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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推算顯示，在2031年，
香港每四名市民就有一人年齡

達到 65 歲或以上。在未來二十年，
長者人口將會增至超過200萬，與現
時 90 萬相比，增幅超過一倍。對於
人口老化，一般人眼於這個現象會
為本港的社會保障、醫療護理和安老
服務帶來更大壓力。其實香港人口老
齡化，與每個香港人都息息相關，對
於我們周圍的環境及日常的生活，在
不知不覺間都起了變化。

世界老了 !
世界各地正陸續進入人口老齡

化，主要原因是（1）醫療進步，人類
更長壽（2）生育率不斷下降（3）戰後
嬰兒潮開始步入晚年。根據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稱為
「老年人」。當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人
口中，老年人的比率佔總人口比率超
過7％時，便即達到老齡化（Ageing）
社會的門檻；而當老年人的比率達
14％時，則達到老齡（Aged）社會；
當 14%再提高到 20%時，將達到超
老齡（Super-Aged）社會。

香港真的老了！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

2011 年中，香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口佔總人口比率 13.2%，已踏入老齡
化（Age ing）社會，並將跨進老齡
（Aged）社會，推算香港老年人口於
2039 年會升至 28%。2009 年香港男
性平均預期壽命為 79.8 歲，女性
86.1 歲；推算 2039 年男性壽命將上
升至 83.7 歲，女性 90.1 歲，表示香
港同時進入人口「高齡化」。

人口老齡化與你我何干 ?
人口老齡化不祇是政府、醫療

和社會服務的事，如果你有留心觀
察，你會覺得這變化正在影響你與
我；無論是公共建設、設施、商機、

商品、廣告、以及進修、就業，都
因應本港的人口老齡化而有所轉變。

銀髮市場、商機無限
無論我們是走在街上還是在看

電視雜誌的廣告，都會見到很多與長
者有關的商品，例如：復康用品、
退休/危疾保險、保健食品、長者旅
遊、成人紙尿片、骨灰龕等等。因
為老人人口多，對相關的商品需求一
定增加，所以商家都會發展這個龐大
的商機，並且會不斷研發適合長者及
其照顧者的商品。尤其是未來10年，
將會有近 100 萬的嬰兒潮出生人士進
入退休行列，這群 50 後在經濟及學
識上都較以前優勝，退休後會享受人
生，重養生，是消費能力高的一
群，商家更會因應他們的需要度身訂
造不同的銀髮商品及服務。

長者服務、前路一片光明
因為人口高齡化，加上傳统的

家庭功能減弱，長者服務的需求增
加，更需要大量招聘及培訓服務長者
人才。所以，人口老齡化亦造就了很
多進修和就業途徑及機會。我們可以

從社工、護理及復康等幾方面發展，
在這大時代作出貢獻，為長者服務。
另外，老年學、長者照顧的教育及研
究著作亦會相應蓬勃發展，而各行各
業為了要了解長者需要及特性，亦會
為員工安排有關的長者培訓。

老齡人口、 
社區設施要配合

現在大部份的長者都住在社區
內，而且若身體許可，就算要借助輔
助步行用具，長者仍會經常在社區中
走動。現在，有很多天橋都設有升降
機，不用長者爬樓梯；但我們的社區
仍有很多改善空間，可以成為長者能
安居樂業的友善社區。長者喜歡上茶
樓，但香港仍然有很多酒樓食肆無電
梯；要方便長者每日品茗及家人帶長
者去吃飯，酒樓食肆除了有電梯外，
還要地方寬敞，方便輪椅及腳架通過
及擺放。行人路要加濶，方便有很多
行動緩慢或使用輔助步行用具的長者
與我們一起使用。多設休憩地方，令
總有一處在長者附近，方便長者做運
動。街道上要加設長椅及坐立地方，
讓長者走在街上可隨時休息，就能鼓

勵他們出外走走。此外，香港的紅綠
燈轉燈快慢不一，應採用那種有時間
顯示的紅綠燈，讓長者過馬路時心裏
有數。還有的是，公共車不單可放輪
椅位，而且車的地台要較矮，方便長
者上落，司機及乘客也要有耐性及關
顧，隨時預備等待及照顧乘車的長者。

撫養比率上升、 
勞動人口要供養更多長者

隨著人口老化，新增的老年人
口將超過減少的青年人口。到 2013
年，撫養比率將逐漸上升，預計到
2033 年，撫養比率將上升至每千名
15-64 歲人士撫養 598 人。而老人的
撫養比率由 2001 年的 155 升至 2033
年的 428，即每 1000 名 15-64 歲人
士撫養428位長者。現在的夫婦普遍
只生育 1-2 名子女，所以在未來日
子，兩個年青人的家庭，可能在沒有
其他兄弟姐妹及親人分擔下，需要負
責照顧父母及再上一代祖父母的晚
年。特首長曾蔭權提倡每個家庭生 3
個子女，就是透過鼓勵生育，平衡撫
養比率，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

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人可出力

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政
府的政策固然非常重要。未來新特首
上任，希望能落實去處理人口老齡化
的問題。其實每一個香港人也可以盡
一份責任：首先是每個人由細到大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及生理都健
康發展，到晚年便可繼續自主自立地
生活，毋須依賴醫療及社會服務。第
三齡人士適應退休轉變，好好規劃晚
年，讓第三齡盡量延長及推遲第四
齡。一些好的社會文化，例如：孝
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睦鄰等風氣
予以保留，這樣，就能在服務以外，
更能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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