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施政報告政策倡議 -黃金時代基金會諮詢會回應報告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10月25日發表第二份施政報告，並已展開諮詢會徵詢
公眾意見。黃金時代基金會(本會)特別於9月20日召開諮詢會議，與本會各委員、
顧問及伙伴機構進行討論及收集意見，集思廣益，為特區政府提供專業建議。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當一個地區６５歲的人口佔全區總數７％，那個社會
便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階段；而當百分比上升至２０％以上，便進入了超老齡化社
會的階段。香港在２０２３年，６５歲的人口已佔全港總數２０％以上。預計在２０３６
年，香港６５歲的人口會升至約３１％。面對香港人口急速老化，香港已踏入臨界
點，制定全盤的人口老化政策已是刻不容緩。

本會特此匯集了民、商、學、科研、專業人士、投資者，以及各利害關係者
，共同攜手探究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和方案。是次會議針對了以下主題及相
關產業進行討論：

1. 黃金時代經濟 (商業及金融)
2. 護理人才的可持續發展
3. 智齡科技
4. 長者膳食
5. 大灣區長者服務
6. 長者住屋
7. 長者照護
8.產業發展

重點建議：成立全新政府部門專責人囗高齡化的政策，研究、策劃、推動、監管及
統籌跨部門協作

現時香港沒有一個中央架構來管理人口老化、長者及金齡人士等相關問
題。醫療體系、環境設計、設施配套、 經濟架構、居家安老、日常生活等問題分散
在政府不同的部門去處理，令到問題很難集中地找到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現在
很多長者服務都被推到勞工及福利局處理，但當整個安老產業沒有造血能力，缺
乏相應的經濟行為，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及其他部門的壓力就只會隨著時
間增加。

本會建議政府成立全新部門來處理核心問題及解決方案。隨著高齡人口
持續增長，市民不同的需要不斷擴大，產生的問題只會越來越複雜，環環相扣。
這個獨立和專責部門作全面和長遠的規劃，打通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渠道和建立
與各持分者的合作。此新部門亦要制訂全面及長遠措施，在福利政策外，更要發
展協作式的營商環境、 服務、及產品。另一方面，此新部門也可以運用不同形式
來幫助公營及私營機構營運長者服務，提供相關的教育、資訊、培訓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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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黃金時代經濟 (商業及金融)

現行政策：

● 政府銀色債券
● 推動安老按揭

建議一）銀色債券

1. ３年年期太短；建議提升至７至１０年
2. 債券限制給６０歲以上人士認購，未能滿足市場需求，建議增加供應

建議二）年金計劃

很少年金計劃會支援到終老，市場有很多延期年金計劃，但是透明度不高，費用
貴。香港資本市場長線債券不多，因此年金計劃得不到需要的資助，而私人市場
亦很難承擔投資風險，導致年金計劃的配合和保障不如理想。

1. 建議深化年金計劃的教育，令更多人明白及了解內容
2. 提高年金計劃的透明度，費用要清晰
3. 與資本市場配合，加長年金計劃時期，減少投資風險

建議三）安老按揭

本會認為現在的安老按揭措施方向良好，例如近年來提升了安老按揭的限額等。
但因這方面的教育比其他投資政策較低，導致很多人對安老按揭卻步。

1. 建議提升安老按揭的教育，令更多人明白及了解內容
2. 提供選擇令安老按揭可以全程按至終老

建議四）退休儲蓄

1. 市場可提供更多投資選項；令市民除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以外，還有其他
低風險及穩定的投資選項，提高市民資金流，作日後退休養老之用

建議五）退休保障

香港缺少退休保障／服務，令退休人士對規劃日後的護理服務有困難。

1. 建議制訂措施，令保險供款可以與護理服務掛鉤，一來幫助護理服務持續
營運，二來可以幫助市民儲錢，對應突發病變所需的資金壓力

2. 參考外國保險措施，可以向保險公司索賠過渡護理照顧服務

建議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是基於就業狀況而定，令非僱員關係的照顧者沒有得到任
何退休保障。

