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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總經理（營運）

需求浩大

香港的安老服務有一定水平，但
政府的安老資源遠遠不能滿足

長者需求。現時輪候政府津助安老院
的名單已經超過 3.5 萬人，羅致光局
長多番承認安老服務一直在「追落
後」，隨著香港人口愈趨老化，恐怕
幾十年後還是在「追落後」，看來我
們也得多覓途徑，給長者多元選擇。

灣區變化
內地網媒就不久前結束的全國

兩會的報導，在總理的工作報告內
16 次提到養老，而在「兩會」前公佈
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
亦提出 「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
的可攜性，深化養老服務合作，支援
港澳投資者在珠三角九市興辦養老等
社會服務機構，為港澳居民在廣東養
老創造便利條件。推進醫養結合，建
設一批區域性健康養老示範基地。」 
，可見內地大力推動養老項目。現時
越來越多長者談及北上安老、治病。
這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嗎？本文嘗試從
內地與養老有關的社會政策來探討一
下內地養老服務的路線圖，讓大家有
個概念，理解更多。

 
養老政策

自 2013 年國務院正式提出醫養
結合概念起，各部門紛紛頒佈一系列
政策支持醫養結合的推進，把生活照
料和康復醫護融為一體。此外，內地
民政部最近設立了養老服務司，有助
醫養結合服務的發展和整合。

目前，內地醫養結合的最普遍
模式是在養老院中設置老年病醫院、
康復醫院、醫務室以及護理院等，增
設專業的醫療團隊進行運營，這有利
長者及時得到醫療服務，且服務品質
能夠得到保證。也有醫院增設養老床
位，亦有養老院與醫療機構協定，由

醫療機構定期派醫護人員到養老院巡
診並提供醫療服務，而養老院負責治
療後康復和恢復期的護理服務，這安
排與香港安老院舍的「到訪醫生」安
排基本相同。 

居家和社區醫養結合的重點是
整合資源來提升醫療服務能力，目前
出現的模式主要集中於三個維度：社
區嵌入養老是將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和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功能整合，發揮
社區養老日間照料床位的作用。總理
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社區
養老服務，對在社區提供日間照料、
康復護理、助餐助行等服務的機構給
予稅務、資金及能源費用優惠等扶
持，新建居住區建設社區養老服務設
施，改革完善醫養結合政策。 

其次是居家服務，養老服務機
構增設醫療服務，通過與醫療機構合
作獲取專業人員資源，從而向長者提
供醫藥、復康和體檢等服務。也有居
家養老機構致力於專業醫養人才的培
訓。內地最近流行的虛擬養老院概
念，就是建立區域化養老資訊服務雲
端，長者將需求通過電話或網路告
知，此平台便按需求派員上門為長者
服務，同時對服務品質進行監督。

更闊更廣
醫養結合的概念，和香港推動

的醫社合作大致類同，都是推行跨專
業多元協作，在資源的整合，服務的
便捷性都起了正面作用。但談到在大
灣區養老的考慮，正如世界家庭醫生
組織主席李國棟醫生指出「上去養老
無問題，但香港人會問，有病點
算？」 

政府正探討在內地擴展醫療券
計劃的可行性，港大深圳醫院是首個
試點。除此之外，把香港居民的病
歷由深圳定點醫院轉介至香港定點醫
院的安排，提供了預早知會和溝通的
機制，讓於深圳定點醫院住院、情

況穩定並自願參與計劃的香港居民，
方便他們回港繼續就醫。再者，未
來中文大學也會在深圳設醫院，這都
反映了兩地合作的情況。不過，歸
根究底焦點還是醫護人員質素的提昇
及監管。

內地醫療水平和進口藥物的安
排同樣是關鍵，李國棟醫生認為當局
可安排由香港醫生提供符合國際標準
的培訓，設立認證制度，對其質素作
嚴格監管，確保港人對服務的信心。
這樣，在大灣區居住的港人便多了選
擇，不用動輒回港求醫。其實，除
醫生的訓練外，內地也有在社工、護
理人員、照顧員及康復師等培訓領域
與港方有合作，汲取港式方法的特
點，以提昇養老團隊的整體實力。而
早前召開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衛生
與健康合作大會上，相關健康主管部
門簽署了《粵港澳大灣區衛生健康合
作共識》，確認人才培訓是要點，應
會提昇內地人員的水平。

「智慧養老」
為 了 更 能 滿 足 體

弱、行動障礙長者的需
求，專門的適老化改造服
務商以及裝修公司針對長
者安全和便利的需求提供
屋內進行扶手設置、防滑
減震、便捷衛浴等改造。
另有「智慧養老」企業，
利用互聯網技術在房屋或
社區內安裝智慧監控系
統、人員定位系統以及緊
急報警系統等，配合移動
設備，讓家屬或護理人員
即時瞭解老人的情況。

「智慧養老」推進例
子是衛生健康委員會發佈
在包括廣東省的 6 省市進
行「互聯網 + 護理服務」
試點，此試驗又稱「網約

護士」，透過互聯網資訊技術作健康
指數的遠程監控，配以護士將護理延
伸至社區、家庭，對高齡或體弱人
士、康復期患者等行動不便的人群，
提供慢病管理、康復護理、專項護理
和健康教育等的服務。產學研合作正
是通過共同建設智慧化護理產學研合
作平台，研發各類護理智慧產品，促
進「智慧養老」的更闊更廣發展。

以上提到內地養老服務的發展，
部份在嘗試階段，而政策的深化也需
要時間，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大灣區
合作，尤其香港除非政府機構外，有
更多醫療、養老企業投入這方面的合
作，在醫療、復康、護理及管理方
面強化內地的服務方式和質素，令長
者在文化風俗相近的粵港澳大灣區養
老更見安心。反過來香港也可借助內
地「智慧養老」技術，改進養老科技
應用。此可謂是一個互補互利的局
面，把彼此水平逐漸拉近，讓長者選
擇擴闊。

從內地養老發展看
大灣區粵 澳港 可行性安老

◆巧　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