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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議會屬下  
社會服務、教育及婦女發展委員會文件第 3 / 20 22 號  

(傳閱文件 )  
 

賽馬會齡 活城市計劃  觀塘區 「長者及年齡友 善」 2021 更 新行動方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委員同意，通過「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觀塘

區『長者及年齡友善』 2 02 1 更新行動方案 -草擬」，以提交更新行動方

案予「世衞網絡 」。  
 
背景  
 
2 .  「觀塘區『長者及年齡友善』2 02 1 更新行動方案 -草擬」是香港理

工大學  -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專業支援團隊在 2 019 年至 2 021 年期

間，根據「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JC A FC )與觀塘區議會、長者服務機

構，及多個區內長者群組進行交流及諮詢等草擬而成。  
 
3 .  行動方案主要有兩個目的：1 )  讓區內有關持份者持續關注長者及

年齡友善的需要和作出跟進行動；2 )  觀塘區作為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

的全球關愛老人城市和社區網絡  (「世衞網絡」 )  (  t he  G l ob a l  N e t wo r k  
f o r  A ge - f r i en d l y C i t i e s  a nd  C omm un i t i e s )  的成員，定期更新社區的長

者及年齡友善計劃，與其他成員社區互相參考。  
 
4 .  觀塘區第一份行動方案「 2 01 6 行動方案草擬」 (2 01 6 版行動方案 )  
經觀塘區議會討論後，於 20 1 7 年向「世衞網絡」提交，並在觀塘區議

會 推動 下，透 過各有 關部 門和地 區持份 者的 努力合 作，多 方面 的長者

及 年齡 友善服 務和措 施逐 漸加強 和改善 。根 據「世 衞網絡 」的 預期，

各社區宜因應自身的變遷和發展，於 3 年至 5 年後提交更新方案，保

持與其他成員互相參考。  
 
5 .  由於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已於 20 2 1 年 1 2 月結束，機構現向觀塘

區議會提供「 20 21 更新行動方案草擬」作為參考 (請參閱附件一 )，期

望於通過後向「世衞網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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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6 .  請委員考慮通過「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觀塘區『長者及年齡

友善』2 02 1 更新行動方案 -草擬」(附件一 )，以提交更新行動方案予「世

衞網絡 」。  
 
 
觀塘區議 會秘書處  
2 0 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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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觀塘區「長者及年齡友善」2021 更新行動方案-草擬  

簡介 

此份行動方案是根據「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JCAFC) 過去在觀塘區進行的地區「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評估 (註一)、向區內長者群組諮詢所得

意見，和觀塘區議會秘書處收集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地區措施等草擬而成。 
 
行動方案主要有兩個目的：1) 讓區內有關持份者持續關注長者及年齡友善的需要和作出跟進行動；2) 觀塘區作為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關愛

老人城市和社區網絡 (「世衞網絡」) ( the Global Network for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的成員 (註二)，定期更新社區的長者及年

齡友善計劃，與其他成員社區互相參考。 

 

觀塘區第一份行動方案「2016 行動方案草擬」(2016 版行動方案) 經觀塘區議會討論後，於 2017 年向「世衞網絡」提交，並在觀塘區議會推動

下，透過各有關部門和地區持份者的努力合作，多方面的長者及年齡友善服務和措施逐漸加強和改善。根據「世衞網絡」的預期，各社區宜因應

本身的變遷和發展，於 3 年至 5年後提交更新方案，保持與其他成員互相參考。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間，香港理工大學 - JCAFC專業支援團隊與觀塘區議會、長者服務機構，及多個區內長者群組 (註三) 進行交流及諮詢，現

在向觀塘區議會提供「2021更新行動方案草擬」作為參考，期望於商議和通過後向「世衞網絡」提交，並邀請有關持份者參與貢獻。JCAFC 將

於 2021 年 12 月結束，然而有關持分者將會繼續向地區作出支援，部份工作亦會以其他方式延續。 

 

(註一) 觀塘區分別於 2015 年和 2018 年進行基線研究和終期研究，有關結果請按此參閱 

(註二) 觀塘區於 2017年加入網絡 

(註三) 參與諮詢的長者群組包括：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觀耆友善聯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長者評議會 (樂暉、順利) ， 

