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事务委员会  
第八十一次会议记录  

 
日期：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地下6号会议室  

 
 
出席人士：  
 
主席   
陈章明教授，BBS， JP 
 
副主席  
林正财医生，BBS， JP 
 
委员  
陈汉威医生， JP 
陈吕令意女士  
张满华博士  
庄明莲博士，MH 
冯玉娟教授，BBS 
马清铿先生，BBS， JP 
马锦华先生， JP 
谢伟鸿先生  
董秀英医生  
黄㠶风先生，MH 
黄黄瑜心女士  
邱浩波先生，SBS，MH， JP 
谭赣兰女士， JP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袁铭辉先生， JP 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 (卫生 ) 
叶文娟女士， JP  社会福利署署长  
徐金龙先生   房屋署物业管理总经理  
李敏碧医生   卫生署助理署长  
戴兆群医生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 (小区及基层健

康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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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士：  
陈羿先生， JP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陈吴婷婷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谢凌骏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李婉华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  
张织雯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谢树涛先生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叶巧瑜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吴丽裳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朱咏贤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潘巧玉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余小雁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吕少英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陈碧玲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缪洁芝医生  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 (老人及小区

服务 ) 
杜奕霆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黄君仪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曾菂怡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区鳯仪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何咏华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因事缺席人士：  
陈曼琪女士，MH 
陈文宜女士  
郑锦钟博士，BBS，MH， JP 
张丽珠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秘书  
张丽珠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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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陈章明教授欢迎各委员出席是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委员当讨论事项涉及潜在的利益冲突时，应申报

有关利益。  
 
 
议程第 1 项：通过第八十次会议记录  

 
3. 秘书处分别于本年 9 月 8 日及 9 月 19 日发出会议记录中

文版及英文版初稿。由于各委员并无任何修订建议，该份会议

记录获通过。  
 
 
议程第 2 项：续议事项  

 
第八十次会议记录第 5-15 段  

 
4. 有关本委员会筹划安老服务计划方案以及探讨引入长者

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 (下称 “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 ”)可行性的工

作进度，将于议程第 4 项中汇报。  
 
 
议程第 3 项：2015-16 年度安老服务福利的建议及优次  
(讨论文件 EC/D/02-14 号 ) 

 
5. 主席表示，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 (下称 “社咨会 ”)于 2011
年 7 月向劳工及福利局 (下称 “劳福局 ”)提交的《香港社会福利长

远规划》报告书中，建议当局每年定期在地区层面、中央层面

及各咨询委员会 (包括本委员会 )就未来的福利发展及服务进行

咨询及规划。因此，社会福利署 (下称 “社署 ”)每年都会透过地区

福利专员在地区搜集意见，而社福机构层面则由香港社会服务

联会 (下称 “社联 ”)协助整合各持份者对安老服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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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劳福局副秘书长陈羿先生表示，有关各社福机构及持份者

对 2015-16 年度安老服务及其优次的建议和意见，已载列于委员

会讨论文件 EC/D/02-14 号，上述文件于会前已发送予各委员参

阅。劳福局常任秘书长谭赣兰女士接续表示，希望委员能就

2015-16 年度的福利服务议题及建议发表意见，作为当局制订明

年《施政报告》参考之用。  
 

7. 主席及委员就讨论文件及安老服务事宜，提出了下列意見： 

家居照顾服务  

(a) 建议政府制定安老政策时，应以「居家安老」的服务及

措施为重点，尤其是家居照顾服务；此外，亦应鼓励安

老护理业界与持份者共同探讨如何透过结合家居照顾服

务及小区支持服务，为居家安老的长者提供更全面的护

理支持，同时让业界于服务提供上享有更大的弹性。  

(b) 不少护老者 (包括外佣 )缺乏照顾长者的技巧及训练，建议

应加强对护老者的支持服务，如设立护老者热线电话及

为护老者提供到户护理培训等。  

(c) 关爱基金在今年 6 月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

津贴试验计划，计划下设有不少规限，如申请者必须为

低收入家庭成员、不可同时领取综援或长者生活津贴等。

建议当局适时检讨计划成效，并因应检讨结果调整计划

内容，以更切合居家安老的长者及护老者的需要。  

(d) 在提升家居照顾服务的同时，建议政府向安老院舍业界

提供家居照顾服务未来发展方向 /政策的数据，让服务提

供商可以作好准备。  

(e) 在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建议应加强教育及宣传，子女在

成家立室后仍应负起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而非完全依

赖政府或社福机构提供的小区或家居护理服务，否则公

营系统将不胜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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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支持服务  

