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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立 法 會 CB(2)770/14-15(06) 至 (07) 、

CB(2)820/14-15(01) 、 CB(2)1062/14-15(01) 至

(05) 、 CB(2)1107/14-15(01) 至 (02) 、

CB(2)1143/14-15(01) 至 (08) 及

CB(2)1149/14-15(01)至 (02)號文件 ] 
 
  應主席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下稱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 ")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員

簡介安老事務委員會 (下稱 "安委會 ")就引入長者

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下稱 "院舍服務券

計劃 ")進行的可行性研究 (下稱 "可行性研究 ")的
背景及進度。  
 
(在上午 8時 42分，由於主席缺席，會議由副主席
主持。 ) 
 
2.  副主席邀請團體／個別人士陳述意見。

共有 23個團體／個別人士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

綜述於附錄。  
 
(在上午 9時 33分，主席於團體表達意見時接手主持
會議。 ) 
 
政府當局回應團體的意見  
 
3.  顧問團隊首席研究員羅致光博士表示，

儘 管 社 會 上 對 促 進 " 居 家 安 老 " 的 政 策 目 標 已 有

共識，資助住宿照顧服務輪候時間漫長的問題應予

解決。根據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資助住宿照顧

服務中央輪候冊 (下稱 "中央輪候冊 ")上過半數長者

會選擇留在社區中生活，即使他們於受訪時已獲

編配資助宿位。至於現時居於非資助宿位並正在

輪候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當中三分之一表示

不想遷往另一間安老院舍。研究引入院舍服務券

計劃的可行性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提供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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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讓合資格長者可揀選切合他們需要的住宿

照顧服務。顧問團隊又察悉，政府當局會繼續致力

增加資助住宿照顧服務名額的供應。至於對在院舍

服務券計劃下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的關注，他表示，

顧 問 團 隊 正 探 討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轄 下 成 立 的 專 責

小組提供上述服務，並會就此提出建議，供政府

當局考慮。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經整理後，將會

提交予安委會轄下的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工作小組。  
 
4.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因應 "居家

安老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的政策目標，政府當局

會繼續改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加強支援護老者，

以及透過制訂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就安老服務作出

長遠規劃。與此同時，政府當局會繼續致力爭取合

適用地興建合約院舍，以及跟進在私人土地作福利

用途特別計劃下的工程項目，藉以解決資助住宿照

顧服務輪候時間漫長的問題。此外，政府當局計劃

研究推行擬議的院舍服務券計劃，讓長者 (包括在

中央輪候冊上並正依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居於非資助宿位的長者 )接受更佳的服務。

當局亦期望院舍服務券計劃可提供誘因，鼓勵私營

安老院舍提升其服務水平，同時讓長者及其家人有

更多選擇，並加強監控院舍為他們提供的服務。

顧 問 團 隊 會 就 院 舍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設 計 向 安 委 會

提出建議，以供考慮。  
 
討論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目標  
 
5.  鄧家彪議員察悉到，長者若對安老院舍的

位置沒有特別要求，在改善買位計劃下所提供的

資助宿位，平均輪候時間通常約為 7個月或以下；

他質疑是否有需要推行院舍服務券計劃。勞福局

常任秘書長解釋，政府當局現時須付款予安老院

舍，以在改善買位計劃下購買宿位，不論有關宿位

是否有長者入住，而合資格長者只可選擇那些參加

改善買位計劃的安老院舍。為提高在提供住宿照顧

服務方面的靈活性，並給予長者更多住宿照顧服務

的選擇，政府當局參照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

計劃，建議以試行方式推行院舍服務券計劃。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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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服務券計劃下，政府當局無須就未編配的住宿照

顧服務名額付款。此外，長者可選擇由合資格私營

及自負盈虧安老院舍所提供的服務，此等服務或許

更能切合他們的需要，因而特別有助鼓勵私營安老

院舍提升服務水平，以吸引更多長者使用其服務。  
 
6.  鄧家彪議員察悉，中央輪候冊上部分長者

或 許 無 法 自 行 決 定 院 舍 服 務 券 計 劃 是 否 適 合

他們，例如沒有親人並已入住私營安老院舍的認知

障 礙 症 長 者 。 他 質 疑 院 舍 服 務 券 計 劃 如 何 幫 助

他們。勞福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參照推行廣東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所得的經驗，負責工作員會

協助向長者及其家人解釋擬議計劃的細節，讓他們

作出明智的決定。當局不會在未經長者的同意下，

把他們遷往新的生活環境。  
 
參與院舍服務券計劃的服務機構的質素  
 
7.  張超雄議員表示，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六十

三號報告書，就空間和人手要求而言，私營安老院

舍的服務水平遠低於津助／合約安老院舍。即使在

改善買位計劃下的安老院舍甲二級宿位已提升為

甲一級宿位，其服務仍未能與津助／合約安老院舍

的宿位相比。鑒於服務水準是長者在選擇安老院舍

時的主要關注事項，而居於私營安老院舍的長者

一般不打算改變其生活環境，他質疑，對於改善

買位計劃下的安老院舍，院舍服務券計劃能否提供

足夠誘因，鼓勵這些院舍提高其服務水準。  
 

 

