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事務委員會  

第八十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十時正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地下2號會議室  

 

 

出席人士：  

 

主席  

陳章明教授，SBS， JP 

 

副主席  

林正財醫生，BBS， JP 

 

委員  

陳漢威醫生， JP 

陳呂令意女士  

陳曼琪女士，MH， JP 

陳文宜女士  

鄭錦鐘博士，BBS，MH， JP 

張滿華博士  

李子芬教授  

馬清鏗先生，BBS， JP 

馬錦華先生， JP 

謝偉鴻先生  

董秀英醫生，MH 

黃㠶風先生，MH 

黃黃瑜心女士  

邱浩波先生，SBS，MH， JP 

譚贛蘭女士，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袁銘輝先生， JP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葉文娟女士， JP 社會福利署署長  

吳樹中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李敏碧醫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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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潔芝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基層及社區醫

療服務 ) 

 

列席人士：  

陳羿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陳吳婷婷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謝凌駿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張織雯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朱詠賢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陳正年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  

勞頌雯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杜奕霆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黃君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朱志豪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李雁秋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何詠華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議程第 3 項  

李令翔先生， JP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總裁  

陳達強先生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 (業

務運作 ) 

 

議程第 4 項  

張亮先生  香港賽馬會執行總監 (慈善及社區事務 ) 

陳載英女士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  

列浩然先生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  

黃偉傑先生  荃灣區議會議員  

 

因事缺席人士：  

莊明蓮博士，MH 

 

秘書  

張麗珠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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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章明教授歡迎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委員當討論事項涉及潛在的利益衝突時，應申報

有關利益。  

 

 

議程第 1 項：通過第 83 次會議記錄  

 

3. 由於各委員對秘書處於 2015 年 7 月 8 日發出的會議記錄

中文版初稿 (修訂版 )及英文版初稿並無任何修訂建議，該份會議

記錄獲通過。  

 

 

議程第 2 項：續議事項  

 

4. 第 83 次會議記錄並無續議事項。  

 

 

議程第 3 項：安老按揭計劃  

 

5.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下稱 “按揭證券公司 ”)總裁李令

翔先生利用投影片及影片向委員簡介安老按揭計劃 (下稱“計

劃” )的最新進展。李先生表示，自計劃於 2011 年 7 月推出以來，

累計申請宗數為 895 宗，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單人申請，其餘百

分之三十五則是雙人申請，借款人的平均年齡為 69 歲，物業的

平均估值為 480 萬港元，物業平均樓齡為 30 年，而每月平均年

金為 14 400 港元。  

 

6. 李先生續表示，計劃於 2015 年 3 月 12 日推出多項優化措

施，以提高每月年金及一筆過貸款金額，以及提升退休財務安排

的靈活性，包括：（一）抵押物業毋須作為借款人的主要居所，

只須自用便可。借款人若入住安老院舍，家屬仍可於抵押物業內

居住。除非獲得銀行書面同意，借款人不可將抵押物業出租。然

而，一旦借款人須入住安老院舍接受護理／治療，其抵押物業則

可獲得豁免用作出租，此安排大大增加借款人的靈活性；（二）

借款人可利用多於一個物業作抵押品。所有物業合計的物業估值

總額，將用作釐定安老按揭貸款的指定物業價值上限；（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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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借款人數目由過往的二人調升至三人；以及（四）借款人可將

個人壽險保單轉予銀行，作為額外抵押品。借款人可申請一筆過

貸款，用作清繳讓保單保費／或償還保單貸款。而合資格的壽險

保單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由借款人作為持有人及受保人；  

 由獲認可於香港經營人壽保險業務的公司所發出；  

 以港元或美元作為計算單位；  

 已累積退休現金價值，並在餘下的年期內不會減少；  

 已完全清繳保費；  

 不涉及任何投資成分；  

 可轉讓，及沒有更改受益人的限制。  

 

用作轉讓的壽險保單數目不設上限，但申請時的退保現金價值總

額不可超過安老按揭的指定物業價值。此安排亦只適用於不超過

兩名借款人的申請，以一名借款人個案為例，保單受益人必須為

本人或其繼承人，而兩名借款人的個案的保單受益人必須為另一

名借款人。  

 

