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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友善社區 
•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提倡長者友善社區的理念，
鼓勵全球各地城市為長者建設健康而舒適的生
活環境及設施，並提出八項指標： 
 室外空間和建築 

 交通 

 房屋 

 社會參與 

 尊重和社會包容 

 社區參與和就業 

 溝通與資訊 

 社區支持與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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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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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衞為長者友善社區設有認證計劃 
 

• 要獲得認證，地區須承諾展開持續改善社區的計劃，
有八個地區（荃灣、葵青、西貢、南區、觀塘、沙
田、大埔及北區）獲得認證 

 

 

 
 

 

 

 

 



長者友善 
交通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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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方便快捷和價格合理的交通系統，可讓長者融入社交生
活，包括準時頻密的班次、廣闊的交通覆蓋網絡、低地
台車廂、愛心座位及車長的友善服務態度等。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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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開始推行 
 

平均每日受惠人次高達 

接近118萬5千人 
 

當中約103萬8千人次為長者 
 

政府在2017-18年度向各 

公共交通營辦商發還的預算款額 

將由2015-16年度的約9億元 

增至約12億元 

 
 

 

 

 

 

 

 

 

 

 

 

 

 

 



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 2002年開始致力推動「無障礙運輸」的理念 

 

• 近年主要的進展包括： 

 各專營巴士已完成為所有巴士在車廂內安裝報站系統 

 截至2017年3月底， 約超過九成八的專營巴士已是可
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巴士 

 所有港鐵車站均設有最少一項無障礙通道設施 

 鼓勵的士業界採用可供輪椅上落的的士型號，現時已
有超過80輛的士為可供輪椅上落的的士 

 鼓勵業界在小巴內劃設供有需要人士使用的優先座位
及安裝防滑地板及額外扶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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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鐵路 
 

在目前未設有連接地面與
車站大堂升降機的港鐵車
站，分階段於2021年年
底前加設升降機或樓梯旁
設置的垂直升降台以作連
接 
 

在興建新鐵路時，連接車
站月台、大堂及路面的升
降機會視乎客觀環境納入
為常規設置 

7 



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專營巴士 
 

資助專營巴士公司加快在
巴士站安裝實時到站資訊
顯示屏及座椅，方便長者
及有需要的乘客 
 

除嶼巴因路線地勢問題外，
其餘營辦商在2017 年底
的全線車隊均會屬低地台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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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專營巴士 
 

積極推動開辦新醫院路線的建議（途經聯合醫
院、仁濟醫院及東華東院），建議已提交所屬
區議會諮詢。其中途經東華東院的8H號巴士路
線已於7月23日開辦 
 

與專營巴士公司研究在 
巴士車廂增加輪椅泊位 
至兩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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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專線小巴 
 

2017年8月15日起，新登記 
的專線小巴必須配備額外一 
級中門梯級、額外扶手及有 
提示燈的落車鐘等設施 
 

推出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新小巴車款試驗計
劃，於三條醫院路線（途經瑪麗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的路線）引入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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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 
     的士 
 

繼續協助的士業界和車
輛供應商，引入可供輪
椅上落的的士 
 

建議專營的士營辦商的
車隊中不少於五成須為
可供輪椅上落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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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接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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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量不足應付基本 
覆診等需求   

拓展至滿足休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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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小區模式」 

• 無障礙社區規劃 

• 集醫療、購物、運動、休閒於小區内 

• 節省跨區交通時間 

• 增加小區凝聚力 



14 

「香港乘車易」長者模式 
 

操作介面，提供更簡便操作、朗讀、長者地點
分類及車費優惠等資訊 

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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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應用 
 

改善行人過路處綠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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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例子：

Qanemate 
 

由新加坡兩兄妹研發 

同時防手杖滑落、配備
GPS 、八達通功能 



增強長者過馬路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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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nza Training Programme, from  
T. M. Lo (2003), HKU thesis 



交通意外傷亡人數 

18 

2015 年 

60歲以上 

交通意外死者 

2016 年上半年 

60歲以上 

交通意外死者 

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 2016年上半年交通報告 

65人 

57人 

30人 

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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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例子： 

Vision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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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起由瑞典政府推行，在美國、荷蘭、美國、英國、
加拿大等推行類似改變 

1. 人命價值的寶貴 
2. 人為錯誤的必然性： 
 不留神/身體突然出現不可預知狀況 
• 以人爲本設計系統，非教育人去遷就系統 
• 在依靠道路建設 (engineering) 而非執法(enforcement) 

去推動改變 

 
Not just age-friendly, but human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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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意外風險，實施
限速 （人體能承受的撞擊力：
30公里/小時） 

• 在需要更快車速的地
方 （高達100公里/小時） 

– 人車過路設施分開 

– 馬路上分開獨立單車路 

• Volvo研發安全車輛 
• 車内置有體內酒量測定器、

超速感應器 

海外例子： 

Vision Zero 



長者用家實地考察、
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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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經過5年爭取，初見成效 
 

↑尊重、自主        
↑社會參與、發聲  
↑長者滿足感 

期望持續改善舊站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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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