 

 

 
政府當局 

8.  鄧家彪議員察悉，現時約有 11 000個空置非

津助護理安老宿位；他質疑，當局發出 3 000張住宿

照顧服務券，如何協助改善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

質素。為進一步考慮這方面的情況，他要求政府當局

在事務委員會訂於 2015年 3月 28日就院舍服務券計

劃舉行特別會議 (下稱 "事務委員會下次特別會議 ")
之前提供分項數字，列明 11 000個非資助護理安老

宿位的人均生活空間及所提供的人手數目，以及

正 輪 候 資 助 護 理 安 老 宿 位 並 居 於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非資助宿位的 5 968名長者每月獲發綜援金的實際

款額。勞福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十分重視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成效。安委會已獲邀就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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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計劃的設計提供建議，並強調須提高透明度、個案

管理服務及監察機制等，以助透過推行院舍服務券

計劃來提高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水平。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5年
3 月 2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144/14-15(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院舍服務券計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影響  
 
9.  鄧家彪議員認為，提供足夠的社區照顧
服務，可有助減低長者對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
就此，他表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下稱
"社區服務券計劃 ")部分服務機構曾反映，鑒於擬議
的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價 值 將 約 為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價值的兩倍，或會誘使部分社區服務券計劃參加者
轉而參加院舍服務券計劃。他呼籲政府當局考慮
提 高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的 價 值 至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券
價值的水平，以更好地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勞福局
常任秘書長強調，政府當局的政策用意並非要以
住宿照顧服務取代社區照顧服務。加強社區照顧
服務雖可減低長者對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但政府
當 局 同 時 察 悉 ， 有 長 者 正 在 輪 候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務，而且輪候時間相當漫長。政府當局會繼續
致力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資助住宿照顧服務
名額的供應。當局建議以試行方式推行院舍服務券
計劃，讓長者 (包括已入住私營安老院舍的長者 )
接受較佳的服務。社區照顧服務的範圍及成本與
住宿照顧服務各有不同，故此兩者服務券的價值
並非定於同一水平。  
 
10.  張超雄議員讚揚政府當局在改善長期護理
服務方面所作的努力。不過，他關注到，編配予住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公 共 資 源 遠 遠 高 於 編 配 予 社 區 照 顧
服務的款額。鑒於住宿照顧服務券可讓長者在安老
院舍獲得經常照顧，家人或會要求他們所照顧的
長者選擇住宿照顧服務券，而非每星期僅可提供約
3天社區照顧服務支援的社區照顧服務券。他恐怕
推行院舍服務券計劃會鼓勵更多長者入住院舍，
有違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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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欣悉，大部分長者希望

居家安老。政府當局會繼續加大力度，改善社區

照顧服務及對護老者的支援。與此同時，當局推展

院舍服務券計劃，目的在於幫助中央輪候冊上的長

者，包括入住私營安老院舍並正領取綜援的長者，

讓他們可獲得較佳的住宿照顧服務。政府當局會仔

細評估院舍服務券計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影響，以

及該計劃會否導致長者過早入住院舍。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設計  
 
12.  梁耀忠議員表示，鑒於社區照顧服務嚴重

短缺，政府當局應考慮把為期 3年的試驗期縮短至

一或兩年，並編配該筆預留作推行院舍服務券計劃

的 8億元的其中一部分來加強社區照顧服務。倘若

政府當局決定不縮短試驗年期，他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所持的理據。勞福局常任秘書長重申，政府

當局會繼續致力改善社區照顧服務，同時亦有需要

嘗試及推行不同的措施，以滿足有需要接受資助

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的服務需要。編配院舍服務券

計劃部分資金來改善社區照顧服務，會對那些輪候

資助住宿照顧服務名額已有一段長時間的長者不

公平。亦有意見認為，對於長者、其家人及服務機構

來說，院舍服務券計劃是一項嶄新的安排，為期3年
的試驗期實屬恰當，因其可全面測試計劃的成效。

儘管如此，她會把梁議員對試驗年期的關注轉達

安委會，以供考慮。  
 
13.  張超雄議員認為，為避免出現利益衝突，

住宿服務券計劃及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下的個案

管理服務，應由第三者而非服務機構提供，以便向

長者提供建議，為他們爭取最大利益。他促請政府

當局參考海外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勞福局常任

秘書長表示，她會把張議員的意見轉達顧問團隊及

安委會，以供考慮。  
 
14.  梁耀忠議員表示，很多團體及長者反映，

當局應給予他們多些時間和渠道，以表達對院舍服

務券計劃的意見。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地區層面

就該計劃進行更全面的公眾諮詢。羅致光博士回應

時表示，顧問團隊已於 2014年年底與持份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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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並於 2015年年初進行公眾諮詢，以搜集