7. 在巿場推廣方面，李先生表示按揭證券公司一直積極透過

不同途徑 (包括網上社交媒體、傳媒訪問、參展博覽會、廣告、講

座以及印製小冊子和資料冊等 )宣傳計劃。而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

調查結果，巿民普遍認識安老按揭，惟大部份人對產品的另一個

名稱─「逆按揭」印象較深，不少人士更誤解一旦申請「逆按揭」，

其物業便須轉讓予按揭證券公司，因此按揭證券公司過去數年一

直努力糾正有關觀念。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人一般習慣把資產，

包括物業，傳承予下一代，此觀念亦阻礙了計劃的推行。為此，

按揭證券公司最近拍攝了微電影，藉此增加公眾對安老按揭的了

解，如申請人可依靠個人物業養老，減輕子女供養他們的負擔等。

目前該影片的瀏覽人次已達 20 萬。  

 

8. 主席及委員在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建議、意見及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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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認為計劃有助長者於社區「居家安老」，因長者可透過抵

押物業獲得貸款，用作支付日常生活費及聘請外傭照顧起

居，直至身體情況轉差才入住安老院舍。  

(b) 建議按揭證券公司和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合作，把

計劃與房協的「雋逸生活」長者房屋項目結合，讓中產長

者可透過申請安老按揭抵押物業套現，用作租住「雋逸生

活」的長者單位居住，同時將抵押物業出租，以支付日常

開支。  

(c) 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借款人領取的年金的購買力將隨時

間而減少，未必足以支付借款人的日常開支。在此情況下，

有何解決方法？  

(d) 若抵押物業尚有少量按揭貸款未繳清，而借款人因退休或

需接受治療等原因而希望申請安老按揭，按揭證券公司會

否提供一筆過貨款，讓借款人繳清原有的按揭貸款？  

(e) 計劃會否接受以未補地價的居屋作為抵押物業？  

(f) 欣悉按揭證券公司於今年 9 月推出新產品，貸款予年長的

居屋業主補地價，而業主於繳付補價後，可更靈活地運用

單位，包括在公開市場上自由出租或出售單位。未知居屋

業主申請貨款補地價後，能否以同一居屋單位申請安老按

揭？  

(g) 建議按揭證券公司研究優化計劃，容許借款人以未補地價

的居屋作為抵押物業，如考慮以居屋未補地價前的估值計

算年金金額等，並與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溝通，令

更多長者可受惠於計劃。  

(h) 目前計劃的貸款拖欠率為何？  

(i) 在傳宗接代的觀念下，不少長者都希望將物業傳承予下一

代，按揭證券公司應加強公眾教育工作，以增加社會大眾

對計劃的認識，消除他們對安老按揭的誤解。此外，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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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按揭證券公司以單身或無子女的長者為計劃的主要推

廣對象。  

(j) 認為按揭證券公司進行宣傳時，應強調其為政府全資擁有

的商業營運機構，以增加公眾對其產品的信心。  

(k) 建議本委員會為按揭證券公司提供協助，向長者解釋安老

按揭計劃的特色及優點，以消除長者及其家人對計劃的錯

誤觀念。  

(l) 建議按揭證券公司與投資者教育中心合作，加強公眾 (特

別是長者 )對安老按揭等理財產品的認識。  

9. 李先生對委員的建議及意見回應如下：  

 

(a) 按揭證券公司已就結合計劃與房協的「雋逸生活」長者房

屋項目的可能性進行磋商，認為把兩者結合的問題不大。  

(b) 認同計劃對單身或無子女的長者較為吸引。然而有借款人

表示，參與計劃是為了減輕子女供養他們的負擔，讓子女

可追求個人理想。此外，亦有借款人表示抵押物業，是希

望子女在繼承物業前，須透過償還貸款來承擔部份責任。  

(c) 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經驗，有退休人士 (尤是財經界 )利用

安老按揭這項理財產品，達到不同的財政目的，包括遺產

及財富管理等。  

(d) 在計劃下，借款人取得貸款後仍可繼續居住在原有物業，

直至百年歸老，毋須繳付租金，因此居住方面不會受通脹

影響。若樓價上升，借款人亦可申請物業再按，藉物業升

值而收取較高的年金金額。  

(e) 按揭證券公司一直有於宣傳品中表明其為一所由政府全

資擁有的商業機構，並以此為其中一個宣傳重點。  

(f) 借款人可透過計劃領取一筆過貸款金額，以用作繳清抵押

物業的銀行按揭貸款，但借款人收取的年金金額將會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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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除了償還銀行的按揭貸款，按揭證券公司亦容許借