保良局劉陳小寶地區長者中心-觀塘東安老服務聯盟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who-network/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t/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doc/SSYDC/18140/SSYDC_8_2020_ppt.pdf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network/kwun-tong-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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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外空間和建築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增加長者外出活動的暢達程

度  

 

1.1 藍田德田邨德義樓與德樂樓之間的通道

建議增設斜路  

1.2 定期檢查鋪路磚是否平坦並進行維修  

1.3 設立通報機制，遇上升降機塔維修或損

壞停止使用時，能夠盡早通知居民安排

進出，和盡快通知維修服務  

** •  新增設施的數量，

及其維護保養頻率  

 

• 路政署  

• 區議會  

 

2.  增加長者外出活動的暢達程

度  

2.1 加快在適當位置落實「人人暢道通行」

計劃當中長者常到位置的設施  

 • 列出設施內容  

• 落實設施的時間表  

• 設施的宣傳和指引  

• 路政署  

• 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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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彩福邨的居民前往聯合醫院的

不便：  

o  除了 28 號巴士外沒有其他方

便的交通選擇  

o  冠忠無障礙巴士固定路線共

12 站達到聯合醫院但並不經

過平山一帶屋苑  

1.1 在彩福邨和其他「盲點」加設可達聯合

醫院的車站  

1.2.  津貼第三方營運復康巴士穿梭服務，增

加固定接載點（例如鄰近長者服務中

心）  

1.3.  增加復康巴士電召服務的可負擔程度  

*** • 車次頻密度  

• 新路綫/車站數量  

 

• 運輸署   

• 勞工及福利局  

• 志願機構  

*「香港復康

會」，「冠忠

無障礙」等  

 

2.  長者過馬路危機意識不足，時

常有闖紅燈或亂過馬路等行為  

2.1.  提升過路燈的提示聲，令弱聽長者清楚

聽到過馬路時間提示  

2.2.  透過不同媒體/教育活動教育長者和他

們的家人朋友，增加安全意識   

a.  更新及推廣《道路使用者守則》，關

注長者使用道路的安全指示  

b.  傳達安全資訊的電視廣告  

2.3.  在長者服務機構附近安裝延長行人綠燈

時間裝置，讓長者掌握過路尚餘的時間

（例如翠屏邨、啟業邨、和樂邨附近）  

*** • 減少長者馬路意外  

• 安全資訊的多樣

性；能否多方面滲

透長者的生活  

• 延長行人綠燈時間

裝置的使用情況  

• 長者中心  

• 政府新聞處  

• 運輸署  

• 立法會交通事

務委員會  

• 其他志願團體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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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多交通設備融入新科技，方

便大部份乘客，部份長者卻因

不適應而造成困擾  

o  例如九巴流動應用程式的廣告

過多亦影響使用感受，特別對

長者用家  

3.1.  考慮長者用家的能力，改善使用介面，

方便對智能電話不熟悉的使用者。例如

「香港乘車易」流動應用程式有「長者

模式」（加大字體、加入朗讀功能等）

方便長者使用  

 • 流動應用程式的準

確性，及改進情況  

• 收集使用者的意見

反饋  

• 巴士公司   

• 廣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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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舊樓維修需求大，很多長者沒

有能力自行維修，亦不知道如

何尋找最適切的服務。  

o  「租者置其屋」長者住戶，不

受惠於公營房屋的維修福利，

需要自行承擔房屋維修或改裝

費用  

o  「市區重建局—有需要人士維

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可幫補

部份家居維修，惟指定的承辦

商收費較昂貴  

o  例如瑞和街，月華街，恒安

街，宜安街等舊樓地區   

1.1.  資助義工維修隊，及鼓勵有經驗的長

者參與義工隊  

a.  例如「房協愛心隊」，「建祝義工

隊」，公僕義工隊幫助維修家居等  

1.2.  鼓勵企業以不同方式回饋社會，藉此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RS) 

a.  例如中電義工隊提供義工服務幫助

社區的弱勢社群，香港賽馬會社區

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等  

1.3.  長者中心幫忙整合家居維修的資料供

長者選擇  

*** 

 

