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受疫情衝擊，林佩嘉對於本港安老市場前景的看法仍然正
面。「安老需要其實已經和我們的起居飲食一樣不可分離，因人人都
會變老，需求只會愈來愈大。」她認為，隨着資訊發達，人們的教育水
平提升，對於安老要求亦較以前提高。「與之前嬰兒潮出世的人相比，
新生代心態已改變，不再希望年老後入住老人院，反而喜歡在家安老。」

年增長率達82%
林佩嘉指出，入住安老院給人的感覺都是較逼，地方較細，甚至有被人

遺棄感覺，在家中安老則會較自在，私人空間亦較大，故公司都推出多種上
門護理及入住護理的服務，迎合市場需要。她透露，公司由2014年開始營
運，過往年增長率高達82%，反映本港的安老市場很有潛力。

長者善用社署服務券
她續指，社會福利署於2013年9月，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亦令公司受惠不少，合資格長者例如腦退化、中風、柏金
遜、糖尿病、有特別護理需要、行動不便及長期卧床等患者可因應
個人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服務
劵的價格由4,130元至9,870元。不過因疫情關係，近期這方
面的服務都減少了3至4成，「有長者原本每天都有
護理員幫她洗澡，但疫情期間可能每星期只

能洗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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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老人家的健康造成嚴重威脅，確診及

死亡個案老人家佔絕大多數，長者比以往更需照

顧，但疫情下護老院爆疫、海外護理員又來不了，

令他們成為工薪族之外，最受累的一群。經營長者

上門護理等服務的活力國際營運經理林佩嘉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疫情對其業務影響頗大，很

多長者都擔心外來人上門會帶來病菌，一對一的上門護理服務有所減

少，幸好公司業務較多元化，今年第2季的生意較去年第4季下跌了2

成，未算太嚴重。「長者護理與日常起居飲食一樣都是剛性需求，相

信疫情回穩後生意會逐漸回復正常。」

工薪族以外最受累一群 長者服務被迫暫緩

■安老服務在疫情期間大受影響，復康安排對住在安老院或在家的長
者都有影響。 資料圖片

林佩嘉介紹，公司的業務主要分兩大
類，其一是為長者聘請海外例如菲

律賓、斯里蘭卡及印尼等地的護理員，
與長者同住照顧其起居飲食。她解釋，
這些護理員與普通家傭不同之處是他們
在當地都有護理員以上的資格，較有經
驗應付一些有特別醫療需求的長者。
其二是上門一對一的護理服務，包括

護士、物理治療員、言語治療員等，一
些急切需要護理員的長者可能等不及海
外護理員，只能暫時採用上門服務「頂
住檔先」，但一些不太迫切的長者就可
能會先暫停上門服務，整體「拉上補
下」後生意未算有太大影響。

申請半年仍未來港報到
然而，每次疫情的反覆對其業務帶來

不少負面影響。林佩嘉指出：「之前第
一波疫情時大家都比較緊張，如有家人
在家工作都會自己照顧先，擔心外來人
到屋企不安全，但之後疫情放緩，在家

工作政策取消，又多咗需要我們服務，
現在到第3波主要是老人為確診人士，需
求又減弱返。」
最大影響則是海外護理員方面，許多

長者缺乏自理能力，有需要聘請同住的
護理員，可是各國的航班不穩定，以往2
至3個月可到職，現時長達5至6個月都
未必申請到，加上護理員來港後僱主亦
要負責其14天隔離的住宿及餐飲費用，
工資亦要照計，對僱主而言開支高了不
少，亦要承擔感染的風險，有些僱主則
唯有採用一對一的上門服務。「有個極
端例子是，有位海外護理員在5月終止合
約後，直至現時都未有航班返回菲律
賓，盤川都差不多用盡，公司只好為她
安排臨時住宿。」
對一般人而言，疫情帶來的不便可能

只是減少外出、減少社交，但對於一些
長者而言，連日常基本需要都可能成問
題。林佩嘉指出：「在疫情前一些長者
可能每星期至少有兩次機構服務，但因
疫情關係可能縮減至每月一次，包括代
購、家務助理、起居飲食如沖涼等。」
有些長者甚至無人送飯、陪診，社工與
他們聯絡，讓長者用社區服務券來使用
公司的服務。