款人於指定情況申請一筆過貸款，包括支付物業的主要維

修和保養開支，以及支付醫療開支。  

(g) 計劃目前只接受借款人用已補地價的居屋物業作抵押。至

於未補地價的居屋，業主在未繳付補價前，在沒有房委會

的同意下，不能以其居屋單位作抵押參與計劃。  

(h) 考慮到業主向按揭證券公司貸款補價後，再用同一物業申

請安老按揭計劃，須分別就兩筆貸款繳付保費，而且運用

安老按揭的一筆過貸款來清還補價貸款之後，所獲的年金

金額會非常少，因此一般並不建議借款人貸款為其居屋補

地價，再以同一居屋單位作為安老按揭的抵押物業。  

(i) 由於計劃的借款人毋須還款，因此並無拖欠率的紀錄。  

10. 主席總結表示，本委員會一直十分支持計劃，如有需要，

本委員會亦樂意為計劃的宣傳工作提供協助。  

 

 

議程第 4 項：長者友善社區  

 

11. 主席感謝香港賽馬會 (下稱 “賽馬會 ”)執行總監 (慈善及社

區事務 )張亮先生、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陳載英女士、賽馬會

慈善事務經理列浩然先生及荃灣區議會議員黃偉傑先生出席會

議，分別就賽馬會「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的工作及

荃灣區「長者友善社區計劃」進行簡介。主席申報他亦有參與荃

灣區長者友善社區計劃。委員陳文宜女士申報她是世界衛生組織

(下稱 “世衛 ”)長者友善社區顧問委員會成員。  

 

12. 張先生以投影片簡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下稱 “基金 ”)

就「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的工作。張先生表示，基

金在未來三至五年將策略性地推動三大範疇，即協助建構香港成

為長者友善城市、激發青年力量促進社會創新及支持體育項目以

帶動正面價值及希望。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到 2040 年香港每

三個人中便有一名長者。多項研究結果顯示，早期的健康生活模

式有助延長晚年的健康及活躍年期，而澳洲一個研究更指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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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身心俱健的女性，晚年時可獨立生活的年期比不健康的女性可

多出 14 年。現時針對長者服務的公共資源主要投放在身體機能

較差或經濟情況較遜的長者身上。基金在未來的工作重點，則會

較 著 重 於 協 助 長 者 盡 量 維 持 身 心 健 康 [ 即 保 持 在 殘 障 界限

(disability threshold)以上的水平 ]，以助長者在晚年維持良好的自

理能力。就此，基金已將「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納

入未來三至五年的策略性發展方向，透過（一）推廣運動、注意

營養及預防保健，（二）鼓勵就業及參與志願服務，（三）積極建

立社交網絡及推動跨代和諧，以及（四）注重心理和情緒健康四

方面，協助長者活得更健康及有更豐盛的生活。  

 

13. 張先生指出，基金就「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

的工作主要包括三部份─長者生活關注指數、全面的地區支援計

劃及公眾教育。在地區支援計劃方面，基金將於為期三年的首階

段內，與四所大學合作於八個地區推行長者友善的相關工作，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 (沙田區及大埔區 )、香港大學 (中西區及灣仔區 )、

香港理工大學 (觀塘區及九龍城區 )及嶺南大學 (離島區及荃灣區 )

基金會先評估各區的長者友善情況，尋找可加強的範圍，同時舉

行焦點小組進行討論及為各持份者提供培訓。各大學成立的專業

支援小組會因應評估結果，並以區議會為基礎點，協助各區訂立

為期三年的行動計劃，並定時檢視計劃的進度及成效，適時提供

意見，並從各區的試行計劃中尋找共同性，作為未來發展地區性

長者友善計劃及進行公眾教育工作的參考。基金每年會向每個地

區提供 50 萬港元的資助，以支援上述工作。另一方面，張先生

表示基金最近撥款支持一項有關善終照顧計劃，希望透過與非政

府機構及公共醫院的合作，在社區試驗六種不同的善終照顧模式

為院舍員工、醫護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等進行有關善終照顧的能力

建立並推行公眾教育工作等。  

 

