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公眾論壇

策劃及捐助： 主辦院校：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2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

聯同本地四間老年學研究單位

2015年在八個地區（沙田、大埔、中西

區、灣仔、離島、荃灣、九龍城、觀塘）

試行，並於2017年擴展至全港十八區

採用由下至上、地區為本的模式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3

「齡活」包含靈活、積極的意思

提倡長者及年齡友善文化

鼓勵大眾關注不同年齡人士的需要，改

變對「年老」的固有觀念，並與社區不

同持份者共建「齡活城市」



計劃元素 4

香港長者生活
關注指數

全方位地區
支援計劃

宣傳及
公眾教育 計劃檢討

基線研究

大使培訓

行動方案

三年地區計劃



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

何謂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5

世界衞生組織提倡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

市」的概念，主要涵

蓋以下八個範疇：

交通 房屋

社會參與



何謂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6

世界衞生組織提倡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

市」的概念，主要涵

蓋以下八個範疇：
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

交通 房屋



7長者及年齡友善的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能夠為長者提供
足夠的就業和義務工作機會，並鼓勵
他們參與公民活動，令長者在退休後
仍能貢獻社會。



8長者及年齡友善的

年齡不再是指標，
要人盡其才，能力
為本。

提供彈性的工作機
會及支援長者再就
業的培訓課程，幫
助他們重投職場。



9長者及年齡友善的

提供彈性及多元化
的選擇，以及支援
和培訓，幫助長者
重投職場、參與義
務工作及社區事務。



基線研究 – 背景 10

檢視各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找出可改善的地方

目 的

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研究時段

全港十八區範 圍



基線研究 – 問卷調查 11

社會參與

1 2 3 4 5 6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大範疇

室外空間和建築

交通

房屋

尊重和社會包容

信息交流

社區與健康服務

4.04

4.27

3.71

4.29

4.10

3.87

4.06

3.67

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較低

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較高平均分數

9,785
份問卷

註：問卷調查包括53條與長者

及年齡友善城市八大範疇

有關的題目。每條題目的

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由1

分（非常不同意）至6分

（非常同意）。



基線研究 – 問卷調查 12

1 2 3 4 5 6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大範疇

室外空間和建築

交通

房屋

尊重和社會包容

公民參與和就業

信息交流

社區與健康服務

4.04

4.27

3.71

4.10

3.87
4.06

3.67

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較低

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較高平均分數

9,785
份問卷

註：問卷調查包括53條與長者

及年齡友善城市八大範疇

有關的題目。每條題目的

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由1

分（非常不同意）至6分

（非常同意）。

社會參與 4.29



基線研究 – 問卷調查 13

問 題 平均值

長者有彈性嘅義務工作選擇，而且得到訓練、
表揚、指導同埋補償開支。

4.16

公民參與和就業 – 公民參與



基線研究 – 問卷調查 14

問 題 平均值

長者員工嘅特質得到廣泛推崇。

提倡各種具彈性並有合理報酬嘅工作機會俾長
者。

禁止喺僱用、留用、晉升同培訓僱用呢幾方面
年齡歧視。

3.73

3.56

4.01

公民參與和就業 – 就業



基線研究 – 問卷調查 15

性
別 女性受訪者

看法較男性正
面

教
育
程
度

教育程度越高
受訪者給予分
數越差

住
屋
類
型

居住在公共屋
邨的受訪者給

予較好的分數。

居住在資助自
置居所的受訪

者給予較差的
分數。

自
評
健
康

自評健康狀態

越好，受訪者

給予分數越好

社
區
感

社區感越強，
受訪者看法越
趨正面

性
別 女性受訪者

看法較男性正
面

教
育
程
度

教育程度越高
受訪者給予分
數越低

住
屋
類
型

居住在公共屋
邨的受訪者給

予較高的分數。

居住在資助自
置居所的受訪

者給予較低的
分數。

自
評
健
康

自評健康狀態

越好，受訪者

給予分數越高

影響 公民參與和就業 的因素



基線研究 – 聚焦小組 16

共同的優點

91組，739位受訪者

1

公民參與和就業

區內有為長者提供義工服務的機會
• 渠道: 有不同渠道 (如長者中心、民間組織、教會、

社區中心等)
• 種類: 提供多項義工服務的種類
• 好處: 在長者參與義工服務前會提供培訓﹔

長者可以透過義工服務而獲得正面的經驗和
加強自己的能力



基線研究 – 聚焦小組 17

91組，739位受訪者

共同的關注點

公民參與和就業

1 不同因素導致長者的就業機會有限

• 健康和身體狀況惡化

• 低學歷/ 不能讀寫

• 長者難以透過電子郵件和網站尋找工作

• 沒有針對長者僱員的全面勞動保險;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後只有
很少的工作機會

• 缺乏僱用長者的社會企業; 僱主對僱員的年齡歧視

• 不利的工作安排 (如長時間站立、工作時間欠缺彈性)



基線研究 – 改善建議 18

例子： 透過政府和社會企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提供兼職工作或更彈性工作安排

改變工作角色 (如擔任顧問、培訓員、導師)

在勞工處為55歲或以上人士設立特別的工作配對服務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長者



基線研究 – 改善建議 19

如成立長者關懷小組例子：

吸引長者參與義務工作以幫助其
他有需要的人

提供固定的渠道定期表達和交流長
者的需求



20

就業和提供義工
前提供適當的培
訓，以掌握新技
能，與時並進。

例子 – 就業及義工培訓



21

培訓長者成為齡活大
使，記錄社區生活資
訊，製作成智能電話
應用程式，方便社區
日常生活。

例子 – 製作社區生活APPs



22

招募長者成立社
區關注小組，成
為社區發聲動力。

參與社區事務



23

培養長者成為社
區導賞員，向外
界介紹社區特色，
並帶領討論，搜
集社區意見。

社區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