持份者對院舍服務券計劃的意見。顧問團隊在這些

場合接獲的意見和建議，與委員及團體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所提出的大致相同。倘在事務委員會下次

特別會議上沒有接獲新的關注及建議，或許沒有

需要延長諮詢期。  
 
總結  
 

 
 
 
 
 
 
 
 
 
政府當局 

15.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表示，委員及團體對院舍

服務券計劃意見紛紜。一方面，大多數委員及團體

認為，當局倉促進行院舍服務券計劃的工作。此外，

亦有關注指，住宿照顧服務與社區照顧服務兩者在

政策上互相衝突，以及在社區服務券計劃仍在進行

檢討期間探討院舍服務券計劃的可行性，在時間上

是否合適。另一方面，部分團體認為，推行院舍服務

券計劃可有助改善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水準。主席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向安委會提交院舍服務券計劃

顧問報告時，亦把報告提交事務委員會，以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安委會將會如何推展院舍服務券計劃。

他又要求政府當局邀請安委會的主席或代表出席

事務委員會下一次特別會議。勞福局常任秘書長

回應時表示，主席的邀請及要求會轉達予安委會，

以供考慮。  
 

(會後補註：安委會副主席出席事務委員會

在 2015年 3月 28日就院舍服務券計劃舉行

的特別會議。 ) 
 
 
II. 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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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5年 3月 23日 (星期一 )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特別會議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團體／個別人士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  

 
1.  民主建港協進聯

盟  
 

 對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下稱 "院舍服務

券計劃 ")表示支持。  
 為 提 高 服 務 水 平 ， 安 老 院 舍 應 增 聘 護 理 員 及 註 冊

護士、加強培訓員工，以及改善投訴機制。  
2.  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聯盟  
 

 立法會CB(2)1062/14-15(01)號文件  

3.  自由黨青年團  
 

 對院舍服務券計劃表示支持。  
 政 府 當 局 應 制 訂 有 關 長 者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及 在 公 共

租住房屋提供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政策。當局亦應

考 慮 容 許 參 加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的 安 老 院 舍 輸 入 外 地

工人，以解決人手短缺問題。  
4.  香港安老服務協

會  
 對院舍服務券計劃表示支持。  
 所有安老院舍應獲邀參與院舍服務券計劃。  
 當局應提供更多誘因，鼓勵多些私營安老院舍參加

改善買位計劃。  
5.  長者服務大聯盟   對院舍服務券計劃表示支持。  

 由於資助金額不同，購買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

與居於改善買位計劃下私營安老院舍的長者，獲得

不同水平的服務。  
 鑒於住宿照顧服務嚴重短缺，當局應盡快推行院舍

服務券計劃。  
6.  爭取資助院舍聯

席  
 立法會CB(2)1107/14-15(01)號文件  

7.  嚴重弱智人士家

長協會  
 立法會CB(2)1143/14-15(01)號文件  

8.  葵涌邨居民權益

關注組  
 立法會CB(2)1143/14-15(02)號文件  

9.  工友權益聯社   立法會CB(2)1143/14-15(03)號文件  
10.  救世軍護老者協

會  
 立法會CB(2)1143/14-15(0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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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  
 立法會CB(2)1062/14-15(02)號文件  

12.  香港老人權益聯

盟  
 院舍服務券計劃未能協助在社區中生活的雙老家庭。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資金應用來增加其他形式的資助

宿位的供應。  
13.  新民黨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成效取決於安老院舍的服務質素。

 政府當局應制訂具體措施，協助改善住宿照顧服務業

的服務質素。舉例而言，當局應加強職業訓練，並輸入

外地工人，以解決安老院舍人手短缺的問題。  
14.  關注家居照顧服

務大聯盟  
 立法會CB(2)1062/14-15(03)號文件  

15.  香港社會保障學

會  
 鑒於大部分長者均希望居家安老，院舍服務券計劃的

資金應用來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16.  香港長者活力協

會  
 立法會CB(2)1143/14-15(05)號文件  

17.  林漢煒先生   反對院舍服務券計劃，因為該計劃的目標及受惠對象

有欠清晰。  
 政府當局應就提供安老服務制訂全盤計劃。  
 院舍服務券計劃的建議，應在檢討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後再予考慮。  
18.  潘瓞梅女士   反對院舍服務券計劃，因為當局倉促進行該計劃的

工作，以致尚有很多問題未獲解決。  
 資源應用來向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提供援助。  

19.  黃玉清女士   反對院舍服務券計劃，因為對於由護老者照顧及沒有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來說，該計劃的幫助

有限。  
20.  崔二女女士   關注到院舍服務券計劃下安老院舍的服務質素，以及

在 3年試驗期屆滿後對參加計劃的長者有何安排。  
21.  將軍澳民生關注

會  
 立法會CB(2)1149/14-15(01)號文件  

22.  鄺永泰先生   立法會CB(2)1149/14-15(02)號文件  
23.  張榮燦先生   鑒於長者對香港的發展有所貢獻，政府當局應回應

長者對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並加強社區照顧

服務，以協助長者在社區中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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