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及老齡化政策研究報告: 
樂齡科技       構築齡活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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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樂齡科技 、 為何它這麼重要 ？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  「世衞 」 ） ， 盛齡城市的建設包含九大
要素 ， 其中一個要素為 「 科技創新 」  ， 廣義即可引伸至
樂齡科技（WHO, 2015）。 樂齡科技行業發展一日千里 ， 對
改善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生活潛力具大 ， 可助香港應對人口
老化問題帶來的挑戰 。 

香港的高齡人口不僅增長快速 ， 平均預期壽命亦屬世界
最長——截至2020年 ， 男性為82.9歲 ， 而女性為88.0歲               
  （C&SD, 2021,  September 10）， 因此 ， 樂齡科技對香港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 香港人口老化所帶來的主要問題包括 ： 
長者及殘疾人士的高入住院舍比率 、 針對慢性疾病預防和
管理方面的基層醫療服務薄弱 、 因人手嚴重短缺導致照顧
者的負擔增加 ， 以及因醫社合作不足而難以滿足長者及殘
疾人士的健康與福利需要（OHKF, 2018） 。

樂齡科技正可為以上種種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 然而 ， 樂齡
科技能否獲廣泛採用 ， 將取決於我們能否在剛有成功勢頭
的行業上再接再厲 ， 並從中找出關鍵領域 ， 以促使行業進
一步發展並邁向成熟階段 。 以上皆是本報告的研究重點 。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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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過去數年發展如何 ？

團結香港基金 （  「 基金會 」 ） 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 社聯 」 ） 於2017年共同發表了香港首份樂齡科技報告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OHKF, 2017, June） 。 該報告列
舉了24個缺陷 ， 指出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的不足之處和發展
機會 。

在我們首次發表該報告時 ， 許多持份者仍處於樂齡科技的
摸索階段 。 自報告發表以來 ， 在大量政府及業界的項目推動
下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於過去數年得以蓬勃發展  。  鑒於當
時和現在的情況已顯著不同 ， 現在正是時候對香港樂齡科技
生態作重新思考 ， 並重新對其作出一個整體分析 。

本報告第一部分著眼於24個缺陷的改善程度 。 我們向相關
持份者進行了一項調查 ， 以搜集有關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發展
的數據 。 調查結果顯示 ， 總括而言 ， 香港整體的樂齡科技
生態於過去數年有所改善 。 其中改善程度最大的缺陷包括
認知 、 政府規避風險 ， 以及應用研究資助 ， 而許多其他缺
陷亦略見改善 。 然而 ， 有三個缺陷卻呈現惡化跡象 ， 包括
退休保障不足 、 學者欠缺從事樂齡科技研究的誘因 ， 以及
複雜的醫療儀器註冊程序 。

綜合而言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中仍有不少方面需要更多
的關注或支援 。 本報告餘下的章節將討論如何解決和克服
這些缺陷的關鍵舉措 ， 從而改善香港未來的樂齡科技生態 。

圖 I 展示了過去數年樂齡科技生態上的結構改變 ， 和將來
可以進一步推進其發展的關鍵部分 。 在2017年 ， 香港的
樂齡科技生態零散 ， 猶如下圖出現裂縫的漏斗 。 隨着不同
項目的推出及改進 ， 以及供應方和需求方的數量增加 ， 
現時已呈現出如圖中 「 現在 」 部分所顯示的那個更堅固的
漏斗 。 儘管發展頗為正面 ， 我們相信仍有不少空間可以進
一步完善樂齡科技生態 。 因此 ， 我們在圖中的 「 未來 」 部
分提出我們認為有助優化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的策略性關鍵
方面 ， 讓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能更順暢地從供應方流向
需求方 。



4

圖I. 研究報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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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的每一章都將圍繞一項關鍵的方面作討論並提出
建議 。 第一章將分析對供應方的支援 ， 即有關收集用戶
反饋 、 協助初創公司面對的問題 ， 以及改善有關進出口
的問題 ； 第二章將探討需求方的需要 ， 並就居於安老院舍
及社區的長者的不同需求作分析及建議 ； 第三章將討論如
何在公共場所和私人住宅空間內 ， 建設方便長者使用樂齡
科技的基礎設施 ； 第四章將探究如何透過公私營合作投資 ， 
推動樂齡科技發展 ； 第五章則討論如何培養人才 ， 讓樂齡
科技生態持續發展 ， 當中包括培育樂齡科技應用顧問 、 促
進知識轉移 ， 以及加強青年教育 。

1. 支援供應方提供更多更好的樂齡科技
產品和服務 

在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中 ， 「 供應方 」 是指為消費者設計
並提供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機構和個人 。 過去數年 ， 樂
齡科技供應商的質素和數量均見上升 ， 為市場帶來了更多
產品和服務 ； 然而 ， 將這些產品和服務真正帶給用戶的過
程中仍然存有缺陷 。

樂齡科技平台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連接供應方與需求方 。 
該平台由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 「 社創基金 」 ) 資助 ， 
由社聯協調 ， 負責帶領和統籌樂齡科技生態內不同方的協作 
  （HKCSS, 2021） 。 因此 ， 樂齡科技平台能夠執行有關連接供
應方與需求方的數項建議 ， 例如收集用戶反饋 。 樂齡科技平
台的另一個使命為提升業界的綜合實力 ， 因此它亦能夠加強
初創公司的支援 ， 及促進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進出口活動 。

1.1 增加供應商獲取用戶反饋的機會 

由於許多長者和殘疾人士有特別的健康或社交需要 ， 收集
用戶反饋對樂齡科技十分重要 ， 然而 ， 許多供應商在獲取
用戶反饋方面面對不少困難 。 我們建議政府在產品開發的
每個階段為供應商創造更多獲取用戶反饋的機會 。 在早期
階段 ， 因企業和投資者能掌握的數據有限 ， 例如缺乏用戶
的健康和社會需求的相關資料 ， 或用戶的樂齡科技消費模
式等 ， 因而難以進行樂齡科技的市場分析 。 因此 ， 我們建
議政府統計處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 ， 就樂齡科技市場的規模及
需求進行主題性調查 。

在開發中期 ， 供應商需要測試平台收集用戶的反饋以改進
產品 ， 測試平台亦讓他們了解產品能否有效幫助用戶 。 我
們建議將設於樂齡科技平台下的測試平台開放予相關機構進行
樂齡科技產品評估及改進 。 此外 ， 為了讓供應商在產品推出
市場後能夠進一步獲得用戶使用其產品後的反饋 ， 我們建
議樂齡科技平台在其現有 「 產品列表 」 中增設評論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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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初創公司的具體支援

