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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通訊 (2012 年 6 月) 

通訊處：香港立法會道一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906 室張國柱議員辦事處 

電郵：info@chengkwokche.hk   電話：25373608   傳真：2523-3518 

-------------------------------------------------------------------------------------------------------------------------------------------------- --------------- 

等吓十年又十年 老齡智障淚連綿 

團體要求梁振英正視智障老齡化問題 

5 月初，一個電視節目報導了香港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情況，在普羅大眾中引起了關注。       

6 月初，一班同工聚首商議，組成了由服 務 使 用 者 、 社 工 、 關 注 團 體 組 成 的            

「智障人士老齡化注組」，旋即於 6 月 14 日，50 多名社工、家長、智障人士向候任行政長

官請願，促使新一屆政府正視智障人士老齡化問題，及早規劃，改善服務，舒緩智障人士

及其家屬的困難。 

現時全港 14 萬智障人士中，約

有兩成近 3 萬屬於 50 歲以上人士。

照顧智障子女的艱難，已不足為外

人道。而因親子之情，大部份家長

仍希望克盡己力，首選在家居中照

顧自己的子女。隨著時間推移，智

障子女邁入老年，家長年事更高；

受體力、精神、經濟等限制，好好

照顧子女成為不可完成的任務。  

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成員黎偉

成表示，在服務中發覺智障人士家

庭出現雙老家庭、三老家庭的比例

日漸增加。可是，政府卻沒有相應面對，無計可施時，就把現時家居支援服務形式

變得架床疊屋，徒添項目，但往往矛盾重重。他舉例，「社署常說有特別需要的可

申請安老服務轄下的家居照顧服務、智障支援中心等，但其實這些地區支援服務持

續嚴重不足，亦非針對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服務需要，能使應者少之又少。」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張國柱議員表示，不論長者還是智障人士，資助院舍輪候問題

已經存在多年，尤以近年為甚。「現時興建資助院舍的速度及數量全無規劃。社會

福利界一直要求社署提供中央轉介系統的數據作為規劃參考，但社署一直不肯交

出，業界懷疑是不願做規劃的伎倆。」他認為，這樣只是掩耳盜鈴，只會把問題拖

至悲劇發生。對此我們尤為不滿。  

黎偉誠補充，在現時服務規劃失效之下，現存智障人士院舍在場地面積、設施、

人手等等，都已經嚴重滯後，更加難以照顧智障人士在老齡階段的醫療、職業和物

理治療等方面的特別訓練需要，讓康復機構在這些方面改善已是刻不容緩。可行方

法例如更新獎券基金傢俱設備指引內容，以認可特別器材及設施的資助；或以特事

特辦形式，善用獎劵基金或賽馬會基金以支持中心的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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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因其身體限制，往往較早

出現一般人的老化現象及面對較特別

的醫療保健需要。大多數智障人士患

有多種疾病及需要定期專科覆診對醫

療專科服務的需求非常大。關注組批

評，專設的醫護服務可以說幾近於

無。智障人士的許多衰退和疾病風險

都與一般人不同，在基層健康層面應

該有特別的關注，做好預防工作，既

可減少他們患病的機會，確保他們能

步入健康晚年，同時亦大大減少患病

後才進行治療的高昂社會成本，包括

昂貴的醫療費用、患者家屬因要增加

持續照顧的時間而減少工作、社署及社福機構需要投放更多資源和時間照顧患者

等。例如牙科保健就是眾所周知的一個方面。  

社福界亦批評政府不公開智障人士服務資料。張國柱指，「這方面業界有極大的

意見。要訂定符合需要的服務，掌握數據和基本情況是不可或缺的。可惜，政府一

直有在業界收集這些重要而基本的資料，但卻已經不肯發放。事實上，這些資料對

策劃全面服務並不足夠，只可讓業界有一個概觀。因此，政府應盡快進行全港智障

人士人口普查，蒐集智障人士的年齡、健康狀況、居住環境、照顧者基本資料等，

並且向公眾公佈，定期更新，根據這些資料和數據訂定有關健康、醫療、康樂、住

宿和社區支援的服務策略，令老齡智障人士可以享受美好晚年。」關注組強調，智

障人口統計的工作不能再拖延，整體香港社會福利規劃亦應馬上開展。短期內則要

增建資助院舍。  

(完 ) 

關注組歡迎關心智障老齡化問題

的同工、家屬團體，以個人或組織

名義加入，集結力量，改善服務。 

下次會議：  

日期：201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6:00 至 8:30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平台BC201室 

有意參與者，請與秘書處馮小燕聯絡（2537 

3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