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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政府特成立安老事務委員
會，提出安老服務施政以「老有

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為目標。
回顧過去二十年香港安老服務的發
展，安老政策必然是歷任行政首長施
政重要一環；長者服務為增長最多之
福利服務，長者服務政策備受公眾關
注，多番引起公眾討論，促使部份政
策推出或改變，但至今政府仍未能提
出具體服務規劃和長遠政策。二十年
來這些政策是新猷或惡政，本文會從
服務使用者角度分析。

回歸後長者之
服務發展及政策分析

在「老有所養」方面，政府雖已
預留 500 億設立基金針對長者生活保
障，並發展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社會
保障內地養老計劃、增加高齡津貼和
安老按揭計劃等；根據樂施會二零
一六年報告顯示，65 歲或以上貧窮長
者達 33 萬，是過去五年新高，佔三
份一長者人口，政府未能就長者貧窮
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政府對退休保障政策多番迴避，
終在一五年諮詢公眾並於翌年公佈結
果，諮詢中提出政府應採納「有經濟
需要」或「不論貧富」原則，而在諮
詢意見中，有較多傾向支持「不論貧
富」原則，但政府只採納提高「長生
津」資產上限及提高津貼水平的意見。

一七年施政報告放寬「長生津」
資產上限和增加高額援助，並讓「長
生津」受惠人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及診
所服務。政府終取消綜援長者的親屬
需提交「經濟狀況聲明」的規定，改
善標籤效應，但領取長者綜援年齡卻
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令 60-64 歲的
長者的每月標準金額減少約 $1000，
亦不能領取各項老年補助金。

在新特首候任期間，不少市民
談及長者以「執紙皮」謀生而險被控
告的個案，如何讓長者老有所依，香

港仍須非常努力。 
在「老有所屬」方面，政府只着

重發展長期照顧服務，推出安老服務
統一評估、院舍轉為長期護理宿位、
安居樂計劃、家居護理服務、公開競
投院舍、醫療計劃、牙科計劃、社區
照顧及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等，而服務券當中涉及的服務質素、
資產審查、個案管理等問題未解決，
但政府新服務資源已全面市場化；政
府在服務券同時引入經濟水平非赤貧
者減少每月個人資助額，變相改變長
者福利資助制度，令中產長者面對嚴
峻的長壽風險。

過去二十年政府對「輕度受損長
者」增加家居服務名額及提高資助額
均斤斤計較，「關愛基金」曾推行試驗
計劃，在沒有足夠資源下草草收場，
一七年「關愛基金」打算將服務「券」
化，長者擔心是政府削减資源警號。

至於「老有所為」，政府多年來
透過安老事務委員會發展康健樂頤
年，積極樂頤年及長者學苑計劃；在
推行長者友善社區方面，政府在一六
年增設設施，項目零碎，只從設施建
設長者友善社區，卻忽略了長者參與
政策。而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包括長者
中心等均十多年未有檢視發展。

安老服務規劃方面，政府在一五
年外判安委會再外判香港大學作規劃
研究；安委會在一七年六月為報告拍
板，讓新任政府上馬執行新規劃。在
報告中最受關注的是「需求規劃指標」
低於實際水平亦低於國際的規劃，令
人擔心未來長者會得不到安老服務，
亦影響將來在用地及人手的規劃。而
更具爭議的是報告提出每年需求減少
1% 的政策目標，為安老服務資源把
關。

就未來安老服務政策
向新任特首進言

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今年七

月一日履新，長者翹首以待新政府推
行切合長者需要的服務，並為安老服
務政策訂出規劃。

林太在她競選政綱指出「長者為
今日香港的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人
口老齡化不應被視為威脅公共財政的
問題……」。其相關政綱包括每年公
佈香港貧窮情況及改善「長生津」的
措施。她提出繼續推行「服務券試驗
計劃」，並提升私營安老機構服務質
素。她會支援「康健樂頤年」，增建
長者服務社區中心。

林太的政綱，仍集中在經濟及
照顧方面作少修少補，未見全面規劃
的向度，而長者發展、教育及參與等
政策實際行動欠奉。值得留意的新猷
是加強善終服務，研究修訂相關法
規，這是業界多年的期盼。新任政府
多為前政府官員，
魄力及視野令公眾
存疑，但新任勞
福局長羅致光博士
來自專上教育界，
並多次出任政府安
老政策研究顧問，
包括「安老服務規
劃」及出任政府關
愛基金執行委員會
主席，他如何發
展及規劃長者政策
綱領，相信公眾
正拭目以待。

香港是國際
都會，老年退休
保障是國際認受的
基本人權，因此
應以全民共享，不
設資產審查為基礎
去訂定，特首應
尊重民意在任內落
實全民退休保障安
排。參考聯合國

「長者觀點主流化」
行動，行政長官

對安老政策應採取策略，包括要求各
政策局搜集長者數據，並定期向長者
及相關組織收集意見；在財務科設立
長者辦公室，在財政預算中回應長者
提出的關注，重新檢視安老服務規
劃，加強長者及各持份者參與，並透
過新猷，提升長者的參與，包括在屋
村管理委員會長者代表表達對設施或
措施的意見；在區議會長者事務小
組，長者參與討論地區事務及資源分
配；在安老事務委員會，定期表達長
者意見及訴求。

林太政綱提出「長者需要不應是
一個社會問題」，社會政策配套不到
他們的需要，才是社會問題，未來長
者的服務不應限於經濟及照顧，發
展、教育和參與是負責任及有遠見的
行政長官必須考慮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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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力顧問及

資源服務網絡總監向新任特首就未來安老服務政策進言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週 年

◆巧　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