一般而言 ， 由於初創公司能獲得的財政和人力資源都相對
有限 ， 故它們比大型企業需要更多支援 。 由於許多樂齡科
技初創公司均難以直接接觸到用戶 ， 因此 ， 我們建議樂齡
科技平台設立一個由長者 、 殘疾人士及照顧者等用戶組成的
諮詢小組 ， 並可隨時向初創公司提供反饋 。 許多樂齡科技初
創公司難以理解用戶需要及長者和康復服務行業的監管要
求 ， 因此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為初創公司提供專門培訓課
程 ， 解釋用戶在老齡化 、 殘疾和康復方面的需要 ， 以及長
者和康復服務行業的營運環境和監管要求 。

1.3 促進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活動

由於香港的樂齡科技市場規模有限 ， 許多本地供應商都希
望能擴張到新興的大灣區市場 ， 但不知道從何入手 。 在這
方面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協助本港初創公司在大灣區的
院舍單位進行實地考察和產品試用 ， 並建議中央政府考慮批准
社會福利署    （  「 社署 」 ）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  「 10億
基金 」 ） 參考清單中的產品能直接在大灣區服務單位使用 。 

此外 ， 由於本港的市場規模小 ， 許多外國公司不願出口到
香港並為產品本地化作額外花費 。 要克服這個問題 ， 我們
建議樂齡科技平台與投資推廣署合作 ， 與國際機構建立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 。 此外 ， 我們亦建議樂齡科技平台和投資
推廣署合作 ， 協助海外公司了解有關香港樂齡科技的標準
及文化 ， 並提供顧問服務  ， 亦可以為本地樂齡科技公司
提供有關其他國家樂齡科技標準和文化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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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需求方在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
方面的資助

在樂齡科技生態中 ，  「 需求方 」 是指院舍或家居的長者 、 
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等用戶 。 隨着近年供應方的迅速增加 ， 
需求有所增長 ， 越來越多的用戶亦能接觸到及使用樂齡
科技 。

由於年青長者 （ 45至64歲 ） 的科技普及率及教育水平提
升 ， 我們預期樂齡科技市場將來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 然
而 ， 目前許多需求方的用戶和機構並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去
獨自購置樂齡科技產品 。 因此 ， 現時政府更需擔當重要角
色 ， 去推動樂齡科技市場 ， 特別是思考如何為生活在院舍
和社區的用戶提供支援 ， 以維持其市場的可持續性 。

2.1 生活於安老院舍的長者

香港樂齡科技生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財政動力來自政府的
10億基金 ， 用作資助長者和康復服務單位購買和租用樂齡
科技產品 。 該基金包括兩項計劃 ： （ 一 ） 購置和租借創科
產品 ； 及 （ 二 ） 試用新研發科技產品 。

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 ， 全資私營長者和康復服務單位並不
符合10億基金的申請資格 。 由於超過一半的安老院舍屬於
全資私營 ， 許多在院舍生活的長者並不能從10億基金中得
益 。 因此 ， 我們建議政府在10億基金完成2023/24財政年度
的撥款後 ， 延續該資助計劃 ， 並擴展該計劃至所有安老院舍 ；

同時亦應透過採取具體措施 ， 確保全資私營機構的服務質
素可與獲資助安老院舍相比 。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 ， 10億基金試用新研發科技產品計劃獲
得的反應並不理想 。 尤其是申請人缺乏技術知識 ， 因而導
致申請過程出現障礙 。 要改善這一狀況 ， 我們建議社會福
利署為申請人提供更多有關試用計劃的資訊 ， 如製作一份內
容詳盡的手冊 ， 協助申請人識別和選擇合適的樂齡科技產
品以進行試用 。

2.2 生活於社區的長者

如何幫助社區用戶接觸和使用樂齡科技是目前香港樂齡科技生
態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  。  現時政府主要的樂齡科技相關開
支為上述提及的10億基金 ， 而基金的受惠者主要是機構 ； 
然而 ， 香港只有不到8.1%的長者居住於安老院舍 ， 而絕大
多數長者（91.9%）屬社區的家庭住戶（C&SD, 2018） ， 因此
大多數在社區生活的用戶都得不到政府的資助去購買或租
用 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 。

在中短期內 ， 缺乏政府的財政援助下 ， 我們難以期望現時
社區的用戶能積極採購樂齡科技產品 。 由於香港有限的退
休保障 ， 長者會不願意消費在樂齡科技上 。 但是長者有不
同的服務劵 ， 例如長者醫療劵計劃 （  「 醫療劵 」 ） 及長者
社區照顧服務劵計劃 （  「 社區劵 」 ） ， 來補貼某些醫療或
福利護理服務的費用 ， 如果可以擴大現有服務劵的使用範
圍至樂齡科技產品 ， 將有助改善這困局 ， 而這一建議獲得
廣泛持份者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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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拓覆蓋全城的樂齡科技基礎設施

在香港 ， 很多用戶難以看見樂齡科技產品 ， 亦不知在自己
生活的社區內哪裡可以購買或租用相關產品 。 此外 ， 許多
居住在私營房屋的用戶 ， 在家中安裝樂齡科技設備方面存
在困難 ， 這反映出香港缺乏方便讓市民接觸樂齡科技的公
共和私人基礎設施 。

3.1 在地區層面提高可接觸樂齡科技的機會

現時並沒有遍佈全港18區以方便用戶接觸到樂齡科技產品
的公共設施 。 雖然香港現時有一些私營的樂齡科技展示
廳 ， 但它們並非分布在所有地區 ， 而且在展示廳中陳列
的樂齡科技產品一般不作售賣 。 因此 ， 我們認為政府應擔
當一個推動角色 ， 讓生活在社區的用戶更容易接觸到樂齡
科技產品 。

因此 ， 我們建議政府擴大醫療劵和社區劵的使用範圍和金額 ，
容許長者用以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擴大這些服務劵的
使用範圍 ， 是因為樂齡科技產品屬預防和復康性質 ， 與醫
療劵所提倡的預防性護理 ， 以及社區劵旨在促進居家安老
的目標不謀而合 。