1. 建議擴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來包括非僱員關係的照顧者：
a. 提供自願供款選項
b. 提供帳戶管理

2. 增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投資範圍，以助分散風險，平衡市場波動
3. 提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齡來保障６５歲或以上仍然工作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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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才的可持續發展

現行政策：

● 社會福利署

1. 社福界登記護士訓練課程
2. 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 僱員再培訓局

1. 護老培訓課程
2. 透過“先聘用、後培訓”計劃培訓院舍護理員

建議一）增強教育

長者護理服務在香港經常被標籤為厭惡性行業，且缺乏晉升階梯，令人卻步。

1. 建議加強推廣護理行業的前景、可塑性和可擴展至科技等專業
2. 在高中加入人囗老化、健康管理與關懷長者的科目，培養學生選科前對有

關行業的興趣和，認識
3. 設計及推動新課程，涵蓋創新智齡科技，與傳統護理教學融合為一

建議二）建立事業階梯

香港護理服務發展不完整，晉升階梯前景不明朗，令護理服務行業人才不斷流
失。

1. 本會建議政府可參考日本及臺灣的護理服務晉升階梯， 讓護理工作範圍
擴展至營銷及管理層面。

2. 新增培訓機會，以管理或行政角度為社工及護理人員進行專業培訓，讓他
們可以在營運層面上發展

3. 制訂嶄新課程，讓經驗豐富的金齡人士經過培訓轉行入護理服務

建議三）提高退休年齡，同時把MPF供款同步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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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智齡科技

現行政策：

２０２２年９月政府將申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的資格由資助服務單位擴展
至所有私營或自負盈虧的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令合資格服務單位增加至約２
２００個。基金至今已合共批出約5.2億元，資助約１６００個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購
置或租用超過１３０００件科技產品。

建議一）智齡科技滲透率低

現時香港智齡科技滲透率低，很多安老院舍對應用新科技十分抗拒。

1. 建議增強相關教育。很多護理員年紀老邁，對新科技認識不多，故此擔心
因不能善用科技而製造更多的程序、麻煩和壓力

2. 建議擴展基金申請資格去資助教育課程及培訓給予合資格的金齡人士
3. 現時「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大多用於購買或租用智齡科技，但科技

創新不單止是硬件問題。基金的應用不能只放在購買科技產品上，用家的
教育、產品的推廣、創新的服務、運作程序等，都是讓智齡科技得以落實
的重要環節。

建議二）居家安老的長者及照顧者

1. 建議擴展基金申請資格至包括居家安老的長者及照顧者；制定或放寬程序
，令為居家安老的智齡科技研發公司能夠申請資助來更有效地為護理服
務創新

2. 為居港高齡弱老照顧者提供護理津貼。

建議三）智齡科技的專利

香港智齡科技的使用很多時都被科技的專利性限制，因此有很多國際性的智齡
科技因沒有專利而不能在香港應用。

1. 建議政府制定中介程序， 協助本港市場及創科公司租借或購買科技專利，
使國際性產品也能滲入本港護理服務行業

2. 建議政府以中介身份，與本港的大學、創科公司或私人機構聯手合作，，
從而令本港研發的智齡科技或專利達到國際性層面。私人市場對智齡科
技的投資或發展亦會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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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長者膳食

２０２３年５月，社聯同大學初次制訂全港首份「照護食標準指引」，現時政策或相
關指引集中在身體虛弱的長者上，軟餐服務或產品也只專注在糊餐上。然而香港
大部份長者活動自如，就算患有長期病， 也不至於要進食糊餐。

建議一）多推加社區飲食運動

1. 建議跟兒童餐一樣，飲食業界應提供適合長者食用的膳食；例如微調食物
中的鹽份、添加食物中的水份，加強環境光線、把食物切小塊等等

2. 建議舉行更多像「有營食肆」等運動，讓飲食業界了解市場的需求；並制訂
措施，鼓勵任何參與及對長者友善的食肆，一來可以吸引更多長者外出用
膳，二來幫助業界發展新的利潤中心

