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基線研究報告

中西區

(譯文 )  

1 .  摘要

香港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目標，是推動香港發展為長者及

年齡友善城市。本報告闡述在該計劃下於中西區進行的基線研究

工作 (下稱「研究」 )。研究旨在了解中西區的不同需要，以助該
區發展為長者及年齡友善社區。研究採用定量 (問卷調查 )研究和
定性 (聚焦小組 )研究兩種方法，在堅尼地城；西環、石塘咀和西
營盤；半山區；以及中上環等 4 個社區，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
合共 54 7 人，並進行了 5 次聚焦小組訪問。  

 問卷調查最典型的受訪者為 6 5 歲以上的已婚女士，居住區内
3 0 年，獨居或與配偶住在私人住宅單位，健康狀況尚可，有使
用長者中心服務，已經退休而每用收入少於 6 , 00 0 港元，但仍覺
得能應付日常開支。大廈的樓齡通常超過 3 0 年，設有電梯，但
居民仍須行樓梯進出大廈。區內大部分長者預計 5 年內仍居家安
老，但假如健康變差，預計居家安老的長者人數便明顯減少。

受訪者普遍認為中西區是長者友善的社區。就各個範疇的長

者友善程度作比較，受訪者對「社會參與」範疇的評價最高，但

對「房屋」範疇的評價最低。中西區居民社群意識強烈，尤其認

同自己是區內一分子，即對地區有歸屬感。居民年紀愈大，社群

意識愈強，對社區的長者友善程度印象愈佳。受訪者中接近半數

( 4 6 . 4 %)在過去 3 個月內有於長者中心參與義工服務／活動；而
年齡 6 0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中，大部分 (8 2 . 6 %)有使用／參加長者
中心提供的服務／活動。堅尼地城與其他 3 個社區比較，「主觀
長者友善程度」和「社群意識指數」得分最高。

 至於聚焦小組，受訪者指出： (1 )物理環境方面：斜路和樓梯
使公共空間難以到達，以及房屋價格高昂； ( 2 )社會及文化環境
方面：缺乏方便到達的聚會地方，導致居民減少社會參與；以及

( 3 )信息交流、社區及健康服務方面：長者中心是重要的資訊來
源，區內普遍有社會和健康服務，而應改善的地方主要是須讓居

民更容易獲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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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中西區已建立堅實的基礎，居民有良好的社

群意識，也認為社區對長者友善。日後進一步提升區內長者友善

程度的工作，應建基於現有的結構及網絡。本報告根據世界衞生

組織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架構所訂的 8 大範疇，逐一提出了具體
建議。  
 
 

* * ** ** ** ** ** ** *** *  
 
 
5 .  結論  
 
 在香港，雖然中西區屬歷史較悠久的地區，有超過 15 %的居
民年齡達 6 5 歲或以上，但在發展為長者友善社區方面卻取得顯
著進展。自 2 00 8 年起，中西區長者友善工作小組和中西區社區
關注組等兩個居民組織，已致力使該區更加長者友善。這兩個組

織的成員幾乎包括區內所有長者中心的代表，活躍成員合共超過

1 0 0 名，遍布整個社區。多年來，這兩個組織舉辦了多個論壇和
討論會，會見主要持份者，並發表各項報告。通過這些活動，它

們為中西區建立了堅實基礎，以助該區發展為長者友善社區。此

外，中西區區議會和民政事務處廣納長者社群的意見，並與不同

政府部門和其他團體 (例如港鐵 )合作，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和致
力推行區內的支援和推廣長者友善工作。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中西區長者友善程度高，

尤其是在「社會參與」 (平均分 =4 .4 )、「交通」 ( 4 . 3 )、「尊重和社
會包容」 ( 4 . 2 )等範疇；而在「房屋」 (3 . 5 )範疇則評價較低。檢視
各範疇下的分項，該區在「交通」範疇下的「容易獲得公共交通