我們亦建議在服務劵擴大使用範圍後 ， 清晰指明不同樂齡
科技產品的惠及對象 。 當局應提供一份劃分為兩個層次並
已獲審核的樂齡科技產品參考清單 ： 第一層次為基本及價
錢較低的預防性產品 ， 而第二層次為更複雜及價錢較高 、 
能有效支援體弱長者的產品 。 所有用戶均可透過已擴大使
用範圍的醫療劵來購買或租用第一層次產品 ， 而第二層次
產品專為有中度或嚴重障礙的用戶而設 ， 讓其透過已擴大
使用範圍的社區劵購買或租用 。 由於第二層次的產品較為
複雜 ， 需由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另作轉介才能購買或
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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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 ， 我們建議政府在地區康健中心設立 「 樂齡科技展
示區 」  。 我們構思中的樂齡科技展示區具備三大效能 ： 第
一 ， 它可用作舉辦與樂齡科技相關的公共教育和提高認知
的活動 ； 第二 ， 用戶可利用擴大了使用範圍的服務劵直接
購買或租用當中的產品 ； 第三 ， 樂齡科技展示區也可用作 

「 產品測試平台 」  ， 以便收集用戶的意見 。

3.2 家居改裝計劃

為幫助長者和殘疾人士獨立生活並避免入住院舍 ， 我們有
必要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方便的生活環境 。 現時有一些幫
助居住於公營房屋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項目 ， 為他們提供基
本家居改裝服務 ， 例如加寬門口 、 鋪設防滑地磚和安裝扶
手 ， 而遺憾地 ， 居於私人住宅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卻未能受
惠於此類計劃 。 因此 ， 我們建議屋宇署為居住在私人住宅的
長者和殘疾人士設立一個類似的家居改裝計劃 ， 讓合資格住
戶獲得最多一萬港元的一次性改裝資助 。

4. 善用公私營合作的融資模式 ， 
以提供創新的樂齡科技服務

隨着近年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的擴展 ， 對樂齡科技有興趣
的投資者不斷增加 。 然而 ， 儘管政府和私人投資者都對
樂齡科技項目感興趣 ， 市面上卻鮮有樂齡科技的公私營
合作計劃 。

  「 按效果付費 」 是一種針對社會服務的創新融資模式 。 
簡而言之 ， 私人投資者在投資社會項目後 ， 若服務供應商
能證明其服務能滿足已訂立的相關關鍵績效指標(KPI) ， 
政府則會將向私人投資者發還資金並支付利息 。  「 按效
果付費 」 特別適用於測試創新或預防性服務 ， 非常符合
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的性質 。 因此 ， 我們建議利用 「 按效果
付費 」 作為一種連結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在樂齡科技行業的創
新融資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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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養樂齡科技行業的下一代專業人才

香港在樂齡科技的教育和培訓方面較為零散 ， 也缺乏正式
的資格認可 。 若要發揮樂齡科技行業的最大潛力 ， 須整合
和培養有熱忱並具備所需技能的人才 ， 以推動行業的發展
並滿足行業的不同需要 。

5.1 樂齡科技的職業培訓

樂齡科技的採購不單局限於個別產品 ， 實際上它是一個漫
長的過程 ， 一般需要不同專業人士在不同階段的參與 。 為
簡化過程 ， 我們建議培訓樂齡科技應用顧問作為協助長者和
殘疾人士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的主要聯絡人 。 我們亦建議
社會福利署在資歷架構下引入新的職業資歷階梯 ， 幫助護理
行業安排正規的培訓和認證 ， 從而為上述樂齡科技應用顧問
提供認證和註冊 。

5.2 創業支援與培訓

要推動大學從事以樂齡科技創新為本的研究 ， 當局需制訂
靈活的政策 ， 以鼓勵研究人員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 香港的
大學為尋求商品化的研究人員所提供的條款和條件仍是欠
缺吸引力 。 首先 ， 我們建議本地大學在專利權和買斷政策上
提供更大彈性 ； 其次 ， 我們建議大學釐定更吸引的授權許可條
款和收益分配比率 ； 第三 ， 我們建議大學考慮接受衍生公司的
少量股份作為授權許可費 。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TSSSU）在2014年推出 ， 
以鼓勵大學學生和教職員成立科技初創公司 ， 或建立衍生
公司以將研發成果商品化（ITF, 2021） 。 為鼓勵與社福機構
合作 ， 我們建議TSSSU優化現有的資助機制 ， 提供第二階段
的資助 。 我們還建議將與社福機構 （ 例如長者或康復服務單
位 ） 的合作納入初創公司獲得第二階段TSSSU資助的條件之
一 。 TSSSU更可建議初創公司與已註冊成為樂齡科技平台
轄下測試平台服務單位 ， 建立行業合作夥伴關係 ， 為產品
創造更多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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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樂齡科技的普及認知與教育

儘管現時已有不少普及樂齡科技認知的措施 ， 但當局仍需
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年青人提供不同的學習方案 。 在中小學
階段 ， 我們建議每年舉辦青少年樂齡科技比賽 ， 並在比賽
結束後提供一個將其創新設計商品化的機會 。 在高等教育方
面 ， 我們建議所有本地大學和應用教育機構都有涵蓋樂齡科
技相關內容的課程 。

邁向一個全面的樂齡科技生態

目前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已見不少協作與投入 ， 情況令
人樂觀 。 然而 ， 不可忽視的是 ， 當中仍有很多地方尚未獲
得足夠支援 。 展望未來 ， 推動和採納本研究提出有關供應
方 、 需求方 、 基礎設施 、 投資以及人才方面的建議 ， 將有
助完善未來的樂齡科技生態 。 若我們能繼續推進樂齡科技
生態 ， 承接行業的發展動力 ， 將會是讓長者渡過姿采盛齡
的最佳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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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齡科技報告1.0到2.0
樂齡科技及其重要性 1

2017年 ， 團結香港基金 （  「 基金會 」 ） 與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  「 社聯 」 ） 合作發布了香港首份樂齡科技研究報告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 ） （OHKF, 
2017, June） 。 該報告由香港政府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
金  （  「 社創基金 」 ） 委託 ， 旨在探究香港當時的樂齡科技
生態和概況 。 

近年樂齡科技對香港日益重要 。 除了由於高齡人口不斷
增長外 ， 我們的平均預期壽命也是世界上最長的——截至
2020年 ， 香港男性的平均壽命為82.9歲 ， 而女性為88. 0歲            
  （C&SD, 2021, September 10） 。 因此 ， 思考如何將香港
轉化為一個注重健康老齡化的 「 盛齡城市 」 有着其迫切
性 。 2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  「 世衞 」 ） 的說法 ， 盛齡城市
包含九個元素 ， 而樂齡科技正與其中的 「 科技創新 」 元素
相配合（ 圖1 ） （WHO, 2015）。 