建議二）獎勵及推動飲食業界發展長者膳食

1. 建議政府制定推動措施和資助方案，利用跨界專業， 把長者餐的研發交給
飲食業界，利用他們的經驗和專長，把成本降低以達成成本效益，及有效
地把長者餐大量生產，創造新的營商機會

５.大灣區長者服務

現行政策：

現時雖然有很多長者在大灣區居住，但是他們對大灣區的醫療體系信心不足，需
要覆診或看病時最終也會回港就醫。同時大灣區內護老院舍的標準和期望跟香
港不一樣，長者需要時間與當地院舍磨合，造成落差。

建議一）增加醫療配套設施，加強港商在大灣區經營安老服務

1. 建議政府制加強雙方的醫療系統聯繫，以及多加推動本港醫院或大學研
究組織上大灣區培訓和發展

2. 制定支援政策，協助香港業界在大灣區建立新經營模式，把優質護老及醫
療等產業帶到區內

建議二）輸入外籍勞工時，香港同時亦要繼續培訓人才，與外籍勞工有明確的分
工。以免雙方產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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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長者住屋

現行政策：

政府鼓勵在非政府用地上發展安老院的措施：
● ２００３年：推出計劃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院
● ２０１８年７月：只有一宗申請獲批
●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６個特別計劃的項目已經完工並投入服務，另有１個項

目已進入建設階段，預計於２０２４年完工。這７個項目預計合共提供約２９
０個安老服務名額及約１０２０個康復服務名額。

現時很多長者都居住在簡約公屋、劏房、臨時房屋等地方，但是它們的設計並不
適合長者居住，例如浴室的需要空間比較大，居住或移動的方式也不一樣。

建議一）在設計房屋藍圖時，多加對長者友善的設備

建議二）GIC（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用地

1. 建議政府利用GIC（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用地，與私營
機構合作，策劃及建立金齡社區。

2. 建議政府放寬措施，提供特別規劃地積比率給地產發展商，鼓勵他們在屋苑
內建設長者友善設施，同時政府也不必拿出額外費用來支援及推動此政
策

７.長者照護

現行政策：

● 居家安老
● 地區康健中心
● 容許夫妻共用長者醫療券，並擴大適用範圍。另推出先導計劃，把現時每

年２０００元醫療券有條件增至２５００元，鼓勵使用基層醫療服務

建議一）多加注重長者精神健康

1. 據估計，大概每8位長者中即有一位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等常見精神障
礙。建議多加注重長者精神健康

2. 增加地區健康中心和相關設施或放寬鍵績效指標(ＫＰＩ)人數數目；現時長
者醫健中心因設有鍵績效指標，在人手短缺情況下，地區健康中心沒法深
切地了解及舒緩長者的身心需要。很多時長者的身體需求因相對地容易
處理，所以被優先處理，精神需求相對上被忽略

建議二）長者牙科保健

1. 增加長者牙科專用醫療券的上限。牙齒健康不祇影響長者進食，還會影響
其他器官，不容忽視

2. 制訂或推廣長者醫療保險去擴大至包含長者牙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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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安老產業發展

現時政府的政策都是專注在幫助基層長者。本港有大批學歷高又具消費能力的
中產金齡人士，但市面上卻缺乏相應的服務及產品。

建議一）本會建議將安老產業納入為產業發展的板塊之一。
安老產業是朝陽行業，發展潛力龐大。本會曾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助

發展安老產業。但因香港六大產業的政策不包括安老產業，商經局難以獨力推
動。政府應支持安老產業的發展，應對本地和鄰近市場的龐大需求。

如需進一步了解各建議方案，本會樂意詳細解釋，歡迎與我們市場推廣經理，陳
佩詩（電話：5217 9833）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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