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事务委员会  

第八十二次会议记录  
 

日期：2015年1月30日 (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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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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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曼琪女士，MH 
陈文宜女士  
郑锦钟博士，BBS，MH， JP 
张满华博士  
庄明莲博士，MH 
冯玉娟教授，BBS 
马锦华先生， JP 
谢伟鸿先生  
董秀英医生  
黄㠶风先生，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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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思伟医生   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策略发展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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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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巧瑜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朱咏贤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陈正年医生  卫生署高级医生  
列浩然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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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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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清铿先生，BBS， JP 
黄黄瑜心女士  
  
秘书  
张丽珠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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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次会议记录  
 
3. 秘书处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发出会议记录中文版及英文

版初稿后，社会福利署 (下称 “社署 ”)就会议记录英文版第 7(n)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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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项修订建议。由于委员通过上述修订建议，而并无提出

其他修订建议，该份会议记录获通过。  
 
 
议程第 2 项：续议事项  
 
第 81 次会议记录第 10 段  
 
4. 有关邀请香港房屋协会 (下称 “房协 ”)向本委员会简介其

辖下 20 个屋邨现正推行的「居家安老」计划的建议，张满华博

士表示，房协将于本委员会今年 3 月举行的会议上作出简报。  
 
 
议程第 3 项：2015 年施政报告相关措施简介  
 
5. 劳工及福利局 (下称 “勞福局 ”)常任秘书长谭赣兰女士以

投影片 (附件 )向委员简介《2015 施政报告》中有关劳福局之下的

安老服务。  
 

6. 在医疗服务方面，食物及卫生局（下称 “食卫局 ”）常任

秘书长 (卫生 )袁铭辉先生指出，本港的安老服务正逐渐迈向「医

社合作」的方向，以期在提升安老服务水平的同时，亦能配合

长者，包括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及其护老者，在医疗服务方

面的需要。  
 
7. 医管局总办事处策略发展总监罗思伟医生补充，医管局

在本年度将推出多项与长者有关的措施，包括于医管局辖下的

医院增设约 250 张病床，其中新界东及新界西约增设 190 张病

床，而九龙区及港岛区则分别增加 36 及 21 张病床，以应付上

升的长者入院个案；普通科门诊亦会增加约 50 000 个筹额，服

务对象亦以长者为主；在疾病治理方面，医管局亦会加强辖下

医院的心脏科、中风及呼吸系统疾病的服务，以切合长者的需

求；于小区服务方面，亦会将仁济医院的长者日间医院服务名

额从 20 个增加至 40 个；此外，小区老人评估小组亦与安老院

舍合作，加强支持在安老院舍面对末期疾病的院友，例如在沙

田医院推行一项先导计划，加强与安老院舍的合作和员工培训，

改善患有末期疾病院友的护理，而小区老人评估小组在获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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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亲属同意后，于有需要时可直接安排院友入住医院，而毋

须经急症室，使长者院友获得更妥善的照顾。因应先导计划的

成效，稍后更会续步扩展至医管局辖下的其他联网推行。  
 
8. 主席及委员在听取简介后，就有关措施提出下列的建议

及意見：  
 
安老  
 
整体方向  
 

(a) 欣悉政府陆续落实多项于过去两年《施政报告》中就安

老服务提出的新服务及措施，如「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

试验计划」及透过「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增

加安老服务名额等，同时欢迎政府优化现行的安老服务

和措施，如把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进一步扩展至绿色

专线小巴。  

积极乐颐年  

(b) 建议于长者学苑推行护老培训课程，鼓励较年轻及健康

的退休人士报读，鼓励他们老有所为，助人自助。  

(c) 七成以上的长者人口依然健康活跃，认为政府应加大力

度推广长者积极乐颐年的讯息。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推

行计划强化传统家庭角色及功能，鼓励子女在工作之余，

亦要关怀及照顾家中长者。  

安老院舍照顾服务  
 

(d) 欣悉政府在未来数年将大幅增加不同的安老照顾服务名

额，并认同增加日间照顾服务名额，有助缩短长者轮候

入住资助安老院舍的时间，同时能配合「居家安老」的

政策目标。  

(e) 在「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推出后，「居家安

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得以进一步落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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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着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的推行，希望政府能

