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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媒體報道有關劍橋護老院
位於大埔運頭街的護老院，有

院友被職員推出露天平台上被脫去衣
服，全裸或半裸長達超過一小時輪候
洗澡一事，事件令各關注長者民間團
體非常關注，社會亦再度聚焦私營安
老院舍（私院）的經營手法與長遠安
老事務發展。

政府過去 10 多年來，傾向透過
引入自由市場主義，以「錢跟人走」
的概念解決住院服務的問題，但
事件加強社會上對私院服務水準
極大的質疑，亦促使政府宣佈延
遲原擬於本年推行的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而特首在去年施政報
告提出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在兩年內
作出規劃，政府應如何投放資源
在長者長期照顧中的居家安老與
住宿照顧亦成為業界非常關心的
議題。

截至 2014 年 3 月底，全港
共有逾 70 0 間安老院舍提供
75,000 個宿位，當中資助宿位佔
近 35%，非資助宿位則佔約
65%。而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服
務名額嚴重不足，據審計署資
料，有關宿位的平均輪候時間逾
30 個月，或變相推高私院的服務
需求，結果私院未必需要改善服
務，也能吸引客源。是次事件，
正好帶來契機，令政府及公眾重
新思考檢討安老牌照條例、是否
有必要增設獨立的評審機制、以
及能否調配社會資源，協助改善長者
居家服務，讓長者真正安老。

《安老院條例》自於 1996 年生
效，條例一向被指標準定立過低，而
條例自生效至今從沒有就主體內容作
出修訂。現時的《安老院條例》及《安
老院實務守則》內並沒有具體列明違
反守則內各類不同項目的罰則，只概
括地指任何人如違反條例的內容可處
第6級罰款及監禁2年。

政府必須從速檢討條例，除人
均面積外，人手比例、膳食安排和照
顧護理等，亦須因應時代轉變的要求
基準作出檢討及修訂。政府應就《安
老院條例》及《安老院實務守則》進
行檢討，清晰指出院舍管理層及其員
工對住院長者有法定謹慎責任，並明
確列出罰則。目前的條例只約束營運
者，並未直接對住院長者作出法律保
障，在檢討時應研究能否在條例上加

上相關條款，使嚴重疏忽照顧住院長
者的行為成為刑事罪行。

社會對於此類事件須以零容忍
尺度處理，既有牌照條例的要求，政
府應做好監察的責任。據傳媒報道，
社會福利署稱過去 5年就該院舍曾接
到 12 宗投訴，突擊巡查 96 次，共
發出15封警告信，但都沒有被檢控。
根據社署網頁，過去 24 個月，只有
7 間安老院舍被成功檢控，檢控率極

低。而社署的所謂突擊巡查大部份根
本不是突擊，而是預約。即院舍會預
早收到社署的巡查通知，院舍有充足
時間應付巡查。

社署可增加人手，加強真正的
突擊巡查，向公眾承諾突擊巡查次
數，顯示改善決心。政府必須嚴懲執
法，在有安老院舍營運失當或嚴重違
規時，吊銷其牌照。香港亦可倣效澳
洲的經驗，運用民間的力量進行監

察，設立民間院舍巡查隊，根據政府
牌照規定，訂立檢視清單巡查，為住
院長者發聲，倡導院舍服務改善。

從報章看到，有部份家人認為
「間間老人院差不多，冇得揀」。政
府、民間及團體有責任要糾正觀念，
家人應該有消費者意識，「要識揀，
不揀劣質院舍」。假若今次冲涼事件
是兒童院，社會會有什麼反應？為何
發生在無自顧能力的長者身上，家人
或社會人士會覺得是無可奈何丶無得
選擇？就是因為社會對長者尊嚴和私

隱重視不足，才縱容了無良的照顧機
構覺得事情「不算嚴重」。

政府應向公眾持續教育有關長
者基本權利，政府應在《安老院實務
守則》上規定住院長者入宿時向院友
及家屬派發服務使用者的權利須知，
列明院舍作為照顧者在法例上的權
責。事實上在美國大部份地區，入宿
時院友及家屬必須觀看政府拍攝有關
院友權利及投訴渠道的錄影帶，以確

保其知悉，多年來行之有效，
讀者可在互聯網觀看。政府並
必須規定獲牌院舍設「院舍會」
組織，由家屬、精神健全住院
長者、員工、管理層及社區人
士代表組成，定期監察院舍的
日常運作，讓住院長者、家屬
及公眾清晰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縱使現在政府已就安老服
務進行有關規劃方案，但諮詢
時間已一年，絕大部份的服務
使用者根本不知道，也不被諮
詢。從今次事件中，我們看到
公眾的關注，但事件背後更緊
扣整個長期護理服務，政府實
在有責任進行廣泛諮詢。

2015 至 16 年度的安老服
務預算經常開支約 68億港元，
政府在上年度及今年度分別錄
得高達逾 200 億元和逾 600 億

元的盈餘，而政府擬花八億強推「長
者院舍照顧券」已暫擱，政府應即時
將預算的公帑資助家居服務，尤其
「普通個案」的名額，令送飯、護理
及陪診等服務數量大幅增加。在現時
炎夏香港，除長者外，誰能接受隔天
洗澡的服務安排，我們為何忍心要長
者捱苦經年，居家卻不能安老？

我們呼籲政府及社會人士，反
省對照顧長者的責任，長者及照顧者
不應再容忍照顧機構剝奪長者的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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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安老牌照條例 獨立 的評審機制

調配 社會資源，
協助改善長者居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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