(f) 有社福机构及持份者建议探讨少数族裔人口比例较多的

小区的照顾需要及发展，藉以鼓励少数族裔护老者协助

其长者家庭成员居家安老。建议可与服务少数族裔的社

福机构合作推动长者小区支持服务，提供服务时应注意

少数族裔的文化特点，如家庭及宗教观念等。  

(g) 建议当局增拨资源予各长者地区中心，以增聘人手推行

长者小区支持服务，如设立小区资源中心协助长者寻求

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亦应为长者提供自我照顾的训练，

增加长者自信之余，亦能让长者互相扶持。  

(h) 在建议进行安老服务的长远规划时，小区照顾服务与院

舍照顾服务应互相配合，以免浪费资源。  

长者服务设施及人手规划  

(i) 认同政府增拨大量资源增加资助宿位的供应，以及探讨

引入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的可行性，令私营院舍的服务

质素得以提升。  

(j) 在人口老化的挑战下，建议政府掌握未来 10 年或 20 年

社会对安老宿位的需求数据，以便制订长远的安老服务

规划。此外，亦应检视各类安老院舍 (包括私营安老院舍、

合约安老院舍、资助安老院舍及护理安老院舍 )在长者护

理服务的供应方面的分工及所扮演的角色。  

(k) 安老院舍业界一直关注社会对安老服务需求的转变，并

会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继续提升安老院舍业界的服务

质素。现在买位院舍的服务水平已相当不错，虽然跟资

助院舍宿位相比，在空间或人手上仍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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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欣悉本届政府在任内将会增加约 5 000 个资助宿位，包括

3 000 张住宿照顾服务劵在内，希望局方或社署能透露余

下的 2 000 个资助宿位的相关安排，令业界可以作好准备。 

(m) 建议当局执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时，可

考虑透过参与特别计划的项目，提供更多达至护养程度

的安老宿位。  

迎接高龄化社会之机遇 推动香港长者友善小区  

(n) 就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建议政府增拨港币 3,200 万元，

予各长者地区中心增聘一名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及一名福

利工作员，协助营造及发展香港长者友善小区和积极乐

颐年的工作，政府已于 2014-15 年度，增拨约 1 亿 6 千多

万元，将 51 间长者活动中心提升为长者邻舍中心，并为

所有津助长者中心增聘人手和增加活动经费，加强对居

于小区的长者的支持。  

(o) 就福利机构及相关持份者建议向全港 18 区区议会增拨港

币 500 万元，为长者友善发展工作或有关地区的设施项

目提供专业拨款，藉此让长者友善概念扎根于小区，有

委员认为建议拨款港币 500 万元 (即每区约港币 28 万元 )
数目太少，局限了推动长者友善工作的空间。  

(p) 建议积极提倡长幼共融的风气，让年青人与长者增进相

互间的了解，既可令长者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和关

爱，亦能让年青人更了解长者，达致社会及家庭和谐。  

 医社合作  

(q) 现时医院管理局 (下称 “医管局 ”)的小区老人评估小组只

能为八成多的安老院舍提供外展服务，建议进一步扩大

小区老人评估小组的覆盖范围，减少安老院舍职员及长

者家人陪同长者到医院覆诊的需要和时间。此外，亦建

议日后兴建大型安老院舍时，可考虑预留地方供医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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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队、家庭医生及物理治疗师等提供服务之用。  

(r) 应继续加强医社方面的合作，令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

及护老者受惠。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在离院后，除要

定时服药外，亦须定期接受记忆训练及健康评估。现时

各地区长者中心为认知障碍症患者提供的记忆训练及健

康评估服务五花百门，长者在医院覆诊时医生难以跟进，

故建议长远须检讨有关服务。  

(s) 「离院长者综合支持计划」是「医社合作」模式的成功

例子。以港岛西区为例，参与计划的 1 200 名长者在离院

6 个月后，其中 97%的长者仍能在家中安老，并能保持活

动及认知能力，成功减少进入公立医院急症室的人次及

病人留医的日数。希望政府今后能继续支持计划的推行，

并把计划由内科扩展至骨科及外科，切合长者的不同需

要。  

 其他  

(t) 认为社福机构及持份者就 2015-16 年度的安老服务建议

及优次欠缺了对房屋问题的关注。在「居家安老」的趋

势下，房屋政策与安老服务息息相关，建议委员会日后

讨论居家安老政策时，考虑邀请运输及房屋局的代表出

席会议。  

(u) 在提升各类型安老服务时，建议可透过不同的预防性宣

传及教育活动，向长者提供健康生活管理、心理健康及

自我照顾技巧等信息。  

(v) 现时从事安老服务的社工所接受的长者辅导训练并不足

够，建议提升与安老服务相关的辅导工作水平，为长者

及护老者提供更专业全面的辅导服务，包括心理情绪辅

导及针对认知障碍症长者的护老者的辅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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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总结时表示，委员会已备悉社咨会就 2015-16 年度的

