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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資助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每年有超過五千名在輪候冊上的長者未獲分配院舍

已經逝世。此外，現時香港安老院舍的人均面積小、人手短缺。隨著廣深港高速鐵路

及港珠澳大橋分別於 2018年 9 月及 10 月正式開通，香港人可以更便捷地往返粵港澳

大灣區 (「大灣區」) 各城市，為香港長者增添了一個安老的選擇。大灣區的安老服務

具備長者福利完善、院舍床位數目不斷增加、人手比例高及交通便利等優勢。對香港

的長者而言，於大灣區安老需要重新適應新環境，以及面對粵港醫療水平的差異，令

部分香港長者卻步，但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合作及交流有助改善上述問題。另外，香

港安老業的人才培訓亦有待加強，以吸引更多年青人投身安老事務，以進一步優化香

港的安老業人手比例及服務質素。 

KEYWORDS: 粵港澳大灣區、安老服務、人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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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愈趨嚴重，而政府的長者安老政策未見成效。因此在現有的資源

下，香港長者要安享晚年究竟有何選擇？隨著廣深港高速鐵路及港珠澳大橋分別於

2018 年 9 月及 10 月正式開通，香港人往返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各城市更加方

便，這對香港長者安老有重要啟示。此文主要探討大灣區安老對香港居民的啟示。 

 

2. 香港安老院舍的現況香港安老院舍的現況香港安老院舍的現況香港安老院舍的現況 

2.1. 資助院舍輪候時間長資助院舍輪候時間長資助院舍輪候時間長資助院舍輪候時間長 

香港社會福利署截至 2018年 9 月 30 日的數據顯示，香港共有二萬七千多個資助安老

院、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宿位 (社會福利署，2018a)。而非資助宿位 (包括自負盈虧院

舍及合約安老院舍、私營安老院) 則有超過四萬七千個，佔全港安老院舍宿位百分之六

十三。而 2011-2012年度至 2015-2016年度期間，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宿位的平均輪候

時間分別為 26個月及 20個月。不過，從 2011年起至今長者在輪候院舍期間離世的每

年平均人數超過 5600人，七年間有上升趨勢。此外，私營安老院可參與社會福利署推

行的「改善買位計劃」，而平均入住率為百分之九十一 (新聞公報，2018)。反觀，沒

有參與此計劃的平均入住率為百分之八十三。這反映香港的資助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

足，供不應求，使長者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時間延長。 

 

2.2. 安老院舍人均面積安老院舍人均面積安老院舍人均面積安老院舍人均面積小小小小 

根據香港安老院規例 (香港法例第 459章)，安老院按每名住客計算的最低面積為 6.5平

方米。反觀，澳洲法例規定每名安老院舍住客的最低面積為 12 平方米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2013)。基於土地短缺，香港的安老院舍大多以法例規定的

最低面積為標準，為長者提供服務。這顯示香港安老院舍的最低人均面積相對小。但

人均面積小對長者的身心均有影響，太擠擁可能對長者的健康構成負面的影響，以及

影響了長者之間的私隱，從而影響長者的心理健康 (Tao et al., 2018)。因此，作者建議

最理想的人均面積為 1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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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致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的原因導致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的原因導致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的原因導致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的原因 

3.1. 安老院舍宿位不足安老院舍宿位不足安老院舍宿位不足安老院舍宿位不足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 (2017) 指出，從 2011-2012年度至 2015-2016年度期間，資

助護理安老院宿位及資助護養院宿位的數目均上升，分別上升百分之四至二萬三千個

及百分之三十至三千六百個。不過，對比 2011-2012年度至 2018年 9 月 30 日，全港

安老院舍所提供的宿位總數則有輕微下跌趨勢，下跌接近百分之三至七萬三千個。反

觀，長者人口從 2011 年的九十四萬多人增至 2016年一百一十六萬人，增幅接近百分

之二十四 (政府統計處，2018)。這反映縱使資助安老院舍宿位增加，但尚未能應付輪

候冊上眾多長者申請人的需求。加上香港安老院舍的宿位未能跟上長者人口的升幅，

導致長者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時間更長。 

 

