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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人口老齡化 — 不是「問題」

過去三十年，香港人口急劇老化。
香港政府預測到二零四一年總

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為六十歲或以
上人士。聯合國的預測更指出到二零
五零年，香港將在全球佔最大老年人
口百分比的城市中排名第六，年齡中
位數超過五十歲。如果我們把這個史
無前例的人口結構改變僅僅看成是

「社會問題」，那麼解決社會問題的出
路可能就是加速發展「服務型」社會，
不過三十年後，每一個長者只有一點
八個勞動人口，到時候服務由誰來提
供呢？其實，人口結構改變絕對不是
問題，是社會醫療進步、市民大眾健
康飛躍的自然現象。在這樣的社會現
實面前，如何積極地、有建設性的面
對才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因此，筆
者認為推動參與型的社會是一個比服
務型社會更能長期有效應對香港人口
老齡化的策略。我們應該推動社會各
界（政府、商業機構、福利機構、家
庭）攜手並肩，讓所有的老年人都能
獲得尊嚴、自主和參與。過去香港為
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
所為」的政策目標，一直在住屋、醫
療、社區支援等各方面提供適當的支
援，但在「老有所屬」和「老有所為」
上較少提及，忽略了長者對精神生活
的需求。為此，早前筆者聯合「傑出
生命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底分別透過
訪問和互聯網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
八百五十六名二十九歲或以上人士，
希望瞭解六十五歲以上人士最喜愛的
稱呼、最想參與的社會活動和對玩樂
的需求，從而提出能令長者活得有尊
嚴和快樂的努力方向。

倡議與時並進的稱呼 — 
促進正面的身份認同

過去幾年社會一直倡議「具生產
力的晚年」（productive ageing）、「活
躍晚年」（active ageing）等有關年老
的正面觀念，卻甚少提及應當如何形
容這群人以反映他們晚年的真實狀
態。根據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市民對
六十五歲或者以上人士的三個最喜好

的稱謂依次序為「老友記」、「長者」
和「公公、婆婆」（表一）。

稱呼與個人的身份認同有關係。
社會如何稱呼六十五歲以上人士並不
單是術語之爭，更重要是反映社會對
於年老的基本態度。在過去，社會對
六十五歲以上人士的稱呼可能會令人
聯想到對長者的刻板印象（例如︰疾
病、體弱等），不斷提醒他們不再年
輕，應該退位讓賢，同時亦可能暗示
長者已成為社會的負擔。但現在，當
人踏入晚年時，他們依然會工作、去
旅行、去做義工。他們仍然感到年
輕，想繼續享受生活。因此，筆者
在此呼籲社會與時並進，探求尊重不
同年齡人士的稱謂，才能達至「老有
所屬」，令他們不會跟社會脫節和活
得快樂。

積極協助老友記探索和培養興趣

除稱呼以外，在精神生活的需
求方面，調查發現老友記都希望有
多元化參與社會的機會，排名前三
名的活動是探索興趣、與親友聚
會、和照顧孫輩及參與義務工作（表
二）。

特別地，對於六十歲或者以上
的受訪者，他們都認為參與興趣活動
能激發智力發展，且能帶來快樂。而
大眾化消費玩樂、咭牌遊戲、拼砌遊
戲等玩樂最適合他們。筆者發現不論
人在哪個年齡階段，仍然希望可以積
極參與社會活動，卻可能被社會對長
者的刻板印象所障礙。在現有社會風
氣下，他們又有多少自主可以選擇去
參與呢？只有為有需要的人士給予參

與社會的機會，提供有助發展身心健
康的活動，推動人人參與、貢獻社會
的文化，才能達到真正的「老有所
為」，令他們可以有所作為。

調查同時發現，老友記對參與
興趣活動的正面態度有利於提升生活
滿意度，及減少抑鬱和孤獨感。但
可惜的是，即使六十歲或者以上的受
訪者表示有時間參與興趣活動，他們
卻表示沒有合適的玩具、沒有玩伴和
家人沒有時間跟他們一起玩。其實，
歐美國家已經有玩具是專門設計給長
者使用。例如，樂高（Lego）就有產
生體積較大和色彩較柔和的積木供長
者玩樂。可是，現在香港市面上大
部份的玩具主要設計給兒童，使用方
法較複雜，長者較難使用。因此，

筆者在此呼籲各界多探索開發適合不
同年齡階段人士發展興趣的場地和工
具（例如︰欣賞價格適宜的文體節
目、牌遊戲、及拼砌遊戲等），最好
是適合全家人一起參與的。

「老友」所樂新思維

總括而言，積極面對人口老化
對社會所帶來的挑戰不單是政府的責
任，更重要是社會各界要推動「老友」
所樂新思維。一個適合的稱呼、更多
社會參與的機會、更完善的場地和工
具，不單可以令長者過著具尊嚴和自
主的晚年生活，更可在當中找到最適
合自我的生活，成為「老友」所樂，
做到真正的「老有所屬」、「老有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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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如何稱呼六十五歲以上人士。
70歲
以上

60-69
歲

50-59
歲

40-49
歲

30-39
歲

29歲
以下

冠軍 老友記 
(76.7%)

老友記 
(57.8%)

老友記
(62.8%)

長者 
(58.4%)

老友記 
(67.5%)

長者 
(64.3%)

亞軍 長者 
(68.5%)

長者
(39.3%)

長者
(37.2%)

老友記 
(50.3%)

長者 
(39.3%)

老友記 
(57.1%)

季軍 耆英
(67.1%)

公公
婆婆

(35.3%)

樂齡人士
(26.2%)

公公
婆婆 

(27.7%)

哥哥
姐姐 

(27.6%)

公公
婆婆 
(50%)

表二：期望參與的社會活動。
70歲以上 60-69歲 50-59歲 40-49歲

探索興趣
(24.2%)

探索興趣 
(20.5%)

探索興趣
(18.1%)

與親友聚會 
(23.6%)

與親友聚會 
(21.2%)

與親友聚會 
(12.6%)

與親友聚會
(16%)

探索興趣 
(21.6%)

照顧孫輩
(12.1%)

參與義務工作 
(11%)

照顧孫輩
(6.3%)

照顧孫輩
(8.1%)

在香港本地
旅行

(10.6%)

照顧孫輩
(8.7%)

在香港本地旅
行；參與義務
工作 (5.6%)

參與義務工作 
(5.4%)

「老友」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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