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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為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機遇及挑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於2015年主導推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並聯
同本地四間老年學研究單位，與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建「齡
活城市」，讓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

「齡活」包含靈活、積極的意思。馬會希望透過計劃，於
社區推動長者及年齡友善的風氣，建立地區可以提升長者
及年齡友善程度的框架，並加深公眾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
市的認識。



計劃目標

• 評估 -- 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
度，在社區推動年齡友善的風氣；

• 建立 -- 地區可以持續提升長者及
年齡友善程度的框架；以及

• 推動 --「齡活」概念，加深公眾
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認識，並
鼓勵社區參與，共同建構「齡活城
市」。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個範疇

在2006年，世衞確認了在城市環境中，促進積極和健康晚
年的主要元素，當中涵蓋八個範疇：



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室外空間和建築

定義

乾淨、舒適及安全的綠化
環境和休憩空間，以及完
善和安全的行人過路設施
和建築，都是適合長者的
生活環境。



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室外空間和建築

元素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基線研究 (2017)

問卷調查（全港18區）9,785份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基線研究 (2017)

聚焦小組（全港18區）91組 739位參加者



問卷調查發現

第5位

八大範疇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評分（1-6分）



問卷調查發現

「室外空間和建築」範疇中各項評分

有關「室外空間」之項目 評分

1 公共地方乾淨同舒適。 4.33

2 戶外座位同綠化空間充足，而且保養得妥善同安全。 4.22

3 司機喺路口同行人過路處俾行人行先。 4.04

4 單車徑同行人路分開。 3.62

5 街道有充足嘅照明，而且有警察巡邏，令戶外地方安
全。

4.33



問卷調查發現

「室外空間和建築」範疇中各項評分

有關「建築」之項目 評分

1 商業服務 （好似購物中心、超巿、銀行）嘅地點集
中同方便使用。

4.35

2 有安排特別客戶服務俾有需要人士，例如長者專用櫃
枱。

3.40

3 建築物內外都有清晰嘅指示、足夠嘅座位、無障礙升
降機、斜路、扶手同樓梯、同埋防滑地板。

4.01

4 室外和室內地方嘅公共洗手間數量充足、乾淨同埋保
養得妥善，俾唔同行動能力嘅人士使用。

3.86



問卷調查發現

與「室外空間和建築」中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相關的因素*

年齡
年長人士
評分較高

自評健康
自評健康越好人士

評分越高

居住類型
居住公屋人士
評分最高；

居住私樓人士
評分最低

社群意識
社群意識越強人士

評分越高

居住狀況
獨居人士
評分較低

*達統計學上顯著程度



聚焦小組發現

各區「長者及年齡友善室外空間和建築」共同例子



聚焦小組發現
改善建議



「長者及年齡友善室外空間和建築」本地案例 ：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躍動觀塘健步行

•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
金贊助，基督教家庭服務
中心招募長者共同推動。

• 第一階段由2017年3月至
6月期間進行，內容包括
路線策劃、可行度研究、
地區訪問、健步行活動、
手機應用程式和社區地圖
製作等。

資料來源：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iDiscover Apps



• 第二階段由2017年9月至2018年
2月期間進行，內容包括導賞員
訓練、社區導賞團、路線設計工
作坊、步行與健康調查及發佈會

「長者及年齡友善室外空間和建築」本地案例 ：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躍動觀塘健步行



主要成效：

• 改善了長者自評健康及生活滿意度
• 促進了跨代關係
• 增強了長者及義工之社區歸屬感
• 增加了長者為改善社區發聲及參與機會
• 提升了「齡活大使 」之服務技巧及自我效能感
• 提升了社區人士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計劃認
識及持續參與意願

「長者及年齡友善室外空間和建築」本地案例 ：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躍動觀塘健步行



於「第九屆國際老齡亞洲創新論壇」
榮獲「最佳活齡計劃 - 社區」獎項

「長者及年齡友善室外空間和建築」本地案例 ：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躍動觀塘健步行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