引言 

1 樂齡科技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 將老年學 、 老齡化科學研究和科技 、 科技的發展和分配結
合在一起（Fozard 、 Rietsema 、 Bouma 和 Graafsmans, 2000） ， 目標是預防 、 延後或彌補
衰老過程中發生的認知和身體衰退 ， 並為老年人策劃跨越健康 、 居住 、 流動性 、 溝通 、 休
閒和工作領域的技術環境（García-Alonso & César Fonseca, 2019） 。 

2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 2021 ） 的定義 ， 健康老齡化指 「 發展和維持功能性能力以達至老年
健康的過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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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世界衞生組織指明的 「 盛齡城市 」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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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OHK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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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問題都與城市人口老化有關 。 基金會曾發表一份題爲
《 以人為本  縱橫整合  香港醫療體系 》 的研究報告 ， 報告

提出了一些與人口老化相關的主要挑戰 ， 包括長者的高入
住院舍比率  、 預防和治理慢性病等方面的基層醫療偏向薄
弱 、 嚴重人手短缺導致照顧者的負擔增加  ， 以及醫社合作
不足以滿足長者的健康和福利需求（OHKF, 2018）。 而樂齡
科技正正可以透過多種方式應對這些主要挑戰 （ 圖2 ） 。 

圖2. 樂齡科技在老齡化相關政策方向中的角色  

居家安老 基層醫療

醫社合作 人手短缺

可持續的香港樂齡科技經濟產業

電動輪椅

智能藥物系統 護理
機械人

健康
監察設備

樂齡科技
例子

在香港 ， 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居住在安老院舍機構的長 
者比例比其他發達地區高 。 3 這是由於院舍照顧服務供應 
激增 ， 而社區照顧服務供應卻有限並且難以負擔（Chui, 
2011） 。 然而 ， 政府對長者是以 「 居家安老為本 ， 院舍
照顧為後援 」 為長遠方針（LegCo, 2016, Februar y 16； 
Elderly Commission, 2017）。 居家安老意味着讓長者有
繼續維持在社區獨立生活的能力 。 樂齡科技能幫助居家安
老的一個例子是透過配備智能傳感器的設備和智能輪椅 ， 以
提升長者的身體機能 ， 並延遲他們入住院舍的時間 。 

3  香港的入住院舍比率（8.10%）與瑞典（4.20%）、 南韓（2.73%）和日本（2.64%）等眾多發達國家相比更高（C&SD, 2018； OECD, 20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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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面臨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患有慢性病 ， 65歲或以
上人士中 ， 有78.1%患有慢性疾病（C&SD, 2019） 。 4 長者
慢性病的高患病率導致本已不足的醫療資源日益緊張 。 只
有重新調整我們的醫療體系 ， 並重視基層醫療才能滿足人
口老化引起的健康需求 。 基層醫療包括健康推廣 、 醫療支
援以及疾病預防和管理 ， 當中亦包括復康（FHB What is 
Primar y Healthcare?, 2021） 。 由於基層醫療屬於預防性
質 ， 這意味着以一種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為長者取得更健
康的效果（FHB, 2010） 。 樂齡科技可以通過使用智能健康
監察設備更好管理慢性病 ， 有助促進基層健康 ， 從而降低
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

在香港 ， 醫療與社會機構的連繫也頗為不足 。 這是一個確
切的問題 ， 由於許多長者和殘疾人士需要全面的長期護理，
當中涉及醫療和福利服務及專才  。 隨着年齡增長 ， 長者患
上殘疾或多種障礙的機會也因而增加 ， 因此對此類長期護
理的需求也隨之提升 。 5 例如 ， 中風後康復的長者可能需要
醫生的門診治療 、 社會工作者的病例個案管理 ， 以及物理
治療師的定期鍛煉 。 因此 ， 香港有需要推廣一種醫社更緊
密合作的綜合護理模式（OHKF, 2018） 。 樂齡科技正正有助

推動這模式 ， 例如在藥劑師和護理人員的協助下 ， 安老院
舍可引進智能藥物系統 ， 並在醫院管理局 （  「 醫管局 」 ） 
與社會福利署 （  「 社署 」 ） 合作下進一步促進其應用 。

最後 ， 人口老化為香港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人手短缺 。 隨
着香港高齡人口飆升 ， 城市主要工作人口 （ 15至64歲 ） 相
對下降 。 圖3反映了香港人口結構從2020年至2069年的急
劇變化（C&SD, 2020； 2021, August 11） 。 6 

按當前人口老化趨勢 ， 照顧者和機構將難以應對未來幾年
大量湧現的年長病者 ， 造成更多人要承受作爲照顧者的負
擔——即要承擔照顧慢性病患者 、 殘疾人士或年老家庭成員
的壓力 。 7  照顧者的負擔過重將導致護理照顧時間減少 、 生
活質素下降 ， 以及身心健康惡化等問題（Liu、 Heffernan & 
Tan, 2020）。 由於樂齡科技有助推動居家安老 、 預防性保
健康和醫社合作 ， 機構和照顧者的護理效率可以得到提升 ， 
其壓力和工作量亦得以減輕 。

4 最普遍的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壓（51.5%） 、 高膽固醇（26.1%）和糖尿病（23.4%）（C&SD, 2019） 。
5 根據政府統計處 （ 「 統計處 」 ）（2014） ， 殘疾人士的整體患病率由2007年的5.2%上升至2013年的8.1% 。 70歲或以上人士的升幅最大 ， 普遍患病率為42.6% ， 其中以身體活動受限者患病

率最高 。
6 預計人口老化比率 （ 65歲或以上 ） 將從2020年總人口的19%增長到2069年的35% ， 即增加約180萬人 ， 其中未來數十年內的人數升幅預計會集中於85歲或以上組別的長者（ 「 老長者 」 ）  ，  

情況令人擔憂 。
7 儘管要承受照顧者的負擔的人數不斷增加 ， 香港尚未制訂全面的照顧者政策 。 因應其他組織在不同情況下鼓勵政府採取照顧者政策 ， 政府目前正完成一項有關如何支援照顧者的研究 

(LegCo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Supplement—Caring, 2021; HKCSS, 2020, April; EOC, 2019) 。 台灣 、 澳洲 、 瑞典和英國等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為此立法 ， 確認照顧者接受
政府各類支援服務的法定權利（LegCo, 2020, March 9） 。 在香港 ， 社署設有 「 護老者支援服務 」 網站 ， 其中包括 「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  （SWD Carer Support 
Service, 2021 ）  。  該計劃旨在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 ， 以幫助長者居家安老（SWD Pilot Scheme, 2021） 。  而目前政府仍沒有任何計劃幫助殘疾人士的照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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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20至2069年人口分布 （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 ）

