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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研向合營內地院舍買買位位
跨境安老將擴至灣區多市 或進一步「鬆綁」

鑑於部分香港長者年輕
時由內地來港並繼續與原
居地保持密切聯繫，其後
選擇返回內地養老，特區

政府遂透過不同措施協助選擇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養老的香港長者，包括由社會福利署於2014
年 6 月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
劃」(簡稱「廣東計劃」)，通過向兩間位於廣東
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安老院（即香港賽
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以及香港賽馬會伸手
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購買院舍照顧服務，讓
需要長期院舍照顧服務並正在輪候資助護理安
老宿位的長者自願選擇入住。

「廣東計劃」於2020年恒常化
有關計劃已於2020年1月恒常化。政府會全

額資助參加計劃的長者的宿位費用，包括食宿

費用、護理服務及個人照顧費用和基本醫療費
用等，長者也可因應個人的需要購買院舍提供
的自費服務。

據社署資料顯示，新申請或已在中央輪候冊
上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均符合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的申請資格，
但不包括沒有親屬和照顧者並由社署署長根據
《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擔任其官方監護、
沒有親屬和照顧者並由社署社工擔任其領取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公共福利金受委人的長者、
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科覆診（認知障礙症除外）
的長者，以及需要透析治療的長者。

從未向中央輪候冊提出資助護理安老宿位服
務申請而欲參與計劃的長者，可透過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等轉介辦事處向社署
提出申請。已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資助護理安
老宿位的長者欲參與計劃，則可透過負責工作

員向中央輪候冊提出更改住宿照顧服務院舍的
地點選擇，並在適用表格註明所選擇的廣東院
舍名稱。社署會將有關長者或其家人(聯絡人)的
資料及其聯絡方式轉交相關院舍的負責人，院
方會直接聯絡長者或其家人介紹其院舍服務，
倘長者最終決定入住有關院舍，院方會為長者
辦理入住手續。

長者於中央輪候冊上的輪候狀況，並不會因
為長者對計劃提出興趣而受到影響，社署只會
在長者正式入住上述位於廣東省的院舍後才會
取消其在中央輪候冊的申請。對計劃有興趣的
長者或其家人，可向負責工作員或轉介辦事處
了解計劃的詳情，或致電下列機構查詢：
香港復康會電話：2816 7866
伸手助人協會電話：2522 4494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電話：2961 7251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社署現僅向廣東兩港營院舍「買位」

截至今年5月底，共有1.6萬名長者於中央名冊輪候資助宿位，護
理安老宿位平均輪候28個月。社署早在2014年6月推行「廣東

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向兩間分別位於肇慶及深圳鹽田並由
香港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安老院購買院舍照顧服務，供香港長者自願選
擇入住，其後把計劃恒常化（見另稿）。

粵港商討合作具體細節
社署表示，服務名額按照入住人數而調整，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

127名香港長者在兩間院舍使用資助服務。選擇參加「廣東院舍住
宿照顧服務計劃」的長者現時不需輪候，可即時獲編配宿位。
特區政府早前與廣東省簽訂兩地養老合作備忘錄，並正制定具體細
節。消息指，其實擴展計劃的方案「一直都喺度」，只視乎有否合適
的醫療機構合作。目前，整個大灣區內的交通愈來愈便捷，令近年港
人北上養老的意慾也有所增加，尤其是院舍的位置接近市區，「最重
要是解決醫療問題，否則若長者經常要回港就醫及覆診便比較麻
煩。」
據了解，擴展計劃的下一階段將進一步「鬆綁」至可向非本港營運
的內地院舍「買位」，但大前提是需夥拍香
港機構，並獲社署准許合營資格。消息指，
醫務衞生局一直積極研究與內地不同醫院合
作，為港人提供服務，「其實現時內地不少
醫院的質素亦很好，不少內地安老院舍亦與
該些醫院掛鈎，甚至本身便由醫療機構營
運。」
消息人士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與不少機構
就擴展計劃商討合作空間，但未去到很深入
談細節的地步，相信仍要少許時間。

工聯會促完善醫療配套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擴展跨境安老計劃是工聯會重點跟
進的議題，若將計劃擴展至大灣區其他城市，可在更大程度上解決安
老問題，惟醫療配套問題上仍有待跟進，「在推行跨境安老以來，不
少長者去了內地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又跑回香港，就是因為缺乏相應
的醫療配套，因此在拓展計劃的同時，必須繼續完善醫療配套設施，
這樣才能讓北上安老的長者有健康保障。」
在健康保障方面，他認為，除了要讓長者身體上的疾病獲得充足的支
援之外，精神方面亦應有及時的支援，「否則即使北上後環境再好，仍
會感到非常失落和焦慮，因為他們會產生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黃國建議在計劃落實後，應安排香港的非政府機構定期前往這些位
於內地的安老院探訪長者，給予來自香港的長者關心，讓他們在內地
亦擁有家的感覺。為更好地推進跨境安老，黃國建議特區政府可資助
在大灣區城市設立老人服務中心，為長者提供適切、適時的服務，包
括透過社工教他們如何使用電子支付及辦理電子證件等，讓他們更好
地融入新的社區。
對計劃的下一階段可能擴展至透過本地安老院與內地院舍合作營運
模式申請「買位」，黃國說：「之前一定強調港式院舍，即必須由香
港的機構開辦和管理安老院，但隨着內地老化問題逐漸浮現，安老事
業亦有新的發展，很多由內地機構管理的安老院都符合條件，所以現
在亦承認內地的安老標準。」他指相信透過與內地院舍合作營運，可
為港人提供更多安老宿位。