 

 

** 

 

 

 

 

** 

 

 

• 義工隊的質量  

• 維修服務多樣性和選

擇  

• 長者能否承擔維修服

務費用  

 

• 長者服務機構  

• 屋宇署  

• 立法會發展事

務委員會  

 

跟進 2016版

行動方案 3.2

項 

2.  居家安老 Ageing-in-Place

政策自 2013 年推出之後，只

有香港房屋協會以「樂得耆

所」計劃落實推行，而只有

20 個屋邨受惠，其餘約 200

多公共屋邨的居家安老及鄰舍

2.1.  房委會成立居家安老指導組織作出計

劃指引  

2.2.  地區人士、機構或區議會向公共屋邨

管理處提供當地長者居家需要的資訊  

2.3.  各區公共屋邨管理處按條件和當地需

要制定居家安老計劃和按時推行  

** • 指引範圍與原定居

家安老政策的配合  

• 地區資訊涵蓋範圍  

• 計劃推行進度  

• 房屋委員會  

• 公共屋邨管理

處  

• 區議會  

• 地區服務機構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3.2項及 3.3

項 

https://brplatform.org.hk/tc/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1216cb1-230-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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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卻未有清楚的指標，相關

服務零散而成果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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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參與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次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觀塘區文娛設施供不應求，

若舉行大型文化活動必須跨

區；小型社區會堂（或稱社

區中心）租用情況也十分緊

張，籌辦適合長者的節目資

源有限  

o  「東九文化中心」落成後需

要方便長者參與和使用  

 

1.1.  「東九文化中心」將會增設多類型的

表演設施，期望包括一些長者友善的

元素：  

a.  長者友善的設施，方便行動不便

者（加強九龍灣港鐵站與東九文

化中心的連通性）  

b.  多元的文化節目及不同類型的表

演團體，令所有年齡界別的人士

都有機會欣賞，參與文化活動，

例如：支持學校和青年團體與長

者的交流活動，推動區內長幼共

融；保留一些設施給本地長者服

務團體，讓他們踏足專業場地表

演  

*** • 前往東九文化中心

的交通選擇  

• 年齡友善設施/文化

活動數量  

• 使用次數  

• 文化中心的使用群

組（年齡）比例  

• 跨代活動數量  

•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 民政事務總署  

• 長者服務機構  

• 表演團體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4.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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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隱蔽長者的社會參與，

特別留意以下幾個類別的長

者：  

o  獨居  

o  雙老  

o  體弱  

o  語言/文化方面有障礙（例如

少數族裔）  

o  缺乏家庭支援  

o  居於安老院舍  

2.1.  以家訪/探訪安老院舍的模式發掘及評

估有需要的隱蔽長者  

a.  關注長者的情緒支援問題  

b.  關注護老者的需要  

c.  評估和轉介  

d.  與區內團體合作帶動共融交流

（例如學校，青年團體  ）  

e.  傳達多元活動資訊予隱蔽長者  

2.2.  提供接載服務或交通折扣，方便行動

不便的長者出入家居，採購生活用品  

** • 隱蔽長者的案件數

量  

• 長者使用服務的便

利、可負擔程度  

 

•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 社會福利署  

• 長者服務機構  

• 運輸署  

• 巴士公司  

• 志願機構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4.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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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尊重和社會包容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欠缺因應長者需求而安排的

優先服務  

o  關愛座，關愛專線等  

 

1.1.  體諒長者體弱的需要，提供優先服務

增加他們日常生活的便利  

a.  推廣/增加優先輪候或長者排隊專線

等便利措施  

i .  郵局、銀行、超市…等等增加  關

愛櫃檯/專線  

i i .  推廣社署「長者咭計劃」，相關

活動「長者日」優惠消費等  

1.2.  改善參與機構的員工態度，營造真正

的長者友善服務  

a.  九巴在車長訓練中加入試穿

Eldpathy「  長者體驗衣」，令車

長更加體諒年長乘客  

*** • 實踐長者優先的服

務種類/項數  

 