2020年人口 （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 ）

註 ： 2069年的人口預測以2019年年中的人口估算作基數 。
資料來源 ： C&SD, 2020; 2021, Augus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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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 ， 雖然樂齡科技並不能完全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
的所有問題 ， 但長遠可以讓我們的長者在舒適的社區環境
下有尊嚴地居家安老 ， 並減低對匱乏的公共資源和人力所
造成的整體負擔 。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

在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中 ， 基金會介紹了72款樂齡科
技產品和服務 ， 並進一步將樂齡科技產品劃分為 「 醫 」  、 

「 食 」  、  「 住 」  、  「 行 」 四大範疇 。 而這四大範疇對
香港過去數年的樂齡科技生態發展皆發揮着影響 。 8

8 例如 ， 2019年底成立的嶺南大學樂齡科技體驗館等較新的樂齡科技展示廳 ， 從 「 醫 」  、  「 食 」  、  「 住 」  、  「 行 」 四個範疇展示和解釋樂齡科技產品（LingnanU X-Lab, 2021） 。 同
樣地 ， 賽馬會 「 a家 」 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透過導賞團提供樂齡科技公眾教育 ， 並根據上述四個類別解釋樂齡科技產品（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

9 提出這些缺陷有助業界和政府推出策略性的樂齡科技項目 ， 以加快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發展 。 例如 ， 在基金會的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發布後 ， 社創基金和社聯舉辦活動 ， 為樂齡
科技持份者提供機會討論如何改善24個已提出的缺陷（SIE Fund, 2017） 。 根據討論中收集的意見 ， 社創基金多年來與社聯合作 ， 成立了覆蓋全港的樂齡科技平台 ， 是香港迄今最進取和
影響最廣泛的樂齡科技項目之一（SIE Fund, 2021） 。

除了介紹香港和海外市場上各類樂齡科技產品外 ， 報告還
進一步提出了生態面對的24個缺陷 （ 表1 ）  。 香港的樂齡科
技產業在2017年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 ， 而報告提出的24個
缺陷反映了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的不足之處和發展機會 。 9 

在該24個缺陷中 ， 基金會進一步指出了五個主要缺陷 ：

(1) 對樂齡科技重要性的認知不足
(2) 持份者之間缺乏合作
(3) 初創公司成為了「死亡之谷」資金缺口的受害者
(4) 產品本地化時面對的文化差異問題和困難
(5) 新產品缺乏測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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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22. 研究機構和私營機構之間的合作不足

階段

資料來源 ： OHKF, 2017, June

缺陷

表1. 2017年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中提出的24個缺陷

原型開發階段

改進階段

樂齡科技市場

生產商

消費者

持份者之間的合作

應用研究階段

政府
缺陷1. 對樂齡科技重要性的認知不足

缺陷11. 繁複的醫療儀器註冊流程

缺陷3. 監管制度過時

缺陷13. 安老院舍使用的新產品缺乏測試平台

缺陷5. 應用研究的資金不足

缺陷15. 市場規模有限

缺陷7. 學術界的制度問題

缺陷17. 出租產品面臨風險

缺陷21. 大學與研發中心之間的合作不足

缺陷9. 對初創企業的支援不足

缺陷19. 繁複的採購程序令人卻步

缺陷23. 私營機構和非政府機構之間合作不足

缺陷2. 高度風險厭惡

缺陷12. 產品設計未能滿足長者的消費需求

缺陷4. 退休保障不足

缺陷14. 產品本地化時面對的文化差異問題和困難

缺陷6. 缺乏人才

缺陷16. 市場細分差劣

缺陷8. 項目分拆和註冊程序障礙重重

缺陷18. 樂齡科技產品太昂貴

缺陷10. 意念分享的風險

缺陷24. 醫社合作不足

缺陷20. 長者拒絕接受新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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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來在香港推出的主要樂齡科技項目

自基金會2017年發表報告以來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有賴大量政府及業界的項目推動 ， 得以快速地蓬勃發展 。 圖4列舉了
其中的一些主要項目 。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團結香港基金 ：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樂齡科技與創新－地

區巡迴展覽

香港理工大學 ：
智齡匯體驗中心

「 落得樓 」 
樓梯機服務

試驗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 ：
智齡研究院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樂齡科技產業
聯盟 「 智齡 」

賽馬會 「 a家 」
樂齡科技教育

及租賃服務

嶺南大學 ：
樂齡科技與

智能安老計劃

創新及科技局 ：
創科生活基金

機電工程署 ：
「 樂齡科技顯愛心 」

社會福利署 ：
10億港元樂齡

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財政預算案 ：
7,500萬港元

長者照護食資助

政府項目
其他項目

社創基金 ：
樂齡科技平台

樂齡科技博覽暨
高峰會

圖4. 2017年以來在香港推出的主要樂齡科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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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項目

由多個政府決策局和部門推行與政府相關的樂齡科技項目是生態中一主要的改進 。 表2所示的項目對加強樂齡科技供應方和
需求方的能力有莫大幫助 ， 並促進雙方之間的互動和合作 。

表2. 有關推廣樂齡科技的政府項目

相關政府
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

創新及科技局

機電工程署

社會福利署

日期

2017年
至今

2017年
至今

2017年至
2019年

2019年至
2023年

計劃受惠者

所有樂齡科技
持份者

非政府機構、
研發中心 、 企業

及初創公司

中小學生

社署津貼安老及
康復服務單位

計劃說明

每年舉辦樂齡科技博覽 ， 以提高
大眾對香港及海外生產的不同

樂齡科技產品的認識

資助研發令市民日常生活更方便 、
舒適及安全 ， 或照顧特殊弱勢社群

需要的創新及科技項目

提高年輕一代對樂齡科技產品
發展的意識 、 興趣和技能

資助服務單位購置 、 租借或
試用樂齡科技產品 ，

並支持員工培訓和產品保養

計劃影響

調查顯示舉辦樂齡科技博覽
對提高公眾樂齡科技方面

的認識有正面成效

在35個成功獲得資助的創科
項目中 ， 17個為樂齡科技研發
項目 ， 總金額逾6,100萬港元

共超過160支隊伍參與

截至2021年10月 ， 共批出
約3.8億港元予1,300多個

服務單位以用於採購或租用
超過9,600多種樂齡科技產品 。

政府項目

樂齡科技博覽暨
高峰會

創科生活基金

社區關懷活動
「 樂齡科技顯愛心 」

樂齡及康復
創科應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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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府
機構 日期 計劃受惠者 計劃說明 計劃影響政府項目