香港安老院舍宿位長期不足，而隨着人口老化問題愈來

愈嚴重，港人退休後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頤養天年逐漸成為

新趨勢。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最快於今年暑期內公布將現

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擴展至其他位於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安老院，下一階段再進一步「鬆綁」至可向非

本港營運的內地院舍「買位」。社會福利署昨日在回覆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證實，為便利長者在內地養老，特區政府

將擴展「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至其他位於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安老院，有關的安老院必須由具備良好本地資

助院舍照顧服務紀錄的香港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營運。

社署正制定擴展計劃的細節，並會適時公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跨境安老是解決香港安老院舍宿位長期
不足的重要方法，惟醫療配套的跟進上仍存在不少挑戰。香港立法會醫
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擴展跨境安
老計劃的同時，醫療方面亦應盡量做到讓在大灣區居住的港人能方便就
醫，「現時在廣東省安老的香港長者可選擇在當地或回港就醫，對於習
慣在香港就醫的長者，求醫是在廣東省安老的一大挑戰。」

倡醫管局購買服務減老人負擔
林哲玄解釋，長期奔波於兩地會令到長者很疲

累，即使通過遙距問診亦會產生問題，「身在香港
的醫生如果對病人沒有實體接觸，診症可能不足
夠，開藥時或有機會出現失誤。」
他指出，藥物「過河」是另一挑戰，「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中，現時只有深圳的港大醫院可以藥物『過
河』，如果擴展跨境安老計劃，那在深圳以外其他灣
區城市安老的長者需要服用香港的處方藥時，其藥物
可攜性是一個問題。」
林哲玄建議香港醫院管理局可購買一些服務，

讓香港長者在內地就醫時能減輕經濟壓力，「但醫管局有其責任的
界線，跨境安老計劃在地區上可以持續擴展，惟醫管局的責任始終
不是全國性的。」
實行自願醫保計劃亦是減輕醫療經濟負擔的一種方法。「但該計劃亦

需要繼續完善，因為市民在購買醫保時，未必能留意到哪些地方可以使
用、哪些地方不能使用，政府需要有清楚的界定。」他說。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亦對擴展「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表示

支持，「就目前廣東省內兩間院舍的安老情況來看，長者的院舍生活過得
不錯，可以得到適切的照顧。這兩間院舍鄰近醫院，在就醫方面亦較為便
利，如果未來在其他城市亦設立院舍，醫療配套都會有相同的需求。」

進一步拓展醫療券適用範圍
他強調，醫療問題在內地安老的基層長者身上更加顯著，「不少基

層長者都沒有購買醫保，為了節省求醫開支，當他們遇到緊急情況
時，都不願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醫院，寧願選擇乘救護車回香港的醫
院就醫。」他建議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完善醫療配套計劃，「例如長者
的醫療券的適用範圍可進一步拓展，同時為到內地養老的基層長者提
供更多資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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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跨境養老就醫用藥是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對「廣東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計劃」未來將擴展至大灣區其他
城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深表支持，認同現在已經具備
將之拓展至其他城市的條件，「廣東省內的兩
間港資院舍在初期發展時屢屢碰壁，熬得很辛
苦，但隨着大灣區各城市間的交通網絡逐漸完
善，例如高鐵的落成，一小時生活圈成為現
實，在這種條件下再推廣廣東省安老計劃是非
常合適。」

監管部門需巡查
李輝形容，實行及擴展跨境安老計劃可以解

決香港安老的痛點，「土地和人力是香港安老
的兩大痛點，而這兩者大灣區都不缺。」
未來在該計劃下，供香港長者養老的院舍不

再局限於必須由香港機構營運，可透過本地安
老院與內地院舍合作營運模式申請「買位」，
李輝坦言仍有不少問題需要考慮，「如果是經
驗豐富的內地機構和香港機構合作營運，當然
支持，但監管部門和社署應要去內地巡查安老
院人手比例。」
她解釋，香港院舍的人手比例與內地院舍有
所不同，「香港院舍照顧分為很多種，包括療
養性質的照顧及護理性質的照顧等，內地一般
只有護理性質。」
李輝指出，目前有意北上安老的香港長者

主要是身體較健康、60 歲至 70 歲的「初
老」群體，而目前的醫療配套亦僅支持該些
長者跨境安老，「健康健全的『初老』群體
北上安老，有很多空閒時間踏遍祖國的大好
河山，相信也是一件好事，但內地的院舍僅

在護理性質的照顧經驗豐富，療養性質的照
顧很缺乏，因此需要插喉、洗腎等健康狀態
較差的長者在內地安老往往會遇到很多醫療
問題。」

兩地應交流融合
她續說，倘若醫療配套的改善步伐趕不上

安老計劃在地區上擴展的步伐，就會面臨另
一問題，「5年或 10年後，該批『年輕老
人』已經變成『中年老人』、『老老人』
時，他們可能會因為醫療配套跟不上，又返
回香港安老，這樣就會非常麻煩，亦會因此
引發更多問題。」
李輝認為，雖然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業人手

充足，但長者服務仍有改進空間，建議兩地政
府繼續緊密合作，實現融合，「我們香港需要
內地，內地亦需要我們，畢竟香港比內地早20
年進入老年化，在長者服務方面始終有更多經
驗，所以兩地需要更多交流與探討。」

業界歡迎：解決港安老痛點

◆本港安老院
舍 宿 位 長 期 不
足，跨境安老逐漸
成為香港安老新趨勢。
圖為入住廣州市南沙區養
老院的本港長者與工作人員愉快
交流。 資料圖片

◆港長者在廣東安老院用餐。 資料圖片

◆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可安排本港長者入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