鼓励甲二级买位院舍提升其服务质素至更高水平。  

(f) 建议提高院舍服务的透明度，例如设立电话热线，让长

者及护老者可查询安老院舍的相关数据。  

人力资源  
 

(g) 现时不少行业都出现人手不足，建议就应否重整安老业

界护理人员的架构进行检讨，以切合劳工巿场的实际情

况。  

(h) 「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划」有助吸引年青人加入安老业

界发展，而计划提供的在职培训亦能为安老业界培训一

班年青新力军，有助改善前线护理员人手不足的情况。  

(i) 建议安老业界合力为启航计划的毕业学员提供就职及发

展机会，鼓励他们留守业内发展。  

(j) 《2015 施政报告》提及建造业需适时从外地输入技术工

人，认为政府亦应考虑就安老业护理人手提出类似措施，

例如推行「社福机构紧急输入护老人员特别计划」，以纾

缓业内前线人员因流失率高至导致的长期人手不足。另

有委员指出，政府需先掌握安老业界未来人力需求的数

据，才可与劳工顾问委员会 (下称 “劳顾会 ”)在以数据为

依归的基础上，就安老业界应否输入外劳以解决护理人

手短缺进行讨论。  

(k) 建议为安老院舍的护理人员重塑专业形象，摆脱以往较

负面的形象，加入活力及团队精神等正面元素，吸引更

多年青人投身行业。  

(l) 建议政府参考「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划」的经验，推行

另一个专为妇女 (包括新移民妇女 )而设的护理员培训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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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建议政府在规划兴建安老院舍或服务设施时，可考虑在

一同处所设立幼儿托管服务设施，藉此释放妇女劳动力，

亦鼓励区内妇女到安老院舍工作。  

(n) 认为社署与医管局合作推行的社福界登记护士训练课程，

有效纾缓了安老业界护士人手不足的情况，亦有助社福

机构聘请登记护士，希望政府能继续推行有关的训练课

程。  

(o) 针对社福界对物理治疗师及职业治疗师等辅助治疗人员

的需求，希望社署可继续透过培训资助计划，鼓励更多

完成物理治疗或职业治疗的硕士毕业生投身安老业界。  

护老者津贴试验计划  
 

(p) 认为关爱基金推出的「护老者津贴试验计划」能帮助小

区内的基层护老者。  

协助年长人士就业  
 

(q) 欣悉「中年就业计划」将扩展至兼职工作，为年长人士

创造更多兼职的就业机会。  

(r) 建议政府在推动年长人士就业前，了解有关人士的就业

心态，如薪酬要求、工作性质等，以及雇主对聘用年长

人士的顾虑，如年长人士就业的安全性、持续性和推行

长者友善工作环境与购买劳工保险方面的困难等。此外，

建议政府为聘用年长人士的雇主提供劳工保险及强积金

计划下弹性的安排。  

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  
 

(s) 认为长者普遍赞赏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计划使他们

感到被尊重，欣悉政府来年将进一步扩展计划至绿色专

线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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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建议政府在新一轮的宣传活动中，加强宣传优惠计划是

由政府而非公共交通营运商所资助的讯息，如在小巴车

窗张贴宣传海报等。  

(u) 认为优惠计划大大提高了长者的流动性。建议政府委托

顾问就计划对社会所带来的益处进行评估，研究范围可

包括长者流动性的提高为社会带来的经济和社交效益，

以及对长者身心的正面影响，从而掌握计划的成果。  

退休年龄  

(v) 人口督导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发表的文件指出，香港的

劳动人口由 2018 年起会开始下降，而政府亦计划自 2015
年延长公务员的服务年期，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

鉴于本港并无法定退休年龄，建议政府亦就延后退休年

龄向资助机构 (包括学校及社福机构等 )发出相关指引，

让它们及早做好人力部署。  

(w) 在本港人均寿命延长的趋势下，认为 60 岁人士仍能保持

健康活跃，适合继续就业，然而由于私营机构及社福机

构大都规定员工于 60 岁退休，令他们被纳入老年抚养人

口，建议政府在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之余，亦鼓励私营

机构及社福机构跟从。由于私营机构及社福机构并无长

俸制度，多项针对长者的福利措施 (包括长者生活津贴、

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等 )的对象均是 65 岁或以上的长

者，而雇员亦只能于 65 岁以后方能提取强积金供款，因

此建议退休年龄可延长至 65 岁，既可填补雇员于 60 岁

退休后至 65 岁的五年时间，亦有助纾缓社会未来 10 年

劳动人口不足的问题。  

退休保障  

(x) 建议本委员会可就退休保障进行讨论，并把有关意见及

建议提交扶贫委员会作参考。  

医疗  
 



第 8 頁  
 

整体方向  

(a) 建议政府继续探讨把长者服务中心与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结合，以试点设立综合长者服务中心的可行性，在小区

