鄧國威先生表示民政事務局現正研究成立家庭議會的細

節，家庭議會將由政務司司長領導。民政事務局稍後將會與安老

事務委員會、婦女事務委員會和青年事務委員會商討將來的安

排。  

 

議程第 4 項：房屋署關於「加強以家庭為核心的長者支援網絡  
 公屋編配政策」簡介   
 

12. 房屋署物業管理總經理廖敬良先生以投影片向委員介紹

房屋委員會五項最新的優化公屋編配政策，以及公屋租戶調遷、

加戶、合戶等計劃的整體安排，以鼓勵年青家庭照顧年長父母，

加強在公屋以家庭為核心的長者支援網絡，並讓長者可以「居家

安老」。  

 

13. 就委員提出的問題 /意見，房屋署副署長劉啟雄先生回應

如下：：  

 

 (1) 新移民是否可以透過「天倫樂加戶」政策即時申請公屋，

而不受限於必須居港滿七年的要求。  

 

 一向以來，新移民來港後便可即時申請公屋，但其家庭

成員必須有半數在港居住滿七年或以上才可獲編配公

屋。但根據現行的加戶政策及新的「天倫樂加戶」政策，

祇要申請人通過經濟審查及住宅業權審查，便可即時加

入長者租戶的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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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這些新計劃下，申請人可有多少次選擇公屋的機會。  

 

 就這些新計劃下的調遷申請，在房屋資源許可的情况下

房委會會安排申請人調遷往一個最接近和合適的單位以

便老少两戶方便照顧。基於緊絀的房屋資源，房委會只

會作一次公屋調遷的安排。  

 

 (3) 可否為這些有長者的家庭編配或調遷公屋時，一併向他

們提供區內如長者地區中心、可使用醫療券的診所或其

他支援設施等資訊。  

 

 在新住戶辦理入伙手續時，屋邨辦事處職員均會向他們

提供一個入伙文件夾，內有資料便覽，詳載其家居附近

提供的服務。  

 

 (4) 如何可確保在「天倫樂加戶」政策及「天倫樂合戶」政

策下的申請人，確有與家中長者和諧相處的誠意。如將

來兩代相處出現問題，又將由誰來決定他們生活不和諧

而要分戶。  

 

 「天倫樂加戶」政策及「天倫樂合戶」政策的申請人必

須簽署承諾書，確保與家中長者和諧相處。然而，承諾

書只是起阻嚇作用，如果年青人與長者父母有糾紛，房

屋署會透過家訪及與社會福利署合作，進行調解或尋求

解決方法。如果最終仍然不能和諧共處，則年青家庭須

自行遷離公屋單位。房委會希望透過這些優化公屋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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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鼓勵年青人和長者互相扶持。  

 

 (5) 有獨居公屋的長者反映現時的公屋並非無障礙設計。此

外，長者亦認為屋邨內每層樓的公用空間不足，以及他

們對需牢記出入屋邨的密碼感到困難。  

 

 房署會落實在新落成的公共屋邨採用無障礙設計。此外

室內亦會採用通用設計，務求適合長者居住的需要。  

 

14. 房署會應主席的要求在明年作出檢討，並向委員會匯報

這些優化公屋編配試驗計劃對長者的成效。  

 

15. 主席對劉先生在房屋問題上一直給予安老事務委員會的

支持表示謝意。  

 

議程第 5 項：對護老者的支援  

 

16. 勞福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馮建業先生向委員簡述兩項支援

護老者的推廣工作的進展，包括「護老者培訓試驗計劃」和在本

年十一月十八日「長者日」舉行的「向護老者致敬嘉許典禮」。

委員備悉內容。  

 

17. 委員認為在地區上舉辦護老培訓課程有助發展「護老」

服務，並建議局方就培訓課程的成效作出評估。馮先生表示所有

參與試驗計劃的十一個長者地區中心均需在十二個月後提交報

告，詳述其推行服務的情況、面對的挑戰以及心得。此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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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利署會安排座談會，讓參與試驗計劃的十一個長者地區中心與

其他長者地區中心分享經驗。  

 

18. 有委員期望「護老」服務可最終發展成為一項社會企業，

並表示得悉民政事務局已委託香港大學研究社會企業，建議局方

研究與民政事務局和香港大學合作，推展「護老」服務。勞福局

副秘書長葉文娟女士表示需看看民政事務局有何建議。  

 

其他事項  

 

19. 主席表示委員會轄下的「積極樂頤年工作小組」及「長

期護理服務模式工作小組」會在現任的兩位小組主席的領導下繼

續運作。委員會未來的工作重點將會是處理院舍問題。  

 

20. 主席邀請香港電台的工作人員向委員介紹香港電台、勞

福局和安老事務委員會聯合製作的電視節目「黃金歲月」的最新

一輯的情況，以及新的電視宣傳短片和收音機宣傳聲帶的製作。 

 

21. 香港電台電視部監製張少馨女士指出最新一輯的「黃金

歲月」已開始播放，今輯節目中除了會探討亞洲不同地區的長者

享受積極樂頤年的方式外，在十一月二十日當天播映的一集更會

介紹香港的護老者和長者學苑。一如以往數輯的電視節目，今輯

亦會配以中英文字幕在本地中文及英文電視台播出，亦會將剪輯

的精華片段在九巴Roadshow播放。助理處長 (電視 )張文新先生將

在稍後的新聞發佈會向新聞媒介介紹「黃金歲月」節目在過去總

共獲得 16 個獎項，而最新獲得的是芝加哥國際電影電視節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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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銀獎。  

 

22. 編導陳偉棠先生和監製袁翠霞女士分別介紹香港電台為

安老事務委員會準備的宣傳長者對香港所作出的貢獻的電視宣

傳短片和收音機宣傳聲帶的內容。  

 

23. 主席繼續邀請勞福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張岱楨先生向大會

報告推行「長者學苑」的進展。  

 

24. 張先生表示全港 32間長者學苑已完成向教育局註冊的程

序，並已相繼展開運作。這項計劃亦得到善長人翁的支持。工業

家蔣震先生捐款 20 萬元，以贊助長者學苑的運作，而從事珠寶

業的葉先生則捐款 5 萬元，支持聖公會的長者學苑。傳媒對長者

學苑均有正面的報導。工作小組將在二零零八年年底與各長者學

苑作出檢討，期望在積極樂頤年的理念下，長者學習得以持續發

展。工作小組屆時會向委員會滙報檢討的結果。  

 

下次開會日期  

 

25. 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六日 (星期四 )舉

行。  

 

散會時間  

26. 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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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七年十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