• 社會福利署  

• 銀行   

• 超市  

• 郵局  

• 巴士公司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5.2項 

2.  減少有關長者的刻板負面形

象；減輕年齡歧視  

 

2.1.  讓各年齡層親自接觸長者，減少受刻

板形象影響  

a.  促進長幼共融活動，年青學生藉此

與更多長者交流（例如探訪活動）  

b.  長者以不同形式貢獻社會爭取他人

認同  

c.  鼓勵長者尊重和體諒他人；讓公眾

理解關愛座不等於長者座位  

*** • 達成個案  

• 共融活動的類型和

質量  

• 長者自我觀感的改

變  

• 主流媒體描繪長者

的方式  

• 學校  

• 志願團體  

• 僱員再培訓局  

• 有關社企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5.1項 

https://www.eldpath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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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協助長者提升自我效能感參與義工活

動/繼續就業發揮所長  

b.  退休後培訓其他技能/興趣充實生活  

3.  為長者友善而設計的生活用

品和經營模式未見普及  

 

3.1  嘉許或獎勵實踐年齡友善的企業  

a.  研發及設計長者友善產品  

b.  例如賽馬會「全城．長者友善」計

劃鼓勵公司及機構推行長者及年齡

友善文化  

** • 參與企業數量  

• 設計特定產品/服務

的設計  

• 長者使用者的意見

反饋  

• 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  

• 區內機構和企

業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5.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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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民參與和就業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年長人士有興趣繼續運用和

發展他們的才華和優勢；透

過持續進修和再就業的機會

對社會作出貢獻  

 

 

 

 

 

1.1.  組織長者義工網絡並提供培訓和服務配

對  

a.  例如觀塘花園大廈義工隊  

b.  邀請長者作為特定培訓活動的師友

(mentor)提供專才指導  

*** • 心理效能感和社交

網絡的提升  

• 參與長者人數  

• 參與機構數目和配

對服務項數  

• 培訓活動的種類  

 

• 社會福利署  

• 市區重建局  

• 區內社企  

• 長者服務機構  

• 區內中小學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6.3項 

1.2.  支持有能力和意願的長者再就業；同時

鼓勵僱主聘請長者及提供在職培訓  

a.  「中高齡就業計劃」/「後 50．愛增

值」/「後 50・實習生計劃」提供持

續就業機會  

b.  參考/推廣「長者學苑」計劃提供多

種課程和活動學習新科技和知識  

c.  「流金頌：賽馬會長者計劃新里程」

長者學習知識發展新技能  

**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6.1項及 6.2

項 

1.3.  支持服務/支援長者的社企  

a.  例如：社創基金( ISE Fund)/「銀杏

館」推動長者就業  

** 跟進 2016

版 行動方案

6.1-6.3項 

https://www1.jobs.gov.hk/1/0/WebForm/information/tc/epem/index.aspx
https://www.erb.org/upgrading/chi/
https://www.erb.org/upgrading/chi/
https://www.erb.org/internship/Introduction/
https://www.cadenza.hk/index.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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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聘用或邀請長者直接參與/統籌活

動，可以親手推動社區年齡友善  

1.4.  創造讓長者參與社區發展的機會  

a.  例如口述歷史戲劇計劃，由長者親身

演繹自己經歷和故事，令年青人了解

長輩的成長過程  

***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6.3項 

2.  僱主對聘請長者僱員有較多

顧慮  

o  為高齡員工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比較貴和麻煩；受傷風險較

高；與年輕僱員易有磨擦等  

2.1.  增加對年長僱員的保障（補貼/保險）  

2.2.  幫助配對有意聘請年長僱員的僱主，和

想繼續就業的長者  

** • 保障的工作性質的

範圍  

 

  

 

  

  

http://www.chungying.com/community/lists/coursestype_community_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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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訊息交流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介紹和促進有能力的年長人

士使用科技平台/電子媒體以

獲得資訊  

 

 

 

 