为长者提供一站式、跨专业的医护及社会服务。  

医护人力资源  

(b) 现时不少公立医院均面对医护人手不足，随着居家安老

政策的推行及安老宿位的增加，预料小区对医护人员的

需求将持续增加，建议政府探讨透过新的医疗服务模式，

如鼓励私家医生与公营医疗机构合作，携手制定转介常

规和共同护理计划等，以纾缓公立医院医护人手不足的

情况。  

(c) 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强小区老人评估小组外展服务，从而

配合新增安老宿位的需求。  

认知障碍症  

(d) 认为《2015 施政报告》未有就认知障碍症患者的照顾服

务及护老者的支持提出新措施。  

9. 谭女士、袁先生及社署署长叶文娟女士对委员的建议及

意见响应如下：  
 
安老  
 
积极乐颐年  

(a) 政府一直全力推动积极乐颐年，《2015 施政报告》中亦

已提出多项相关措施。另一方面，政府亦十分重视传统

家庭角色及功能的推广，并正研究推广一项与「由祖父

母照顾儿童」相关的计划，藉此释放祖父母的人力资源，

同时鼓励长幼共融，使长幼两代可快乐地相处，建立良

好关系。而特首于《2015 施政报告》有关退休保障的段

落中，亦特别提及家庭成员互相支持的重要性。  



第 9 頁  
 

(b) 为推广积极乐颐年的讯息，社署自 1998 年起推行「老有

所为活动计划」，透过拨款资助社会服务机构、地区团

体及教育团体等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推广老有所为的

精神及倡导关怀长者的风气。为更妥善地运用资源，社

署所设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咨询委员会与本委员会

辖下的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皆原则上支持将「老有所为

活动计划」及「左邻右里积极乐颐年计划」合并。  

安老院舍照顾服务  

(c) 期望本委员会正筹划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及就长者

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所进行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能为安

老院舍照顾服务带来启示，从而协助政府就鼓励安老院

舍 (包括甲二级买位院舍 )提升服务制定相关措施。  

(d) 社署已推行计划鼓励甲二级买位院舍提升服务质素及标

准，以成为甲一级买位院舍。社署会继续在资源上作出

配合。  

人力资源  

(e) 政府一直关注安老业界护理人手不足的问题，长远而言

会透过不同的措施，包括青少年在职培训计划、协助退

休人士重投职场、透过加强小区托儿服务释放妇女劳动

力等，鼓励及培训更多本地护理人手投身安老业界。在

短期措施方面，政府会透过加强安老业界护理人手培训

计划纾缓人手不足。有关推行「社福机构紧急输入护老

人员特别计划」的建议，安老业界可就未来需要的护理

人手数字作出评估，再把有关数据交予劳顾会。另一方

面，本委员会筹划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相信亦会为

安老业界护理人手的中长期需求提供较实质的数据，作

为考虑安老业界输入护理人才的需要性及时间性的指标。 

(f) 希望业界能为「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划」的毕业学员提

供更多机会，鼓励他们留在安老服务业内发展。政府会

继续与安老业界保持联系，探讨如何为在职的护理人员，

提供更理想的就业前景及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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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政府将透过不同的措施释放妇女劳动力，如妇女事务委

员会推行的「资助妇女发展计划」，本年将继续以「妇女

就业」为主题。有关在兴建安老院舍的规划中，加入幼

儿托管服务设施的建议，考虑到规划署会根据所兴建的

服务设施性质批出总楼面面积，若在安老院舍中加入幼

儿托管服务设施，院舍的总面积将会相应减少，此消彼

长，认为租用安老院舍附近的私人商场、房屋署或房协

的场所设立幼儿托管设施较为可行。  

(h) 社署将会继续推行社福界登记护士训练课程，于未来数

年提供共 920 个训练名额，亦会密切留意课程进度。  

协助年长人士就业  

(i) 建议本委员会邀请劳工处代表出席会议，聆听委员就协

助年长人士就业措施所提出的意见。  

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  

(j) 政府将于 2016 年就推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进行检

讨，透过检视计划资源及参考相关的消费物价指数，制

定新的措施，包括调整优惠票价金额等。  

(k) 政府将就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进行全面的评估。  

退休年龄  

(l) 感谢委员就延长退休年龄所提出的意见，当局会密切留

意私营机构及社福机构于政府延长退休年龄后的情况，

并会适时跟进有关事宜。  

退休保障  

(m) 退休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扶贫委员会未来几个

月会为今年下半年启动的公众咨询订定框架及内容。政

府期待社会作理性和务实的讨论，从长计议，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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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医护人力资源  

