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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寫這篇文章時筆者已經正式
「登陸」，並且正在準備迎接他

的退休生活。建基於筆者過去三十多
年的教學研究，在不同領域做了相關
研究，包括房屋、退休保障、銀髮
市場、長期照顧服務和長者學習等等
課題，在此也不妨做一個盤點，究竟
香港社會在老人各方面的福利做得如
何？這樣既可為自己計劃一下將來的
打算，也可以檢視整體社會政策的優
劣。

理想與現實的平衡與矛盾

首先，不忘提出的是：任何社
會都需要面對理想與現實兩者之平衡
與矛盾。理想上香港作為一個華人社
會，應該鼓勵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
懷，尤其推動孝道敬老。另外，香
港經濟基礎不錯，政府行政效率雖有
改善空間，但仍可算是有良好的管
治，理應可以為香港老人福利做得更
好。但現實卻礙於很多客觀環境：包
括土地房屋不足、樓價高企、房屋面
積細小，難以容納兩代，更不用說三
代同堂 ; 公營醫療服務已經相當普
及，況且質素不錯，可是仍然是供不
應求、輪候時間冗長；老人貧窮情況
相當嚴峻，福利金額亦強差人意。以
上比對理想與現實仍有相當大的落差。

老人身體健康狀況退化是不爭
的事實，因此對醫療服務有相當大的
需求。由於老人貧窮情況嚴重，很多
老人仍要依靠公營醫療服務。從醫管
局歷年的年報可見，無論住院或門診
病人都有超過半數是 65 歲或以上長
者。政府現在鼓勵市民購買自願醫療
保險，嘗試將部份可負擔保險費用的
老人轉向私營醫療機構，以減少公營
醫療服務壓力，這似乎亦是不得已的
發展方向。當中政府以保費扣稅、加
強監管等方法介入，也是責無旁貸的。

此外，另一值得政府和社會整

體關注的就是殘疾人士高齡化。由於
醫療和復康技術服務的改善，殘障人
士壽命得以延長，然而他們仍需要父
母照顧；而年老父母體力日漸衰退，
照顧殘障成人的子女倍感吃力，相信
政府和社會服務界有需要在這方面加
把勁。｡

房屋、教育及社會參與

在住屋問題方面，整個社會都
面對土地房屋短缺和價格高昂的問
題，政府房屋署已有幾種長者優惠的
編配政策，例如鼓勵子女與年老父母
同住一户、又或在同一屋邨分開單位
鄰近居住。根據房屋署的資料，現時
出租公屋住戶內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長
者，從人口統計數據來看，有接近四
成 65 歲或以上長者是居住在出租公
屋，另有約一成是住在購置的公屋
（即是居屋或租者有其屋計劃）。而在
稅務上子女供養父母的免稅額，也可
算是為解決老人住屋問題做了一些功
夫。

在教育方面，當然正如全世界
國家社會一樣，教育好像是局限於兒
童青少年，正如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
的開支都是集中在學校教育，受惠的
主要是年青人。當然，從人力資源培
訓和為經濟注入生產力角度來看，這
種資源分配亦無可厚非。筆者樂見政
府在近年優化了持續進修基金，將資
助對象的年齡提高至 70 歲。這亦反
映政府肯定了老人應有的學習需要，
雖然不是為著職業訓練，但正如古語
有云：活到老學到老，學習本身的樂
趣是可以讓長者身心康泰和維持活躍
正向的老化過程。

社會參與方面，二元的交通津
貼確實為長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誘
因，鼓勵他們積極走出家門到社區內
不同地方探望朋友、參與活動，這正
正就是配合「躍動晚年」的政策方向，

亦可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區，避免尤
其是獨居或兩老變成隱蔽長者，產生
抑鬱，甚至自殺問題。

安老服務需跨部門合作

筆者有幸參與社會服務聯會統
籌和推動的「長者友善城市」活動，
高興見到十八個區議會已有相當比例
積極配合。然而，雖然政府曾經在施
政報告也表示關注和推動建設長者友
善城市，但只透過例如建
造無障礙通道之類個別政
策或措施，而似乎不打算
以香港整體向世界衞生組
織申請成為該網絡成員城
市之一，有別於其他世界
城市，甚至國內一些如上
海之類的城市。或許因為
世衞有關的八項要求涉及
層面廣泛，政府未能完全
承諾推動各有關方面的工
作和政策，因此唯有透過
地區層面化整為零地註冊
為長者友善社區。

在政府架構層面，
雖然現時已有安老事務委
員會，但它畢竟只是一個
諮詢組織，雖然有幾個相
關部門的官員出席會議，
但有別於星加坡是一個跨
部長的聯席會議，安委會
實在沒有行政命令和資
源，只有靠勞工及福利局
配合安委會有關建議。然
而勞福局也不能干預其他
政策局各自的政策工作範
疇。因此在這方面希望日
後政府能夠拆牆鬆綁，做
好跨部門的協作，推動改
善長者各方面的政策服務。

隨著人口高齡化，
長者人口數目和比例都增

加，有關的挑戰亦是相當艱巨的。現
時有見新一輩的長者在教育水平、經
濟狀況、健康狀況和掌握資訊科技等
各方面都比上一輩好，相信可以為退
休晚年生活作出更好的準備，讓人生
下半場活得更精彩。當然香港老人福
利仍需要社會整體各方面，包括政
府、社會服務界、專業人士、商界
和社會人士等等共同努力，避免所謂
代際矛盾甚或競爭，凝聚長幼共融的
良好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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