14. 黃先生接著以投影片簡介「荃灣區長者友善社區計劃」。

「荃灣區長者友善社區計劃」於 2013 年正式展開，計劃由荃灣

區議會主導，除獲得仁濟醫院、圓玄學院及區內多個長者服務機

構的支持，荃灣民政事務處、社會福利署（下稱 “社署＂）荃灣

及葵青區福利辦事處和房屋署等多個政府部門亦對計劃表示支

持，而申請過程中亦得到本委員會主席和嶺南大學提供協助，以

及基金的撥款資助。按世衛所訂的指引，荃灣區議會採用了「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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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推動方法，招募及訓練區內 48 名長者成為社區大使，

並與相關的政府部門、長者服務機構和團體，以及學術機構等合

作。長者社區大使透過學習及親身參與，根據世衛的《全球老年

友好城市建設指南》中的八項指標在區內進行實地考察，檢視區

內的長者友善設施及措施，找出不足之處並提出改善建議。再把

考察所得的結論及建議綜合成報告遞交予世衛，申請加入「全球

長者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下稱 “長者友善網絡 ”)。於本年 2 月，

荃灣區已成功加入長者友善網絡。荃灣區議會轄下的社會服務及

社區宣傳委員會於本年 7 月成立「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未

來會透過區議會、非政府組織、政府部門及商界的共同參與，繼

續推動「荃灣區長者友善社區計劃」的工作，並不斷改善荃灣區

長者友善設施及服務。工作小組亦會鼓勵更多長者共同參與計劃，

並於可行的情況下盡量確保不少於四分之一的成員為長者；同時

每年舉辦工作坊，讓區內長者和參與機構等檢討成果。荃灣區議

會亦會於為期三年的計劃完結時，向世衛提交報告，申請繼續參

與長者友善網絡。  

 

15. 主席及委員在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建議、意見及提問：  

 

(a) 感謝賽馬會積極參與「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

的工作，認為計劃可為本港各區推動長者友善的工作 (包

括區內各持份者的合作模式 )，提供十分重要的參考。  

(b) 認為各長者服務機構的前線員工為地區推動長者友善

的工作付出相當多的貢獻，值得予以嘉許及肯定。  

(c) 基金會否因應各區不同的情況而調整地區支援計劃的

撥款金額？  

(d) 建議賽馬會進行「協助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的

工作時，應就與長者健康或精神健康相關的項目，與醫

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保持聯繫。以長者防跌的推廣

工作為例，可了解醫管局是否擁有長者跌倒個案的相關

統計資料，有助長者防跌的教育工作。  

(e) 認同預防保健是十分重要的課題。賽馬會在推行有關預

防保健的活動時，可留意衞生署的基層醫療統籌處已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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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長者預防保健服務的框架。希望不同界別包括衞

生署、醫管局、社署及賽馬會等在未來可加強合作和溝

通，為來自不同階層的長者達致健康耆年提供意見。  

(f) 認為有關長者生活關注指數的評估，有助社會各界了解

香港長者的生活質素及認識不同國家就提升長者生活

質素所作出的措施。  

(g) 由於長者生活關注指數是一個社會發展指標，未必適合

用作評估地區支援計劃的成效。  

(h) 世衛已深化《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設指南》的內容，並

就推動長者友善城巿及社區工作制定新的成效指標，希

望有關成效指標能獲各地區採用。  

(i) 賽馬會在簡介中提及香港的義務工作參與情況並不理

想，未知有關調查於何時進行？香港巿民在過去幾年參

與義務工作的情況有否改善？  

(j) 區議會選舉在即，建議新一屆區議會就任後，各區每年

於預算中撥款 50 萬支持推動長者友善的相關工作。  

(k) 社署會否為地區申請加入世衛的長者友善網絡給予支

持，包括提供由各區福利專員撰寫的支持信函？  

(l) 據業界了解，不少地區如黃大仙區和元朗區在推動長者

友善方面已有一定的經驗，並希望荃灣區議會可與其他

有興趣申請加入長者友善網絡的地區分享經驗。  

(m) 食物及衞生局 (下稱 “食衞局 ”)正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

一項有關長者醫療服務的研究，建議賽馬會推展其資助

的善終照顧及生命教育項目時，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顧

問團隊聯繫，以檢視兩者可銜接的地方，發揮協同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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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早於十年前，社會已展開有關善終照顧的討論，惟時至

