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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會福利界一直重視長者「居家安老」的信念。我們贊同當長者有「長期護

理需要」，但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在家居環境得到適切照顧的時候，他們必

須要得到合理的支援，包括日間或住宿照顧服務。 
 
過往幾年，除社會福利界外，長者及其家屬都就「住宿照顧服務」提出客觀

的分析和具體的訴求。本會亦於 2月初就有關 08／09 年度財政預算，分別

向部門及公眾表達了有關建議1，在此不再詳述。 
 
本文件主要向委員提出本會對「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關注，以及反映其對

長者的影響。 
 
1. 關注宿位輪候名冊上長者的現況 

 
目前有接近 6300名長者正在輪候資助護養院宿位，其平均輪候時間約為 47
個月，以最新獲編配宿位者的服務申請日期，女性為 2003 年 1月，男性為
2004 年 8 月

2。對一個嚴重缺損，未能自我照顧而需要護養院宿位的長者而

言，這 4至 5年間，面對身體機能的變化，又得不到服務編配，長者及照顧

者的壓力實在無法想像。 
 
審計署於 2002年 3 月公佈的第 38 號報告書中，也曾指出護養院的輪候時間

長久，實不理想，當時輪候期只不過是 16 個月。由此可見，這五年期間，

申請人「滯留」的現況每況越下。雖然本會無法得知及並沒有任何渠道了解

申請人的住處分析和這數年的變化（例如可成功得到服務、等待期間逝世）；

但同類之分析，審計署曾經用於了解療養宿位輪候名冊的長者上，本會認為

委員值得就輪候護養院的長者作出詳細了解。需要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是不

能長期地得不到適切服務。 

 

                                                 
1 目前有超過 2萬 2千名長者等候入住安老院舍，一般要輪候三年，社聯建議撥款 8.6 億，增加

8000院舍宿位。 
2 參考社會福利署網頁 



本會促請委員深入了解護養院服務嚴重不足的情況，並且就政府目前沒有就

護養院宿位訂定規劃比率作出跟進。 

 

2. 關注護士人手不足，住宿照顧服務困難重重 

 

近年來，安老服務一直都關注護士人手不足的問題。面對護理服務的需求有

增無減，但護士流失及人手供應持續不足，機構難以平衡服務質素。繼 2005
年後，社聯於 2007 年中，再次進行一項護士人手狀況調查，回覆機構共 45
間，佔社聯安老服務會員機構的全部。結果顯示截至 2007 年 5月，登記護
士短缺數目為 701個，註冊護士短缺數目為 54個，佔了認可人手編制的 49%
和 13%；若再加上 08-09 年預期的人才流失，例如填補將退休護士、安老院

舍轉型和增加單位數目後的額外人手需求等，登記護士必須額外增加 200
人，註冊護士必須額外增加 209 人；而 08-09 年整體護士短缺將高達 1184
人。另外機構回覆由 2007 年 2月至 5月期間的離職人數有 113人，當護士
離職後機構平均需要 3.7個月才可成功聘請到另一位合適護士填補崗位。 
 
人手供應不足所帶來的惡果，受影響的當然是服務使用者及團隊中的工作人

員，而機構根本無法獨力提高比較吸引的招聘條件應付問題，這是一個十分

嚴重的惡性循環，整個社福界的護理服務，已經面臨重大人力不足的危機。 
 
本會建議： 
(1) 制訂長遠的護理人手訓練策略，一方面增加現時特別為「社福界登記護

士訓練課程」的名額，讓長者服務營辦機構可推薦更多員工進行培訓； 
(2) 另方面開拓登記護士的訓練途徑，例如重開護士學校、提供兼讀制登記

護士培訓課程、與健康護理的副學士課程銜接等。 

(3) 當局亦需增加註冊護士的培訓名額。 
(4) 另外，當局必要協助資助機構解決醫院與社福界兩者因制度不同，而帶

來護士薪酬和福利條件的待遇差距，吸引現職護士投身及留在社福界工

作。 

(5) 社福界強調政府與教育團體合力探討及創設介乎保健員與登記護士之間

的新職系，經適切培訓以專職在福利機構內承擔護理工作，而社福界亦

可作出配合，提供實習機會及銜接業出路。 

 

 
3. 關注未來療養及長期護理宿位安排 
 
按社會福利署二零零八年一月向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長者服務小組委員



會提交文件3第13段指出，署方將會提升現時津助安老院舍內部分宿位的規

格，以提供療養照顧，稍後將會於2008年第二季向福利事務委員會提出有關

建議。業界非常關注事態發展，本會就社署提議以2千萬，將目前29間提供
580個療養宿位名額4的護理安老院，轉型為29間護養院5，並且以該牌照的

運作常規作分析。結果發現提議轉型後療養院宿位的成本將會是每月＄

136236，相比2002年審計署估計的成本還要降低27%7；業界再次比較由醫管

局提供的療養院宿位每月成本＄30000以言，這是業界不能接受的方案，不

合理的成本計算，不但不能夠維持服務，結果還要犧牲服務質素，本會將會

未來數月繼續與社署商議有關提議。 
 
本會認為社署應全面檢討：－ 

i. 護理安老院、護養院、療養院的角色和服務銜接，以及服務輪候及

短缺情況；  

 

ii. 並且建議當局應有系統及科學化地計算成本和編定長期護理宿位

的人手比率。相信須以長者個人為本，以其身體殘弱的程度及所需

之護理服務作指標，定期檢討和相應發放不同類別服務的資助金

額，這才能保障體弱長者能夠得到適切的服務。 

 

                                                 
3 立法會CB(2)835/07-08(01)號文件 
4 自 1986 年，政府已經在福利界的護理安老院加設療養單位，為達到療養程度但仍等待進入醫

院管理局療養院的長者提供服務。目前共有 29個療養單位，照顧 580位療養長者。 
5 持有衛生署護養院牌照 
6 ＄5950（護理安老院每月津助，以人工中位數計算）＋＄4800（療養個案補助金每月數額）＋

每年 2千萬（580個案） 
7 ＄12930（護養院每月津助）＋＄5695（療養個案補助金每月數額）（審計署 2002 年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