社會福利署

社會創新及
創業發展基金

社會福利署

2020年
至今

2021年
至2023年

2020年
至2023年

有吞嚥困難
的長者

所有樂齡科技
持份者

社署津貼單位

提供7,500萬港元資助 ，
為社署津貼的安老服務單位內
有吞嚥困難的長者提供照護食

一個一站式樂齡科技平台 ， 從而推動
香港整個樂齡科技生態的發展

為期四年 、 耗資2.05億港元的先導
計劃 ， 為約1,350個社署資助機構
營辦的服務單位提供無線上網服務

自2020年10月至2021年
3月 ， 已為約12,400名

長者提供服務

藉着連結供求兩方面的不同持
份者 ， 平台期望提升長者生活
質素及獨立生活和自理能力 ，
為他們的家庭 、 照顧者 、 護理

員和護理機構提供支援 。

1,350個服務單位將會受惠

照護食資助

樂齡科技平台 [1]

提供無線 
上網服務

註 ： [1] 樂齡科技平台涵蓋 （ 一 ） 知識庫  、  （ 二 ） 網絡建設和能力提升  、 （ 三 ） 顧問服務 、 樂齡科技產品本地化和測試支援 ， 以及 （ 四 ） 效益評估等四項基本功能 。 知識庫是一個與
所有樂齡科技事物相關的網上資料庫 ， 包括一個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資料庫 、 一個連接供求兩方的内聯網 ， 以及一個用戶體驗分享平台 。 網絡建設和能力提升功能包括本地 / 海外遊學 、 
年度峰會 、 簡報及培訓 。 顧問服務 、 樂齡科技產品本地化和測試支援功能包括協助供應方開發和測試產品 、 為需求方選擇樂齡科技產品提供顧問服務 ， 以及制訂產品測試方案 ， 以測試
樂齡科技產品在安老院舍和社區設置中的效果 。 效益評估包括本報告和即將對樂齡科技平台的成效的進行的評估 。

資料來源 ： GIES, 202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Better Living, 2021; EMSD, 2020; SWD, 2021; LegCo Policy Address Supplement, 2021, October 6; LegCo, 2021, May 31; LegCo, 2021, 
May 27; LegCo, 2020; HKC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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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項目

在廣泛的樂齡科技生態中 ， 部分持份者推出了各種與樂齡
科技相關的項目 ， 其中許多以提升認知和合作為主題 。 例如 ， 
繼2017年推出了首屆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後 ， 社聯與
多個非政府機構合作 ， 在全港各區進行樂齡科技地區巡迴
展覽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 生產力局 」 ） 還在 2019年成
立了一個樂齡科技產業聯盟 「 智齡 」  ， 將不同的樂齡科技
持份者滙聚一起（HKPC, 2021）。

近年嶺南大學（ 「 嶺大 」 ） 、 香港理工大學（ 「 理大 」 ） 及
社聯等多間機構獲香港賽馬會（ 「 賽馬會 」 ） 資助 ， 在不
同地區設立樂齡科技展示廳 ， 以提高公眾對樂齡科技的認
知（LingnanU, 2021; PolyU, 2021; 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當中位於沙田和火炭的賽馬會 「 a家 」 樂
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不但提高公眾對樂齡科技的認知 ， 
亦成為提供設備評估 、 清潔和保養等樂齡科技租賃服務的
一站式服務中心 。

樂齡科技報告 2.0
概覽

近年 ， 香港多個樂齡科技項目發展蓬勃 ， 反映香港的樂齡
科技生態自我們於2017年發布第一份概況報告後 ， 發展日
趨成熟 。 我們在發布該概況報告時 ， 大多數相關持份者對
樂齡科技仍在摸索階段 ； 時至今日 ， 幾乎所有長者和康復
服務界人士都認識或積極使用樂齡科技 。 鑒於當時和現在
的情況截然不同 ， 現在是時候對香港樂齡科技生態作重新
思考 ， 並對其再作一個整體分析 ， 這些都是我們期望透過本
報告可達致的目標 。

然而 ， 第一份概況報告已介紹樂齡科技產品 ， 故本報告
( 樂齡科技報告2.0 ) 只會專注就香港當前的樂齡科技生態作出
最新的分析 。 因此 ， 本研究將先剖析第一份報告提出的24
個缺陷有何改善及進展 ， 接着將提出對推動和發展樂齡科
技生態有幫助的關鍵舉措 ， 並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 ， 讓政
府考慮如何可充分發揮上述關鍵舉措所帶來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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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4個缺陷的問卷調查

為評估這24個缺陷的改善進展 ， 我們向之前接觸過的
持份者進行了一項調查 ， 以搜集有關香港樂齡科技生態
發展的數據 。 10 對於每項問題 （ 對應24個缺陷的其中一
個 ） ， 受訪者有六個回答選項 ：

(1) 大幅惡化
(2) 輕微惡化
(3) 沒有轉變
(4) 輕微改善
(5) 大幅改善
(6)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調查完成後 ， 我們為每個缺陷的改善程度都有一個數值 
  （ 如圖5所示 ）  ， 該數值對應以上六個選項 （ 從代表 「 大幅
惡化 」 的-2到代表 「 大幅改善 」 的+2 ）  。 在本報告中 ， 我們
將繼續參照這24個缺陷及它們在調查中的相應得分 ， 去討
論如何進一步改善整體樂齡科技生態 。 完整的調查結果載
於附錄I  。

10 我們與持份者進行了深入的訪談並進行調查 ， 合收到共40份回覆 。 持份者來自廣泛社會背景 ， 包括在初創公司 、 研發中心 、 大學 、 外國產品分銷商 、 醫療保健服務 、 安老服務 、 康復服
務等界別 ， 以及在慈善基金會工作的專業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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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產品
面臨風險

對初創公司
的支援不足

圖5. 團結香港基金就樂齡科技24個缺陷的調查結果 

有三個缺陷呈現惡化

繁複的醫療儀器
註冊流程

退休保障
不足

產品
本地化

醫社合作

衍生公司
及專利授權

市場規模小

監管制度
過時

產品
太昂貴

人才

意念分享
的風險

測試平台

私營機構
及非政府
機構合作

學術界的
制度問題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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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缺陷獲得逾0.5分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大學與研發

中心合作

研發中心與
私營機構合作

採購
程序繁複

市場
細分差劣

方便長者
的產品設計

應用研究
資助

政府規避風險 對樂齡科技
重要性的認知

長者對科技
的開放程度

就圖中以紅色標示的 「 缺陷 」 ，
有超過2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 不知道 」 或 「 沒有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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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 ， 一些得到最大改善的缺陷包括認知問題 、 政府規避風險 ， 以及應用研究資助 。 由於這些範疇相關的項目確實見
到有顯著的改進 ， 是次調查結果並不意外 （ 圖6 ）  。

