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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5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5 年 6 月 4 日 

 
分組討論 – 長者服務 

摘 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李婉華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黃耀明女士 

 

1 社區支援及居家安老 

1.1 隨著老年人口上升，服務需要亦有所增加，惟受資源所限，服務往往集中在中

度至嚴重缺損的長者。有關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定位，業界認為需要盡快作出檢

討，並建議增加資源，改善輪候服務的情況。 

1.2 建議爭取新資源以發揮及早介入及預防支援功能 

1.2.1 與會者強調需要加強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預防性角色及功

能，以支援長者於社區中生活，並減少因長者身體缺損帶來家中生活的風險。 

1.3 建議增加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名額 

1.3.1 增撥 6,500 萬以增加 3,000 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名額。 

1.3.2 確立「輪候指標」及「服務指標」，建議如膳食服務輪候指標時間為 7-14

天，每星期提供 6 天午餐及晚餐；家居清潔輪候指標時間為 1 個月，至少

每兩星期提供 1 次服務。 

1.4 建議善用鄰舍支援網絡 

1.4.1 建議有更多元化支援途徑，例如讓鄰舍有機會參與為長者提供支援。在這

前提下，可以重新設計義務工作內容和定位，以達致更理想的社區資源運

用。與會者補充強調義工、鄰舍關顧及支援，只視為輔助性質援助，不能

以此取代正規服務。 

1.4.2 如考慮由鄰舍提供服務的可行性，基本重要的前提，如質素保證及靈活的

服務提供模式，需要一併處理。 

1.5 建議引入個案管理模式，整合提供服務之間的協調。 

1.6 建議擱置計劃於 9 月份推出的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 

1.6.1 因市民對院舍服務質素及監管制度，抱有疑惑和不滿，認為政府未能有效

確保服務水平和質素。因此認為現階段不適宜推出院舍劵 

1.6.2 建議政府將預留予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的 8 億元，用作發展社區

照顧服務，以對應「社區照顧為本，院舍服務為後援」的安老政策方向。 

1.7 建議社區照顧服務劵可以延伸至全港 18 區，讓更多長者能夠使用。 

1.8 關注虐待長者問題，建議探討有關條例及指引，以保障長者。社署表示虐老問

題工作小組已通過設立一個專責小組，就《處 理 虐 老 個 案 程 序 指 引》進行檢

視及建議相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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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院舍照顧 

2.1 建議新增資源加強臨終照顧服務 

2.1.1 根據社聯於三月至五月期間進行的「在安老院舍提供臨終照顧服務問卷調

查」，現時於資助院舍每年的死亡率為 16.6%，即平均約每 6 名院友，便有

1 位需要接受臨終照顧服務。因此建議政府於院舍中，增設一間 350 平方

尺的「臨終照顧房」，並備有相關醫療及臨終照顧設施，以密切監測臨終

病人在最後階段的身體狀況，減低病人的痛楚及病徵控制，以盡力協助家

人及朋友陪伴臨終長者。 

2.1.2 增加持續照顧院舍及護養院人手，以持續照顧院舍 50 位院友計算，需要

增加 0.5 位社工、0.5 位註冊護士、2 位登記護士、4 位護理員如以護養院

50 位院友計算，需要增加 1 位社工、1 位註冊護士、4 位登記護士、4 位

護理員。 

2.1.3 加強醫療服務及院舍服務之間的協調，增強院舍與區內醫療服務的合作，

以達致院舍內提供全面的臨終照顧服務，需要相應建立能配合院舍發展的

資訊系統。 

2.1.4 為院舍員工提供有關臨終照顧服務態度及技巧訓練。 

2.2 解決院舍人手不足問題 

2.2.1 建議由勞工及福利局成立工作小組，以全面檢討有關職系的薪酬架構。檢

討薪酬待遇及工作性質，並透過提供晉升階梯及發展機會，以吸引人手加

入護理行業。例如於整筆撥款中，提高「個人薪酬」部份撥款，令機構可

提出具吸引力的聘用條件，以招募及吸引人才。 

2.2.2 優化聘用條件，提昇院舍於人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照顧員為例，現時醫

院的招聘條件較為吸引，入職起薪點由$11,285 - $ 13,240，每星期 44 小時

工作。 

2.2.3 檢討人手編制，按體弱長者比例相應增加專職醫療員工、基層護理及活動

工作員的人手比例，改善工作環境。 

2.2.4 盡快透過安老服務業的資歷架構，改善晉升制度，鼓勵自我增值，提升專

業化服務。 

2.2.5 在護理員培訓課程內加強「老人專科」內容，為安老服務提供專科專門訓

練，以加強專業性及認受性。 

2.3 全面檢討《安老院條例》，提升服務質素，改善空間運用及加強對長者的保障。 

2.4 檢討安老院舍設施明細表。社署回應已完成有關檢討，並將於本季度向政府產

業處提交更新和建議改善的設施明細表，以供審核。 

2.5 增加津助宿位，以縮短服務輪候時間。 

 

3 加強認知障礙症服務 

3.1 建議於長者鄰舍中心增設一名社工，於社區層面處理早期認知障礙症的介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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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情緒支援服務。社署表示政府於 2014-15 年增加 2,200 萬元撥款予 41 間長

者地區中心，以提昇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及其護老者的支援。現階段宜先

整合各長者地區中心就此項目的資料及經驗，就服務對有關長者及護老者的成

效讓長者鄰舍中心參考。此外，由於不少前長者活動中心剛於 2014-15 年獲新

增資源提昇為長者鄰舍中心，因此應先讓該些中心有足夠時間調整及穩定其推

行的服務。 

3.2 關注低收入長者未能應付專門認知障礙症訓練及服務的開支，以致未能適時獲

得支援。增撥資源成立特別日間護理中心，為有行爲和心理症狀的認知障礙症

患者提供專門的訓練服務及支援。社署表示現時在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下，已有 7 個認可服務提供者設有專為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的日間護理服

務。 

3.3 增撥資源為在職同工提供專門訓練，以處理有行為和心理症狀的長者。 

 

4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4.1 業界及民間團體關注計劃此方案「制訂建議階段」安排，由於工作坊須由顧問

團邀請方能出席，並限定約 25 人參與，業界及民間團體認為此安排不恰當。 

4.2 建議加強對少數族裔的支持，探討其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要。 

4.3 盡快處理全民退休保障。 

4.4 反對安老服務市場化。 

4.5 推動參與「香港長者友善城市」，增撥 3,200 萬元予各長者地區中心增聘一名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及一名福利工作員，負責策劃及協調不同持分者，如地區組

織、長者鄰舍中心及商業團體等，運用「由下而上」方式推動香港長者友善社

區參與模式，營運香港長者友善社區及積極樂頤年的工作 

4.6 為「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增撥 630 萬元，鼓勵全港 210 間長者中心﹙包括長者

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申請活動經費，提供社區教育活動，提昇地區人士

對長者友善城市的認識，並推動發展長者友善環境。社署表示政府支持推動長

者參與「香港長者友善城市」，並已將此項目納入「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為其

中一項的計劃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