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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的預測趨勢

香港是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老年人
口比例預計會由 2018 年的 17% 持續上升，

至 2066 年差不多每十人當中便有四位長者。據現
時估算，認知障礙症的患病率佔 65 歲以上人口的
5% 至 8%，更佔 80 歲以上人口的 20% 至 30%。
這些數字令人擔憂，如何實踐「老有所養」，讓長
者即使患病，仍能安享晚年。

社會成本及照顧者負擔

認知障礙症的疾病成本，估計會在 2036 年
達至 318 億港元。家庭照顧者每天付出的時間與
自身健康，雖然是無償付出，但在社會層面上卻
是主要疾病成本—是整個社會共同付出的代價。
照顧一名認知能力嚴重缺損的體弱長者，比沒有
認知問題的體弱長者需要多三倍以上的成本，當
患病人數增加，成本亦會倍數上升。隨着病情惡
化，患者需要越來越多的支援維持日常生活。照
顧者如未能及時舒緩壓力，可能出現抑鬱及其他
健康問題，而最終加重社會負荷，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我們應未雨綢繆，及早找出處理方法。

現有服務

醫管局的資料顯示，近四成患者需經常接受
醫療和日間照顧服務。據保守估計，使用社區照
顧服務的患者每天平均約需 6 小時的照顧來維持日
常生活。面對龐大的照顧需要，政府和市民應如
何應對？讓我們先回顧現時政府為長者提供的服
務。

醫療服務方面，現時有 43 間公立醫院（設有
73 間普通科和 49 間專科門診診所）、12 間私家醫
院和約 2,150 間註冊私家診所，醫生對人口比例為
2 : 1,000。社區照顧服務方面，現時有 41 間長者
地區中心、170 間長者鄰舍中心、60 隊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34 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87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單位、189 個日間暫託
服務名額及至少 18 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自負盈
虧並專為患者提供服務的日間護理中心。院舍照

顧服務方面，現時有 28,160 個資助宿位、47,644
個非資助宿位及 283 個資助暫託宿位。另外，所
有資助日間護理中心 / 單位和安老院舍均會獲發按
患者人數計算的補助金以加強支援。

政府在 2017 年出版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和《精神健康檢討報告》中，提出加強對輕度、中
度至晚期患者的全方位支援，更在患病率研究、
人力培訓及跨專業協作等方面作出十大建議。同
年，食物及衞生局推出「智友醫社同行」先導計
劃，並於去年二月起常規化，由全港 41 間長者地
區中心及 7 個醫管局聯網以「醫社合作」模式提供
資助服務。公眾教育方面，社會福利署在 2018 年
推行為期三年的「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
照顧者支援方面，政府亦於 2014 年起為低收入家
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

總括而言，政府已開始為患者及照顧者提供
更多支援，亦在社區層面提升大眾關注。面
對日益嚴峻的現況，如何在相關政策配合下
令投放的資源用得其所？這課題值得我們深
思。

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世界衞生組織在其《2017-2025 年認知
障礙症公共衞生應對全球行動計劃》中提出
了「預防認知障礙症，讓患者及照顧者得到
所需支持以維持良好生活，並以擁有尊嚴、
尊重、自主和平等的方式發揮潛能」的願
景。有見認知障礙症為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
負擔，很多國家已制定相關政策，例如澳
洲、英國、美國、日本和韓國等等。近年，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與七個中低收入國家的研
究團隊及國際認知障礙症協會等合作夥伴展
開一項研究「STRiDE 」，透過經濟學、流
行病學和政策分析提升可持續的認知障礙症
服務發展。香港現時並沒有針對認知障礙症
的政策。作為全球認知障礙症人口最高的群
體，華人社會非常需要一個以實證為本及對
應持份者需要而制定的政策方案。

有見及此，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於去年展開一項為期三年的政策研
究「華人社會認知障礙症行動策略工具」，

由研究資助局的研究影響基金資助，旨在為支援
華人社會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可持續發展及易達易用
的策略工具、數據和指引。研究項目包括三個主
要階段：⑴與持份者共同分析現況；⑵透過收集
所得的數據估算所需成本；⑶運用模擬分析不同
的患病率、服務模式及照顧路徑，對未來的財政、
組織和勞動力需求進行評估。

研究項目正處於第一階段，研究團隊已對現
況作出深入分析，並透過調查收集了 190 位來自
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對未來十年發展的意見，當中
超過一半意見來自患者及照顧者。下一步將會邀
請持份者代表作討論，以凝聚共識及建立行動藍
圖。認知障礙症服務的長遠發展，仍有待謹慎而
有效率的政策制定與執行，研究團隊會與各熱心
人士緊密合作，令香港成為一個準備充足的認知
友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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