3.2. 安老院舍人手不足安老院舍人手不足安老院舍人手不足安老院舍人手不足 

除了安老院舍宿位不足以應付長者人口的升幅外，安老院舍的前線人手不足亦增長了

長者輪候安老院舍的時間。而資助安老院舍服務員及其他職位空缺率超過百分之十五 

(新聞公報，2017)，人手不足令安老院舍未能容納更多長者，也未能興建更多安老院

舍。此外，香港法例對三類安老院舍 (包括高度照顧安老院、中度照顧安老院及低度照

顧安老院舍) 的人手安排，有法例規管的最低員工數目 (社會福利署，2013)。任何安老

院都需要一名主管，而高度及中度照顧安老院則每 40 名住客便需要一名助理員，而低

度照顧安老院則每 60 名住客需要一名助理員。護理員的人手方面，只有高度照顧安老

院規定不同時段需要不同人手的數量。保健員的人手方面，高度照顧安老院則每 30 名

住客必須有一名保健員，中度照顧安老院則每 60 名住客才需要一名保健員。護士的人

手方面，在沒有保健員的情況下，高度及中度照顧安老院分別需要每 60 名住客有一名

護士及在任何情況下需要一名護士。這反映香港的安老院舍人手非常不足。基於最低

員工數目的規定，一名照顧員需要照顧多名長者，除了對吸引新人入行有負面影響

外，亦影響照顧長者的服務質素。Shah (2017) 指出安老機構人手不足，令員工壓力增

加，從而影響對長者的照顧。因此，安老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亦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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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 

4.1. 長者福利長者福利長者福利長者福利 

近年，香港政府開始鼓勵長者前往廣東省居住，並設立「廣東計劃」，向 65歲或以上

選擇移居廣東省的合資格香港居民每月發放現金高齡津貼 (社會福利署，2016)。再

者，如果連續領取綜援金的長者預算到廣東省或福建省長期居住，便可申請綜援長者

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合資格的長者每月可獲發一次的標準金額及每年一次的長期

個案補助金 (社會福利署，2018b)。因此，政府提供的福利津貼有助減輕長者前往廣東

省安老的經濟負擔。此外，現時香港有兩所安老院分別由香港復康會及伸手助人協會

在深圳及肇慶營辦，並參與了香港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向已在輪

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提供食宿、護理等資助，讓長者可以更快入住安老院

舍，盡快得到身體及心靈上的照顧 (社會福利署，2018c)。 

 

4.2. 安老院舍床位數目不斷增長安老院舍床位數目不斷增長安老院舍床位數目不斷增長安老院舍床位數目不斷增長 

除了以上兩間在大灣區的安老院舍可供香港長者選擇外，「第一養老」在大灣區營運

連鎖安老院，提供大量宿位，主要為高齡、失能、失智長者提供安老生活 (深圳第一養

老，2016)。雖然現時沒有整個大灣區安老院舍的確切數據，但廣東省擁有超過二千七

百所安老院舍及超過四十三萬張床位 (廣州市民政局，2017)。其中，在大灣區內的廣

州市、佛山市及珠海市分別有五萬多、近三萬及近四千床位 (周劍倩，2016)。再者，

廣東省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導，期望在 2020年實現全廣東省的養老床位達五十五萬

張，期望社區養老服務設施的覆蓋率達百分之一百 (廣東省民政廳，2016)。由此推

斷，大灣區各城市將逐漸增加更多安老院舍的床位，應付供不應求的情況，也為香港

長者提供一個安老選擇。 

 

4.3. 安老院舍人手比例高安老院舍人手比例高安老院舍人手比例高安老院舍人手比例高 

上述兩間參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的安老院舍已通過「香港安老院舍

評審計劃」的認證。根據認證於人手方面的要求，一名護理員需要照顧五名長者 (香港

老年學會，2018)。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安老院舍在護理人手方面著重人手比例，以

達至最佳的護理照顧。除了身體上的照顧外，院舍亦有駐院社工提供全面的心理照

顧，務求為長者提供全面的護理，以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另外，廣東省人民政府辦

公廳 (2018) 已開始規定安老服務的人才培訓，鼓勵向從事養老工作的人員提供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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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完善職業技能等級及薪酬待遇，讓從事養老服務的人員有可觀及固定的收入，以