服務」 (4 .5 )、「道路安全及保養」和「舒適」 ( 4 . 2 )等分項；「社會
參與」範疇下的「設施及環境」( 4 . 5 )和「社交活動」( 4 .3 )等分項；
「尊重和社會包容」範疇下的「態度」 ( 4 . 3 )分項；以及「公民參
與和就業」範疇下的「公民參與」 (4 .2 )分項，均取得高分數。不
過，該區在「社區支援與健康服務」範疇下的「安葬服務」 ( 2 . 4 )
和「緊急支援」 ( 3 .5 )等分項；以及在「房屋」範疇下的「可負擔
和容易到達」 ( 3 . 3 )分項，評分最低。檢視區內各社區的長者友善
程度，堅尼地城與其他 3 個社區比較，普遍取得較高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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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在「社會參與」及「尊重和社會包容」範疇的評分高，

估計反映過去 1 0 年地區各持份者共同努力在區內推動長者友善
的成果。日後進一步提升區內長者友善程度的工作，應建基於現

有的結構及網絡。至於安葬服務評分低，並非個別地區的情況，

也不能在地區層面改善。  
 
 聚焦小組方面，研究結果特別指出受訪者認為可以進一步改

善，以令社區更加長者友善的範疇。為改善「室外空間和建築」

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以把重點放在改善室外空間。聚

焦小組受訪者提出的一些意見，可作為進一步改善工作的參考。

這些意見包括： ( 1 )在樓梯及斜路旁邊加設扶手； ( 2 )興建更多自
動扶梯及電梯，為現有自動扶梯及電梯提供更佳的保養，並把維

修保養工作安排在晚間進行； (3 )改善室外公園和運動空間的易
達程度；( 4 )在公園加設健體設施，並確保適時保養現有設施；( 5 )
擴建中西區海濱長廊；( 6 )改善街道衞生和減少街道阻塞；以及 ( 7 )
改善行人路的保養。  
 
 為改善「交通」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以把重點放

在改善現有的交通服務和基建，以及提供更多專門服務。建議的

進一步改善工作包括： ( 1 )增設班馬線，以及更嚴厲執法以減少
違反交通規則的情況； ( 2 )改善電車的個別設計，增加某些巴士
和小型巴士路線的班次，以及改善港鐵站、月台和指示牌的設

計；以及 (3 )增加公共交通的選擇，使長者可更容易往返他們喜
愛的場地。  
 
 為改善「房屋」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以把重點放

於加強支援居住在唐樓的長者。聚焦小組受訪者提出的具體建議

包括： ( 1 )就處理翻新要求向住戶提供更多指導，以及提供足夠
的金錢賠償讓住戶日後得到令人滿意的原區遷置安排；以及 ( 2 )
訂立機制以管制公共屋邨加租，確保長者能夠負擔租金。  
 
 為改善「社會參與」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以把重

點放在： (1 )發展位置適中和交通便利的室內聚會中心，尤其是
沿電車線的地點； ( 2 )考慮制定更具彈性的長者中心會員資格規
則；以及 (3 )增加為獨居於唐樓的長者提供的外展服務。  
 
 為改善「尊重和社會包融」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

以把重點放在進一步促進互相尊重和友愛互助的風氣，並以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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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公交通的年輕人和內地人為準推廣對象。  
 
 為改善「公民參與」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中西區可以把重

點放在長者就業問題，這點聚焦小組受訪人沒有提到。為長者創

造具彈性和有意義的工作機會是重要的改善範疇。  
 
 就改善「信息交流」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相關建議包括：

( 1 )改善長者中心以外的資訊傳播；以及 (2 )制定計劃以加強區內
居民之間的連繫。值得研究的方法，包括利用數碼裝置改善區內

長者之間的信息交流。  
 
 就改善「社區支援與健康服務」範疇的長者友善程度，相關

建議包括： ( 1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的宣傳和外展工作； ( 2 )縮短健
康服務的輪候時間； (3 )改善電話熱線系統的個別功能； (4 )在公
立診所和醫院提供無須預約的門診服務；以及 (5 )降低免費牙科
服務的合資格年齡要求。  
 
 總的來說，研究發現中西區居民普遍有良好的社群意識，並

認為社區對長者友善。日後進一步提升區內長者友善程度的工

作，應善用居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和感情連繫；加強居民對本身影

響力和滿足需要的滿意程度；以及招募長者參與在上述各個須改

善範疇推行的長者友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