圖6. 最有助改善三個缺陷的項目

• 創科生活基金

政府規避風險 應用研究資助

智能家居

例子 ：

智能護理系統

虛擬現實系統

人工智能中風
復康設備

展覽

地區巡迴
展覽

展示廳

• 社署10億港元
樂齡及康復創科
應用基金

• 樂齡科技博覽暨
高峰會

• 社創基金樂齡
科技平台

• 社聯
• 嶺大賽馬會樂齡

科技與智能安老
計劃

•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
技術研發中心

        （LSCM）

•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
體驗館

• 理大智齡匯
•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

中心
• 賽馬會 「 a家 」
• Project Futurus

認知

• 樂齡科技博覽暨
高峰會

• 黃金時代展覽暨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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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受訪者同意人們對樂齡科技的認知有所提高 ， 這
亦是唯一得分高於 「 1 」 的缺陷 。 當我們撰寫第一份報告
時 ， 社會缺乏討論如何透過科技緩解人口老化的問題 ， 人
們通常會想起護理人員和醫生短缺或者護養院和醫院的床
位不足（OHKF, 2017, June）。 然而 ， 許多項目提高了人們
對樂齡科技的認知 。 例如 ，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每年都
會吸引數以萬計人士 ， 並展示來自本地和國際參展商的數
百種創新產品（GIES, 2021）。 許多機構也陸續舉辦樂齡科
技巡迴展覽活動 ， 並已在18區中的十個地區舉行 ， 同時又
設立樂齡科技展示廳 （ 至今已有五個 ）  。 我們將在第三章
作進一步討論 。

根據調查 ， 另一個獲大幅改善的缺陷是政府規避風險的態
度 ， 得分為0.66 。 我們在第一份報告中提到 ， 由於本地新
產品缺乏其他地方使用的經驗 ， 政府設施更傾向採用外國
成熟的樂齡科技 ； 同時 ， 政府未能為本地產品測試提供支
援 ， 因此導致惡性循環（OHKF, 2017, June）。 然而 ， 一些
較新項目的出現 ， 表示政府願意降低對樂齡科技風險的規
避 。 政府設立10億港元的 「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
  （ 「 10億基金 」 ） ， 顯示當局希望推動本地服務單位嘗試不
同的樂齡科技產品 。 政府對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的持續
支持 ， 也表明當局致力為本地和海外新產品提供一個大型
平台以吸引本地消費者 。 此外 ， 樂齡科技平台特別注重測
試支援 ， 顯示政府非常重視提高本地業界在進行產品測試
方面的專業知識 。

我們的調查還顯示 ， 與樂齡科技相關的應用研究資助有所
改善 ， 得分為0.53 。 當我們在2017年發布第一份報告時 ，
創新及科技局 （ 「 創科局 」 ） 的 「 創科生活基金 」 亦剛剛
推出 。 截至2021年9月 ， 創科生活基金共批出了35個資助
項目 ， 其中17個惠及長者或殘疾人士 ， 四年內合共向樂齡
科技相關的應用研究批出約6,100萬港元資金 。 獲批的樂
齡科技相關項目包括開發智能家居 、 虛擬現實系統 、 智能
健康護理系統 ， 以及人工智能中風復康設備（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Better Living Approved 
Projects, 2021） 。 在2021年的施政報告中 ， 行政長官宣
布政府計劃發揮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研究方面的優勢 ， 
在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內設立 「 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 」
  （LegCo Policy Address, 2021, October 6）。 11 我們希望
這項計劃能進一步幫助樂齡科技相關的研究籌集資金和提
升技術知識 。

調查進一步顯示 ， 有三個缺陷實際上呈惡化現象 。 第一個與
退休保障不足有關 ， 得分為-0.05 。 這個缺陷是指香港現有
的退休保障制度 （ 包括公共福利金 、 服務券及 「 退休金 」
等一系列的計劃 ） 並不足以為長者的退休生活提供足夠的支
援 ， 我們將在第2.2節討論如何改善這個問題 。 第二個涉及
學術界的制度問題 ， 得分為-0.06 。 這個缺陷是指大學學者
欠缺誘因從事具社會和經濟影響的研究 ， 我們將在第5.2節
討論如何改善這個問題 。 第三個涉及到繁複的醫療儀器註
冊流程 ， 得分為-0.23 。 這缺陷是指醫療儀器需要額外的認
證 ， 而且註冊手續程序需時 ， 但非醫療儀器則無這種要求    
  （OHKF, 2017, June） ， 我們將在第1.3節討論如何改善 。

11 AgeTech 是美國和歐洲市場上樂齡科技的同義詞 ， 被認為是健康科技領域的一個新興界別（Advance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Center,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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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大多數缺陷只得到輕微改善 ， 24個缺陷中有18個得
分在0–0.5之間 。 此外 ， 還有數個缺陷超過20%的回應均為 
   「 不知道 」 或 「 沒有意見 」  （ 圖5中以紅色標示 ）  ， 而缺陷
涵蓋不同樂齡科技發展的合作形式 ， 以及供應方機構可獲
得的技術支援等 。

綜合以上所述 ， 我們的調查發現香港樂齡科技生態仍有很多
領域未得到足夠的支援或關注 。 我們將就這些領域提出關鍵
舉措 ， 以助推動和改善香港未來的樂齡科技生態 。

圖7展示了本研究報告的敍事及整體結構 。 我們在2017年發表
第一份報告時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非常零散 ， 猶如圖中出
現裂縫的漏斗 。 除了供應方的參與者不多外 ， 市場上可用
的產品和服務也很少 ， 就如圖7中的圓形圖案 ， 而在缺乏
連接供應方和需求方的支援下 ， 市場上的大部分的產品無
法觸及目標用戶 。

由於過去幾年的推進 ， 供應方的數量已經有所增加 ， 香港
的樂齡科技生態更為整合 ， 猶如上圖所示 ，  「 現在 」 的漏
斗已變得更為牢固 。 圖中的圓形圖案和用戶人數的增加 ， 
象徵着更多的用戶可以接觸及使用樂齡科技 。 供應的增加
亦令對樂齡科技的需求上升 ， 更多的用戶願意嘗試和購買
樂齡科技 。 雖然情況樂觀 ， 但我們相信可以更進一步促進
樂齡科技生態的發展 。 我們將闡述這些關鍵舉措及其相應
建議 。