今日，長者若要在家中或安老院舍善終，仍面對不少政

策，甚至法律上的問題。例如有參與「晚晴照顧計劃」

的末期病患者，選擇在安老院療養至死前一刻才送到醫

院急症室，由醫生證實死亡，期間放棄任何急救，但救

護員接報後仍為其施行心肺復甦術。希望透過賽馬會是

次的善終照顧計劃，能增加政府部門、業界及其他持份

者的交流，並能就善終照顧的相關政策配合問題取得進

展。  

16. 張先生、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陳載英女士及黃先生對

委員的建議及意見回應如下：  

 

(a) 基金會資助參與地區進行長者友善評估工作，並根據評

估結果制定一個為期三年的行動計劃，亦會提供每區每

年 50 萬撥款，協助推行部份行動計劃內的項目。基金

會與地區持份者，包括區議會、非政府組織及長者等進

行討論及溝通，以決定各相關措施的推行優次。與此同

時，基金亦會嘗試於各區的試驗計劃中尋找出各地區於

推行長者友善工作的共同點，以便推行跨地區性的公眾

教育活動。基金將按照實際需要，為跨地區性的長者友

善計劃或活動提供新的或額外的撥款。  

(b) 簡介中提及的義務工作時數調查於 2014 年進行。據悉

每年經義務工作發展局配對的義務工作時數為 40 萬小

時，而根據社署的統計資料，香港每年的義務工作時數

約為 2 000 萬個小時，在世界上的排名偏低。  

(c) 賽馬會為參與長者友善支援計劃的地區進行成效評估

時，將會採用世衛新制定的成效指標。  

(d) 賽馬會已就其資助的善終照顧計劃，與不同界別和持份

者，包括食衞局所委託的香港中文大學顧問團隊進行溝

通。  



第 12 頁  
 

(e) 是次賽馬會資助的善終照顧計劃，目的並不是要得出一

個全面解決方案為目標，而是希望透過此項目，再次引

起社會對善終照顧的關注和討論，同時試行不同的善終

照顧服務模式，以供業界參考。今次的項目亦是地區性

的計劃，透過在各區成立不同形式的支援小組，為區內

安老院舍或個別在社區生活的長者提供善終照顧的支

援，並尋求與醫管局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的合作，同時提

供能力建立訓練，並希望透過公眾教育工作，提升社會

對善終照顧的關注及認識。  

 

17. 社署署長葉文娟女士表示，社署一直支持推動長者友善社

區的工作，並認為現在「由下而上」的模式十分有效，若區議會

要求社署福利專員為其加入長者友善網絡的申請提供支持信函，

社署將盡力配合。事實上，為更善用資源推動長者積極樂頤年，

政府已計劃將社署的「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以及由勞工及福利

局和本委員會合辦的「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劃」 (下稱 “「左鄰

右里計劃」 ”)合併。兩項計劃合併後其中一個工作重點是鼓勵長

者參與建立長者友善社區。另一方面，根據社署的統計資料，現

時本港平均每六個人中便有一人登記參與義務工作。  

 

18. 主席感謝賽馬會及荃灣區議會就推動長者友善社區所付

出的努力和貢獻，他希望今後賽馬會及荃灣區議會能繼續與本委

員會保持緊密聯繫和溝通，共同建構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巿。  

 

 

議程第 5 項：各工作小組及專責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匯報  

 

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工作小組  

 

19. 身兼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工作小組主席的副主席林正財醫

生表示，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工作小組於本年 6 月 2 日舉行會議，

社署於會議上分別簡述了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第一階

段的中期檢討報告的結果，以及匯報大埔劍橋護老院事件的最新

進展。工作小組於會上同意顧問團隊應就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部份設計特點 (如確保參與計劃的安老院舍服務水平

