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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會以「衣食住行」作為人
們的基本需要，這對老人亦然。

但由於新陳代謝的關係，老人不免會
多了病痛；因此，「醫」已取代「衣」
成為老人最關注的生活問題。雖然香
港經濟發展水平已可媲美某些西方國
家，但老人貧窮仍頗嚴重，令不少老
人仍未能在這四方面得到基本的保
障。因此，筆者認為施政報告和財政
預算應因應老人這些方面的需要著墨
多一點。

醫療方面，雖然整體來說公立
醫院和門診服務已有相當水準的服
務，但針對老人某些特別需要和專
科，尤其是牙科，必須加強服務。
除了「醫」（英文的 cure）之外，還需
關注「照顧」（care）的一環。這涉及
不少住在社區和院舍體弱老人的長期
護理需要。政府推出社區照顧服務券
惠及部分正在輪候資助服務的老人，
雖然現時仍在起步階段，成效尚待確
定，但從外國的經驗顯示，這措施有
助增加使用者的選擇，讓服務更切合
使用者的需要。

因此，政府可預留撥款，待這
試驗計劃兩年後評估成效後，便可即
時擴大惠及的人數和範圍。此外，照
顧體弱老人對家人照顧者確是一項沉
重的身體和精神壓力，亦會影響部分
家人就業的機會。因此，政府亦可考
慮對家庭護老者提供現金的津貼，一
則是肯定他們護老的貢獻，二則是補
償他們因承擔護老責任而損失的工作
收入。當然，以上的資助或許需要考
慮資源最有效地善用而作出選擇性的
提供，例如優先給予那些經濟環境困
難的老人家庭，日後再考慮擴充至其
他類別。

對於現時住在私營安老院的體
弱老人，約八成是綜援受助者，政府

或許可增加對他們的照顧需要資助，
讓他們在院舍內得到更佳的服務。當
然，這或許會引來非議︰認為政府是
補貼了那些私人安老院的營辦者；但
筆者認為政府可透過「專項補貼」，
並加強巡查私院以確保津貼是用於有
關老人的食用、設備或照顧服務；未
來，甚至可增加「買位」以提高私院
的服務水平。

此外，有見於部分長者願意選

擇回鄉養老，政府亦已推行綜援長者
廣東和福建養老計劃和廣東計劃，加
上現有兩間香港非牟利機構在深圳開
辦老人院，政府可考慮將「買位」和
這幾方面的資助計劃合併，讓那些願
意入住國內安老院的老人多一個選
擇。況且，最近香港大學在深圳附近
開設了「港式管理」的「濱海醫院」，
相信可減低老人回鄉養老欠缺醫療保
障的疑慮。

「食」方面其實涉及老人是否有
足夠固定收入，以讓他們購買足夠和
有營養的食物。但從領取綜援、長者
生活津貼以至生果金的老人人數來
看，再加上街上仍常見衣衫襤褸的拾
荒老人，都反映不少老人仍未能得到
溫飽。所以，政府是否可再加大對老

人扶貧的力度呢？當然，亦有論者認
為不應只局限針對貧窮老人，而應推
行「全民」式的退休保障；但觀乎現
實情況恐怕較難短期內落實，因此筆
者認為「近火」是「扶貧」，解現時生
活困難老人燃眉之急。

在「住」方面，政府已為全港約

四成老人提供租金便宜的公屋，但仍
有不少貧窮老人住在惡劣的環境中，
如床位、板房、 劏房，這尤其集中在
舊區，亦因而令這些老人面對巿區重
建而被迫遷的威脅。政府或許應參考
外國經驗，為受重建影響的老業主甚
至租客提供「原區安置」。誠然這或
許會引來非議︰例如這是否意味政府

（或透過市建局）補貼了該批老業主？
又或減低該等土地在重建後的發展價
值？筆者不否定這些經濟角度的考
慮，但社會是否應該考慮我們對曾為
社會作出貢獻的老人作出多一點回
報？

在「行」方面，政府推出二元乘
車津貼，據初步推行的情況來看，確
實能鼓勵較多老人外出活動；因此，
政府應加大這方面的努力，擴大優惠
的範圍，裨益更多老人。然而這仍是
局限於體健的老人，因此政府亦應考
慮增加對復康巴士服務的資助，因為
現時實在供不應求，令體弱老人和傷
健人士均需長時間地輪候；另外，亦
可考慮協助增加私營附設方便輪椅上
落的士服務。除了出外活動外，長者
亦應得到較多機會參與其他社會活
動︰包括學習、義工等。這方面政
府可再增加投放資源到安老事務委員
會推動的「長者學苑」計劃，讓更多
長者能與大、中、小學的年青人一起
學習，促進長幼共融。

以上四方面，均需政府針對老
人的特別需要而投放資源。當然，上
述的建議較集中討論經濟環境較差的
老人，但其實所謂中產的老人也需要
關注的，希望日後再有適切的政策回
應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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