安老服务所提出的建议及优次，并认同政府应继续在安老服务方

面增拨资源，推行各项试验计划，以及在「居家安老为本，院舍

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下，加强为长者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 
 

9. 社署署长叶文娟女士就委员提出的意见作出响应。她表示

社署会适当调动及争取资源，在地区层面推行各项安老服务及相

关计划，以响应小区的需求。  
 

10. 张满华博士表示，香港房屋协会 (下称 “房协 ”)辖下 20 个

屋邨现正推行「居家安老」计划，因应有委员关注长者住屋与居

家安老的问题，可安排房协于下一次会议中简介有关计划。主席

表示，秘书处会于稍后与房协联络商讨有关安排。  
 
 
议程第 4 项：各工作小组及专责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汇报  
 
长期护理服务模式工作小组  - 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可行性

研究  
 
11. 身兼长期护理服务模式工作小组主席的副主席林正财医

生表示，秘书处已正式委聘香港大学 (下称 “港大 ”)顾问团队，为

探讨推行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的可行性进行研究。长期护理

服务模式工作小组已分别于本年 7 月 23 日及 8 月 26 日举行会议。

在 7 月举行的会议上，港大顾问团队向工作小组简述顾问研究工

作计划及模式；而于 8 月举行的会议上，顾问团队向工作小组提

交问卷以及焦点小组讨论问题的初稿。顾问团队会后已根据工作

小组的意见修改问卷及讨论问题，并于本年 9 月 12 日把讨论问

题的修订稿发送予各委员参考。  
 

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工作小组  
 
12. 身兼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安老服务计

划方案工作小组已于本年 7 月 24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港大顾

问团队向委员简述顾问研究工作计划及模式。由于台风关系，原

定于本年 9 月 16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将延至 9 月 25 日举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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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组将在会上就于本年 10 月底至 11 月进行的「订定范畴阶段」

公众参与活动的工作计划及讨论文件作详细考虑及讨论，并于会

后发出新闻稿公告有关公众参与工作的安排。  
 
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  
 
13. 主席邀请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主席马锦华先生简介工作

进展。马先生表示「2014-16 左邻右里积极乐颐年计划」已于本

年 7 月 31 日截止申请，秘书处收到 137 份由 114 间长者中心提

交的申请书。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将于 9 月 29 日举行的会议上，

就 137 份拨款申请进行评审。获批拨款的计划将于本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推行。  
 
(会后补注：受「占领行动」影响，原定于本年 9 月 29 日举行的

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会议延至 10 月 9 日举行。 )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  
 
14. 劳福局总行政主任区鳯仪女士简介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

员会 (下称 “基金委员会 ”)及辖下工作小组的工作进度。区女士表

示，基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于本年 7 月 16 日举行。委员会获

悉辖下三个小组委员会 (即投资小组委员会、评审拨款申请小组委

员会以及宣传及发展小组委员会 )的最新工作进展。基金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暂定于本年 11 月 5 日举行。  
 
15. 区女士续表示，投资小组委员会已按基金委员会早前一致

通过的投资策略，通知基金信托人 (即社会福利署署长法团 )就基

金的余下资金 (本年 7 月的总数约为港币 6,400 万元 )作出下列投

资安排： (1) 把三成的资金购买盈富基金，并以累进方式由本年

8 月起的六个月内每两星期以约相同的金额购入基金 ;(2) 把三成

的资金投放于 6 至 12 个月年期的人民币定期存款；以及 (3) 把余

下的资金投放于 3 至 6 个月年期的港币定期存款。透过上述的投

资策略，发展基金一方面可备有充足的流动资金作拨款用途，同

时亦能享有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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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评审拨款申请方面，区女士表示，基金委员会已一致通

过评审拨款申请小组就 2014-15 年度第一轮拨款申请所提出的建

议。秘书处已于本年 8 月初批出拨款予 63 间成功获批拨款的申

请单位。其余 3 份申请则须提交补充资料，予小组委员会作进一

步考虑。  
 
17. 区女士亦汇报了宣传及发展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委

员会辖下的「成立长者学苑流程指引专责小组」已于本年 8 月 22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就成立长者学苑流程指引  (下称 “指引 ”)的初

稿进行讨论，认为指引初稿须作进一步修订。此外，专责小组初

步建议暂定于 2015 年年初举办分享会，向岀席的长者学苑代表

派发指引，并让参加者分享成立及营运长者学苑的经验。专责小

组将于稍后商讨有关安排的细节，然后把建议提交基金委员会考

虑。  
 
 
议程第 5 项：其他事项  
 
18. 是次会议没有其他讨论事项。  
 
 
会议结束时间  
 
19. 会议于下午 3 时 40 分结束。  
 
 
下次会议日期  
 
20. 下次会议暂定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举行。  
 
 
 
2014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