(a) 医护人力资源短缺与工作性质关系密切，不少医护人员，

包括护士、放射治疗师等都不愿长期留在安老院舍工作，

因此建议安老业界参考食卫局推行验牙及镶牙服务的

经验，以非全职模式聘用医护人员到安老院舍提供服务，

让医护人员毋须长时间留在安老院舍工作，增加他们到

安老院舍工作的兴趣。  

(b) 鉴于不少医护人员不愿到安老院舍工作，建议安老业界

透过推行人才培训计划，吸引于各大专院校完成老年学

相关文凭或证书课程的毕业学员报读，自行培训所需的

医护及护理人员，以解决安老院舍长期人手不足的问题。 
 

认知障碍症  

(c) 食卫局与劳福局及社署将继续紧密沟通，为患有认知障

碍症的长者及其护老者提供支持服务。社署去年已拨约

2,200 万元，让 41 间长者地区中心增聘社工人手，以提

升中心对患有认知障碍症长者及其护老者的支援。此外，

政府今年亦新增 230 个日间照顾服务名额及 1 500 个改

善家居及小区照顾服务名额，并会为有需要的护老者提

供到户训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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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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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团队于上次会议后，已就可行性研究展开了两项

问卷调查、完成了一系列的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并访问了熟

悉院舍照顾服务的业界人士。工作小组已于本年 1 月 27 日举行

第 20 次会议，顾问团队于会上向委员汇报问卷调查的进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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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结果及建议。委员大致同意有关结果及建

议。顾问团队将会在本年 2 月中举行公众参与活动，就试验计

划的建议设计征询相关持份者，包括有兴趣的团体、专业团体、

业界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安老院舍营运者等的意见。顾问团队

会因应问卷调查的最终结果，以及从公众参与活动所收集的意

见，审视其初步结果和建议，再向工作小组汇报。   
 
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工作小组  
 
11. 身兼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工作小组

已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订定范畴阶段」

的工作计划及公众参与活动的安排。「订定范畴阶段」的公众参

与活动已于 2014 年 10 月底至 11 月期间完成。劳福局代表及顾

问团队已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及本年 1 月 20 日出席立法会

福利事务委员会 (下称 “福利事务委员会 ”)的会议，聆听福利事务

委员会委员及团体对筹划「安老服务计划方案」的意见。顾问

团队现正分析搜集得来的意见，并会于稍后向工作小组进行汇

报，以便开展第二阶段，即「制订建议阶段」，的工作。  
 
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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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

反应十分理想，秘书处收到 136 份由 114 间长者中心提交的申

请书。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举行的会议上，

就 136 份拨款申请进行评审，其中 60 份申请获得批准，另有 50
份不获批准，至于余下的 26 份申请，则于申请机构就关注事项

提供补充数据后获批准。86 个获拨款的计划将于 2014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推行。  
 
13. 马先生续表示，积极乐颐年工作小组辖下已成立专责小

组，跟进「左邻右里积极乐颐年计划」的成效研究工作，于 2015
年 6 月前制订研究细节。此外，专责小组亦将筹办分享会，邀

请计划的参与机构代表出席及分享经验。由于长者学苑发展基

金委员会亦正计划举办分享会，邀请已成立长者学苑的机构和

团体的代表参加，分享长者学苑的运作经验及心得，积极乐颐

年工作小组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的会议上通过与长者学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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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员会举办联合分享会，以取得协同效应。上述建议亦获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辖下的专责小组于 2014 年 10 月 17 举

行的会议上通过。其后，该两个专责小组组成联合专责小组，

商讨联合分享会的安排。联合分享会现已定名为「长者学苑暨

左邻右里计划分享会」，并将于本年 4 月 18 日假湾仔社署戴麟

趾夫人训练中心举行，主礼嘉宾包括劳福局常任秘书长谭赣兰

女士、本委员会主席陈章明教授及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主

席梁智鸿医生。马先生诚邀本委员会委员出席分享会，有兴趣

的委员，可与秘书处联络。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  
 
14. 本委员会秘书张丽珠女士简介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

及辖下工作小组的工作进度。张女士表示，基金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已于 2014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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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日期

有待确定。  
 
15. 在评审拨款申请方面，张女士表示，长者学苑发展基金

2014-15 年度第二轮拨款一共收到 31 份申请。评审拨款申请小

组委员会已于本年 1 月 21 日召开会议评审该等申请，而有关建

议将于稍后提交基金委员会考虑。  
 
16. 张女士续表示，宣传及发展小组委员会辖下的「成立长

者学苑流程指引专责小组」已完成「成立长者学苑流程指引」

的拟备工作，秘书处稍后会就指引完稿及设计和印制工作的财

政预算，征询基金委员会的意见。专责小组希望于本年 4 月 18
日举办的「长者学苑暨左邻右里计划分享会」上，向参加者派

发指引。  
 
 
议程第 5 项：其他事项  
 
17. 是次会议并无其他讨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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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时间  
 
18. 会议于下午 4 时 30 分结束。  
 
 
下次会议日期  
 
19. 下次会议暂定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举行。  
 
 
 
2015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