吸引更多年青人加入安老行業。除了薪酬制度外，擴大養老技能培訓至不同院校，亦

有助吸引及提升養老服務的人手。 

 

4.4. 院舍環境優勝院舍環境優勝院舍環境優勝院舍環境優勝 

相比之下，香港大部分安老院舍位於住宅大廈的樓層，大灣區的安老院舍則是以一幅

土地興建，其住宿環境 (包括空氣、面積等)，也比香港的院舍優勝。住宿環境面積

大，可以令長者有更多空間獲得照顧，還可以提升私隱度，長遠對長者的身心健康有

幫助。另外，大灣區安老院舍人員的方言以粵語為主，香港長者可以有效地與院舍的

員工溝通，言語溝通方面不成問題。 

 

4.5. 入住價格較低入住價格較低入住價格較低入住價格較低 

在香港入住資助安老院舍每月需要支付近港幣二千元，而私營院舍則需要支付港幣四

千五百至二萬元不等，但院舍的服務水平及住宿環境非常參差  (消費者委員會，

2015)。相比之下，大灣區提供的安老院舍每月收費則比較便宜，由人民幣二千至六千

元不等。由於有「廣東計劃」的資助，香港長者不需要支付昂貴的住宿費，亦可享有

較佳的服務水平。 

 

4.6. 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 

廣深港高速鐵路及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有助香港人更便捷地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

高速鐵路貫通中國各地，從香港乘坐高速鐵路至肇慶只需兩小時，加上安老院舍鄰近

高鐵站，有助在大灣區城市養老長者的家人前往探望。 

 

5. 往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問題往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問題往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問題往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問題 

5.1. 長者需重新適應新環境長者需重新適應新環境長者需重新適應新環境長者需重新適應新環境 

香港長者需要重新適應新的居住環境，是他們不前往大灣區養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

們居港多年，已適應社區的交通、娛樂、膳食等方面，所以他們未必願意重新適應新

的居住環境。加上長者習慣與社區內的其他長者生活，轉換居住地點可能影響長者的

社交圈子，從而令長者對大灣區安老卻步。因此，粵港兩地有需要加強推廣香港長者

到大灣區安老，例如舉辦參觀內地安老院舍的活動，讓他們親身了解大灣區的環境。 



HKCCHP Working Paper Series: HKCCHP/WP/2019/001 

 
6 

5.2. 醫療水平差異醫療水平差異醫療水平差異醫療水平差異 

陳潔、王潤良 (2018) 指出香港人拒絕異地安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於不信任內地的醫

療體系。加上香港長者在內地無法使用香港醫療券等醫療福利，導致部分長者不選擇

到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因此，粵港兩地之間的醫護合作及交流有助促進內地醫療的發

展，從而加強香港長者對內地醫療服務的信任。 

 

6. 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對香港安老業的啟示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對香港安老業的啟示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對香港安老業的啟示粵港澳大灣區安老對香港安老業的啟示 

資助安老院舍輪候時間長、服務水平參差、安老人手短缺均是香港現時安老業面對的

問題。縱使大灣區能夠為香港長者提供其他安老的選擇，但香港安老業界亦可以於多

方面改善服務質素。雖然土地不足的問題導致安老院舍人均面積小，但香港人手短缺

的問題可以參考廣東省的養老培訓政策，吸引更多人才為安老業界服務。香港的人才

培訓可以從課程出發，提供專業資格證書及學位課程，讓有興趣人士在獲取證書後更

容易投入安老行業，並提升安老服務的水平。此外，提高安老行業的起薪點及改善晉

升前景，亦能為投身安老行業的年輕人提供更清晰的目標。 

 

7.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現時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十分嚴重，如果政府未能及時提供有效的解決措施，有關問

題仍會於往後數十年繼續困擾香港。大灣區為香港長者提供了多一個安老選擇，輪候

時間既不太長，亦可獲得更佳的護理。再者，「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能

為長者提供經濟資助，一來讓長者以低價入住大灣區的安老院舍，還可以為長者提供

其他經濟援助。因此，香港長者往大灣區的安老院舍安老，是解決香港長者輪候安老

院舍各式問題的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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