1.1.  推廣及設計有關預防疾病，或其他資訊

的流動應用程式；追求實用性及年齡友

善度，令長者真正受惠  

a.  例如醫管局 HA Go 流動應用程式  

b.  社署「長者咭計劃」流動應用程式   

1.2.  設計容易使用的流動應用程式，滿足長

者的特殊需要（例如：運動、飲食、社

區資訊及資源等）  

1.3.  設立長者優惠：免費/豁免部分上網費

用  

*** • 長者對科技的認

識、使用程度  

• 新安裝上網設施數

量（例如在長者服

務機構）  

• 資訊類別  

• 受惠人數  

• 社會福利署  

• 醫院管理局  

• 電子媒體服務

供應商  

• 長者服務機構  

• 資訊科技企業

或技術人員  

 

跟進 2016

版 行動方案

7.1項及 7.3

項 

2.  資訊發放渠道應配合不同年

長人士的生活習慣；除了推

廣更為方便快速的科技通訊

外，有需要保留傳統的資訊

傳遞方法  

 

 

2.1.  長者服務機構安裝上網服務  

2.2.  舉辦課程教導長者使用  

a.  推廣科技通訊的同時，亦要留意資訊

過濾，避免聽信錯誤的訊息  

i .  例如疫情嚴峻的時候，很多防疫

資訊依靠網路、社交媒體交換流

通；若長者只依靠傳統傳媒，在

預防措施、收集資訊上會面對更

多困難  

*** • 設施及課程數量  

• 受惠人數  

• 普及程度  

• 長者服務機

構  

• 政府宣傳部

門  

 

跟進 2016

版 行動方案

7.2項及 7.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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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強資訊整合/或簡化，讓長者有效尋

找所需資源  

3.  整體來說少數族裔長者面臨

語言交流、文化不同的多重

障礙，接收醫療服務/社會福

利服務更加困難  

o  例如接受防疫資訊上比起普通

長者更加困難。  

 

3.1.  政府部門和長者機構更積極接觸本地少

數族裔組織，透過不同的渠道宣傳  

a.  「支援少數族裔長者認知無障礙計

劃」：增加南亞裔長者及其照顧者對

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及早識別和支援  

3.2.  加強翻譯及資訊整合，讓長者有效尋找

所需資源  

** • 受惠人數  

• 使用服務的長者人

數  

 

• 長者服務機構  

• 社會福利署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seeds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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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區與健康服務  

社區需要/問題 建議行動 優先次序 達成指標 相關持份者 持續跟進 

1.  現有社區健康照顧（例如：

長者健康中心）供應量遠未

能應付實際需求  

o  投放更多資源在社區健康服務

（例如長者健康中心）  

1.1.  縮短輪候長者健康中心的入會時間，促

進長者認識和使用地區長者健康中心  

*** 

 

• 提供服務種類  

• 受惠人數  

• 長者使用者的意見

反饋  

• 得到醫療支援的難

易度、申請手續時

間、輪候時間  

 

• 衛生署  

• 長者服務機構  

• 社會福利署  

• 支援團體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8.1項及 8.7

項 
1.2.  推廣「醫社合作」模式，加強長者健

康的社區支援；同時增加對有關機構

（例如「銀鈴護士站」）的實質支

援，包括場地、設備、人力、技術培

訓  

** 

1.3.  增設「銀鈴護士站」免費護理服務  ** 

2.  醫療券對患有長期或慢性疾

病長者的資助不足（例如自

費藥物並不包括在內）；此

外有長者被誘騙不當使用醫

療券  

2.1.  在醫療券的定額資助之外增設指定藥

品津貼  

2.2.  提供醫療券使用指引，讓長者充分和

正確地使用，以免過度累積或受騙而

浪費  

**  

3.  社區對隱蔽長者的支援服務

較為不足  

3.1.  調查隱蔽長者家庭地點和提供支援服

務（例如家訪、長者暫託服務、補貼

院舍服務等）  

** 跟進 2016

版行動方案

8.1-8.3項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about_us/waiting_time.html
https://www.hcv.gov.hk/files/pdf/Review_Report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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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立醫院藥袋只顯示藥物學

名，以英文為主的標示令很

多長者疑惑  

4.1.  藥袋上加上中文的藥物用途（例如：

退燒／止痛）協助長者掌握服藥資訊  

** • 更改醫院藥袋用字，

長者更容易掌握用藥

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