的措施及監管安排等 )作進一步闡釋。因此，工作小組呈交最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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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予本委員會的時間將會延遲。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  

 

20. 身兼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的主席表示，安老服務計

劃方案工作小組已於本年 3 月 30 日舉行會議。港大顧問團隊於

會上向委員簡述「訂定範疇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並呈交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研究範疇建議及訂定範疇階段的報告，以供

工作小組考慮。此外，工作小組亦於會上討論及通過港大顧問團

隊就「制訂建議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所提出的工作計劃，而有

關工作計劃已於本年 6 月正式展開。  

 

21. 另一方面，主席表示在「制訂建議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

上，有持份者要求公開「訂定範疇階段」報告。該報告為「訂定

範疇階段」工作的總結，除列出「訂定範疇階段」中所收集的意

見，亦闡述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涵蓋的範疇和討論課題。考慮到報

告內容可以公開，委員同意把有關報告上載至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的網頁供公眾參閱。報告的最後版本已包括工作小組於上述會議

的討論內容，並已於會議前傳閱予工作小組委員及本委員會委

員。  

 

積極樂頤年工作小組  

 

22. 身兼積極樂頤年工作小組主席的委員馬錦華先生表示，工

作小組於本年 6 月 24 日舉行會議，期間討論了合併「左鄰右里

計劃」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最新進展。在這方面，兩名工

作小組委員黃黃瑜心女士及謝偉鴻先生已獲社署署長委任加入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諮詢委員會，就「合併計劃」事宜提供意

見，並分享「左鄰右里計劃」的理念和運作經驗。此外，「長者

學苑暨左鄰右里計劃分享會」（下稱“分享會＂）已於本年 4 月

18 日舉行，共有 103 名分別來自 70 多間的長者學苑、學校及參

與「長者學苑計劃」和／或「左鄰右里計劃」的社福機構代表岀

席，秘書處已安排於分享會上向出席的學校／機構代表派發《成

立長者學苑流程指引》（下稱“《指引》＂）。待第二批《指引》

的印製工作於本年 7 月底完成後，秘書處會安排向全港長者學

苑、學校及長者中心等派發。鑑於「左鄰右里計劃」和「老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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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動計劃」將會合併，馬先生表示工作小組的工作已接近尾聲，

他感激各工作小組委員對推動積極樂頤年工作的貢獻。  

 

(會後補註 : 秘書處已於本年 8 月向全港長者學苑、學校及長者中

心等派發《指引》。 )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  

 

23. 本委員會秘書張麗珠女士表示，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

(下稱 “基金委員會 ”)第 6 次會議已於本年 5 月 6 日舉行。委員備

悉基金委員會轄下三個小組委員會，即投資小組委員會、評審撥

款申請小組委員會以及宣傳及發展小組委員會的最新工作進展。

基金委員會亦於會上通過「2014-15 年度工作報告」和「長者學

苑發展基金累計撥款開支及 2015-16 至 2018-19 年度的撥款預算」

兩份文件，並建議把「2014-15 年度工作報告」上載至長者學苑

網頁，以提升長者學苑發展基金的透明度。委員一致同意有關建

議。基金委員會下一次會議的日期待定。  

 

24. 在評審撥款申請方面，張女士表示，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2015-16 年度第一輪撥款一共收到 15 份申請。評審撥款申請小組

委員會將於本年 7 月 23 日召開會議評審該等申請，而有關建議

將於稍後傳閱予基金委員會考慮。  

 

 

議程第 6 項：其他事項  

 

致謝  

 

25. 主席表示，委員陳漢威醫生、鄭錦鐘博士、張滿華博士、

莊明蓮博士、馬清鏗先生、馬錦華先生及邱浩波先生的六年任期

將於本年 7 月 29 日屆滿，他感謝七名委員於任內為本委員會作

出的貢獻。  

 

 

會議結束時間  

 

26. 會議於下午 12 時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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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日期  

 

27.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5 年 9 月 23 日舉行。  

 

 

 

2015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