有護理員憂染疫放無薪假
她坦言，其實自第3波疫情以
來，很多院舍都出現爆發，公司
的護理員難免都會擔心工作易受
到感染，有些主動要求放無薪假
休息一下，不過比例不多，只有
幾個百分比而已，大部分都不害
怕，公司亦沒有裁員計劃。她強
調，公司都有跟足衞生署指引做好
防疫措施，例如每日都留意有確診的
大廈，如有護理員或客戶居住在確診大
廈，都會預先告知雙方，讓他們自行決
定是否繼續服務，提高透明度。

雖然疫情影響了不少提
供老人服務的企業，但
亦有些企業因而受惠。
經營線下及線上銷售
長者用品的樂齡網總
監潘善恒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今
年上半年線下的銷售
雖跌了三至四成，但
線上銷售卻較去年上升
一倍，因多間老人院爆
發疫情，多了長者選擇回
家住，帶動家居相關的長者
用品銷售大增。

樂齡玩具銷量不俗
潘善恒指出，很多人認為長者用品
是與醫療相關，但其實在衣食住行方
面都有不同類型的產品，例如一些浴
室的防滑扶手、電動床褥、夜光扶
手，小至看書用的放大鏡及助聽器都
有很多種類供選擇。他續指，近年台
灣、日本都很流行樂齡玩具，即供長
者用作訓練的玩具，增添趣味，「疫
情期間這類玩具的銷量都不俗，可能
大家留在家都比較悶。」
另外，從事長者家居裝修的長屋設

計負責人雷煒程亦指出，在疫情第一
二波時生意難免受影響，生意額下跌
約一半，因長者在裝修期間要去別處
暫住，家人都會擔心。不過自8月以
來，生意逐漸回復正常水平，雷解
釋：「可能大家已開始習慣這個新常
態，加上現時短租酒店平，降低裝修
額外成本。」

長者家居裝修需求增
他續指，由於今波疫情涉及護老
院，一些「有得揀」的長者都希望返
去屋企住，故家居裝修的需求都增
加，公司亦因應疫情新增一些防菌扶
手，臭氧空氣淨化的產品。
另外，一些日間護理中心因疫情關

閉，很多長者都被迫在家做康健訓
練，公司亦有一些幫助長者練習走路
的扶手設計。
疫情令外傭很難入境，從事長者護
理及本地外傭配對的Eden Home創
辦人鄒家豪表示，這方面業務亦受惠
上升，因本地的外傭變得「很搶
手」，服務需求大增。但同樣因為外
傭不能離開香港放長假，以往在外傭
放假時作上門護理的需求則下跌。

第3波疫情來勢洶洶，護老院是重災
區之一。經營長者護理服務的OKAY
要回家審時度勢，推出了遙距護理服
務。創辦人余穎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無奈地表示，「每日看新聞報道一波
又一波的長者確診，不少在護理院的長
者都很擔憂，家人又不能去探望，而不
少護理院亦以防疫為由暫時停止了我們
的服務，令一些長者被迫中止了護理服
務，身體在這段時間都差了不少。」
余穎章指出，公司提供1對1的上

門護理服務，在疫情下雖有一定影

響，但影響不算太大，下跌了約1成
生意，「其實是互相擔心，護理員及
長者都擔心對方有帶菌，但因為長者
始終有護理需求，而上門的護理員亦
會做足防疫措施。」

每兩周為護理員做檢測
談及防疫措施，她指，護理員除戴

口罩外，亦會穿保護衣、手套，頭笠
等，入屋亦會除鞋。公司亦每14至28
日會為護理員做血液抗體快速測試，
如有發現便會立刻採取相應措施。

另外，公司平日亦會到老人院進行
護理服務，舉辦活動、遊戲等，但自
第3波疫情後都停止，長者除沒有護
理服務及娛樂，每天看着確診數字不
斷上升，又有搶米搶紙巾消息，很多
長者都感擔憂，身體情況都變差了。

視像教長者做復康運動
余穎章介紹，公司亦有推出應用程
式，可以讓長者享用遙距護理服務，
護理員可透過程式用視像教導長者做
一些復康訓練及運動，亦可提供諮詢

功能，不過有些長者未必懂得用這些
新科技，多數是一些較大規模(約200
位院友)的護老院才能安排到，目前僅
少於10%的客戶是採用遙距服務。
談到行業前景，余穎章透露公司過去

數年，每年生意都有20是至50%增
長，而本港每5年，65歲以上人士便會
增加10%，市場潛力很大。她認為，現
時六十多歲的人大多仍很壯健，多數是
八十多歲才有特別護理需要，故公司都
有推出一些預防、保養的護理服務，教
退休人士如何保養自己。

院舍疫情嚴峻 一對一上門護理生意跌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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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要回家創辦人余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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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安老 需求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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