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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持續的改善，醫療科技
的不斷改進，人類的生命壽歲

不斷增長，加上二戰後的「嬰兒出生
高峯期」，全球各地縱然政經發展階
段不同，但都面對高齡人口攀升的情
況，很多國家或城市均認為「銀髮市
場」的潛力無限。近日新加坡一家積
極改變亞洲人的養老方式，為老齡化
市場製造更多業務合作，名為亞洲養
老產業有限公司的企業，出刊了「泛
亞銀髮產業機遇報告 2015」，此報告
包含了對泛亞地區內 15個國家或城
市的相關數據及產業機遇分析。

報告引用世界銀行的人口推算
指出至2020年泛亞地區的高齡人口
將增多 17%達 5 億，而至 2030 年
將會增至 7 億。報告更以高齡人口
佔整體人口百份比、生命壽歲及人
均國民生產總值作基礎，計算出「泛
亞銀髮產業機遇指數」，以顯示「銀
髮市場」的潛力。首 5 位潛力最大
的國家或城市按次序分別為新加
坡、香港、澳洲、南韓及新西蘭。
報告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國及日本高
齡人口佔整體人口百份比很高，但
由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倘低及
增長放緩，因而在機遇指數未列首
5位。

報告亦透過向泛亞地區內公營
或私營銀髮產業的專家發送問卷，搜
集他們對「銀髮市場」未來潛力的意
見。專家意見的基礎來自其國家或城
市的各種因素而作考慮，未必可全切
合香港情況，然而其可參考性十分
高。綜觀專家所言，最重要的是建
設宜居環境以配合「居家養老」的政
策方向。

現時全球各地也多以「居家養
老」為安老政策的方向，而「居家養
老」一直以來都是香港安老政策的房
角石，理念是長者在熟識的環境和人

脈中生活，其安全、安心的感覺是
最強的。要向此方向邁進則需要一個
整合的宜居環境，又稱「長者友善社
區」，而所謂「宜居」，絕非只是在
住房或環境設施的層面貼切需求，而
是更需包含社區支援及康健服務、資
訊提供、交通、就業機會、社會參
與及融和尊重等的全面配合。

具體而言，促進「宜居」的服
務發展須具備以下幾個要素，此文
亦會按各要素對本港的情況進行探
討。

1.	「無縫」的醫、社服務結合，

當中需建立一個能促進轉介的流暢
度、有關長者照顧計劃及狀況轉變訊
息交換及時的系統及機制。現時香港
的機制多以個案管理會議，及在長者
同意下的病歷共用等來「補縫」。更
進一步的跨專業醫、社服務團隊的形
成實十分需要。今年的施政報告有提
及「無縫」的醫、社服務結合的社區
服務的試點，盼此能盡快出台，讓
醫、社服務結合走進另一台階。

2.	「宜居」的另一要素是提供的
服務收費是用者可負擔的，由於各人
的付費負擔能力不同，因此社會上更
應有不同水平及合理收費的服務以供

人們按能力選擇。除種類完備外，
充足的資訊以促進合宜的選擇是十分
重要。此外，由於高齡人口的持續
上升，政府依賴稅收以承擔長期護理
的開支日益困難，因此不少國家均有
以社會保險為軸，如長期護理、醫
療保險等的制度作為解決方案。香港
在醫療融資方面自 1980 年代中的施
政報告開始，一直時有討論醫療保險
的不同方案，可惜均是議而未決，
當我們常談老齡社會到臨的時候，落
實政策比空談重要得多。

3.	「宜居」十分需要服務提供具

對應需求的敏捷度，報告指出公私營
合作的重要，一般而言公營或非政府
機構在服務經驗及質素有更多累積，
而私營機構則在營運的效率及靈活性
有更好發揮，公私營合作會令服務交
付更精準、迅速。報告亦指出安老
服務人力短缺這全球性困境，這困難
必影響服務提供的敏捷度，機械照顧
員的議論成為熱議，究竟它們的照顧
準確性，抑或「人本」護理更應重
視，又抑或是工種分類配合，相信
是未來必須正視的議題。

4.	「宜居」也應安排貼切期望及
生活化的服務交付方式，報告指出目

前剛步入「耆年」的朋友不少都具一
定學歷、工作及人生經驗，對生活
質素要求也高，他們對安康的意識亦
高。因此，在健康維護、健康自我
管理，如結合運動與保健，又或保
健旅遊等既玩樂亦保健的方式，對
「青老」來說更見吸引。

5.	「宜居」也應建設認知障礙友
善的社區，據數據顯示全球認知障礙
患者將由現時的三千萬增至 2050 年
的一億，而發達國家的增長率更為患
者每五年增加一倍。香港患者固也持
續增多，而認知障礙除帶來潛在的安
全問題外，更易影響自信，造成在
與人交往中退縮，亦或會因親友誤
會「惡意不合作」而影響人際關係。
因此認知障礙友善的社區的重要元
素除設施外，更應重視對病患的了
解及接納，這股尊愛氛圍當也應廣
泛銜蓋所有長輩的關愛。

6.	報告亦有提及「銀髮生產線」
的建議，除了再就業的安排，也有
提及分租住房，分用傭人，甚至分
用車輛等考慮，這些安排主要是讓
長輩運用手頭剩餘資源，重點非在
創收，而是有可打理的事務和持續
與人接觸的空間。這些安排或會形
成中介配對行業的出現，當然，其
中的責任或被利用的風險必須小心
處理。

以上引述「泛亞銀髮產業機遇
報告 2015」所談論的都不是必成功
的良策，其中甚或具爭議性，而各
國家或城市必須按自身的政經、文化
挑選面向高齡人口的增多的對策。報
告當中蘊含的幾個信念倒值得我們深
深學習，它們包括：

1.	「履霜，堅冰至」的先知先覺
觸覺；

2.	「是機遇、非海嘯」的正面正
向視野；

3.	「勇創新，敢嘗試」的不折不
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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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轉變看銀髮市場
機 遇 無 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