在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中 ， 其一關鍵是需要進一步區分不同
的市場參與者及其相應的市場需求 。 例如 ， 對供應方而言 ， 
不同規模的公司有不同的需要 ； 同時 ， 與國際企業相比 ， 
本地企業亦有不同的需要 。 對需求方而言 ， 我們亦有需要
區分居住在社區和安老院舍的長者及殘疾人士 。

另外亦需要訂立更多的策略性計劃 ， 訂出如何增加和促進樂
齡科技產品和服務從供應方流向需求方 。 我們預計 ， 未來本
地樂齡科技生態中將有更多的供應商和用戶 ， 同時將有更
多樂齡科技產品流向需求方 ， 故需要更多具策略性的計劃
以促進和應對樂齡科技產品增加的流量 。 圖中供應方的生
產量增加 、 需求方的用戶量增加 、 流經圖中漏斗的圓形圖
案增多 ， 以及漏斗口的擴大代表數量和流量上升 。 促進和
發展生態所需的策略性計劃則被分為 「 基礎設施 」  、  「 投
資 」  ， 以及 「 人才 」 三個方面加以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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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研究報告結構

需求方需求方需求方

社區長者 安老院舍

基礎設施

投資

人才

裂口
24個缺陷

改進 建議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2017年 現在

未來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中小型企業
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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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初創公司的特定支援

1.3 進出口

1.1 用戶反饋 

3.1 善用地區康健中心
3.2 私人住宅家居改造

4. 「 按效果付費 」

5.1 樂齡科技應用顧問
5.2 知識轉移
5.3 青年教育

2.2 擴展服務券計劃 2.1 優化10億基金

需求方2

社區長者 安老院舍

3

4

圖8. 研究報告建議摘要 

5

基礎設施

投資

人才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中小型企業
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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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本報告中提出建議 ， 以期策略性及綜合性地建設
本港樂齡科技生態 。 第一章將討論不同供應方所面臨的挑
戰和機遇 ， 即有關收集用戶反饋 、 初創公司面臨的具體問
題 ， 以及有關進出口的問題 ； 第二章將討論不同需求方所
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 當中以居於安老院舍與居於社區的長
者作劃分 ； 第三章將討論如何改善公共場所和私人住宅內
適合樂齡科技的基礎設施 ； 第四章將討論如何利用公私投
資夥伴關係發展樂齡科技 ； 第五章將討論如何培養相關人
才以維持樂齡科技生態 ， 包括設立樂齡科技應用顧問崗位 、
促進知識轉移 ， 以及加強青年教育 。 最後 ， 我們將在總結
中歸納是次研究的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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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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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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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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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應
方

1概覽

樂齡科技生態的 「 供應方 」 是指為消費者設計 、 製造及提
供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的機構和個人 。 正如我們在第一份
報告中指出 ， 供應商面臨眾多的挑戰 。 例如 ， 初創公司得
到的政府資助有限 （ 缺陷9 ） 、 香港的樂齡科技市場規模仍
然較小 （ 缺陷15 ） ， 而且欠缺測試平台或便捷收集用戶意
見的方法 （ 缺陷13 ）  。 然而 ， 與2017年相比 ， 是次調查
顯示 ， 雖然持份者認為供應方面臨的問題有所改善 ， 但仍
有頗大空間進一步改善現今狀況 。

隨着近年香港整體的樂齡科技生態擴展 ， 樂齡科技產品供
應商的數量及質素也相應上升 。 為進一步幫助市場發展 ， 
我們需要區分不同類型的供應商 ， 以更好地釐清他們面對
的問題和機遇 。 當中我們需要區分全球與本地機構 ， 以及
不同規模的公司 ， 以照顧不同類型機構的支援需要 。

本章包括三個小節 ：
• 第1.1節着重介紹如何為所有供應商提供更多用戶反饋的

機會 ， 幫助他們在整個產品開發過程中改進樂齡科技
產品 。

• 第1.2節着重介紹如何為樂齡科技初創公司提供特定支援  。
• 第1.3節着重討論如何改善樂齡科技產品和服務進口及

出口香港的流程 。

1.1 用戶反饋 

我們研究的其中一個主要發現是供應商缺乏獲取用戶反饋的
可靠途徑 。 如圖9所示 ， 用戶反饋對於產品開發的每個階段
均非常關鍵 ， 由於許多長者和殘疾人士有特殊的健康或社
交需要 。 因此 ， 用戶反饋對於以用戶為中心的樂齡科技產
品行業更為重要 。 而且 ， 由於大多數的產品都是由年青人
開發 ， 他們對長者和殘疾人士用戶的需要沒有太多第一手
的經驗或了解 ， 所以用戶反饋的重要性更為明顯 。

因此 ， 在產品開發前期缺乏用戶反饋的機會 ， 會導致供應
商設計出不適合用戶使用的產品 ； 在中期缺乏用戶反饋則
會使產品不易使用或效能不佳 ； 而缺乏用戶購買產品後的
反饋則會導致產品未來的版本無法得到適當的改良 。 我們
的建議將討論可行方法 ， 讓供應商在各個產品開發階段都
得以獲取用戶反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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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產品各個開發階段中的用戶反饋

應用研究階段 原型開發階段 改進階段 市場及應用階段

前期反饋
了解用戶情況並

判斷用戶需求

中期反饋
改進當前產品版本
並判斷產品的效能

後期反饋
改進未來
產品版本

設計產品
不易使用

製造產品
不易使用

不清楚產品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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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方

1建議1.1A ： 對香港樂齡科技行業進行
整體市場研究

根據我們的調查 ， 持份者表示公眾對樂齡科技的普遍認知
大幅提高 （ 缺陷1 ； 得分1.08 ） 。 然而 ， 其中一個仍然存在
的主要挑戰是缺乏有關整體樂齡科技市場的情況或需求  。 
因此 ， 企業很難評估哪裏有最大的市場需求和機會 。 同樣
地 ， 投資者無論是私人基金會 、 風險投資者或政府機構 ， 
都很難評估樂齡科技市場帶來的社會或經濟利益 。

歐洲聯盟 （ 「 歐盟 」 ） 有一項名為 「 受助積極生活計劃 」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AAL） ， 計劃提供與「 在數碼
世界中健康老齡化 」 (“ageing well in a digital world”）
相關的不同項目(AAL About Us, 2021) 。 AAL計劃下的一個
項目是「 市場觀察站 」（“Market Observatory”）， 當中贊
助進行 「 健康老齡化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 （“ICT for ageing 
well”）市場研究 。 這些研究提供了歐洲健康老齡化的資訊
與通訊科技市場中現在的市場和投資的綜合情況 ， 包括當
前市場狀態 、 趨勢和對未來市場機會的看法（AAL Market 
Observatory, 2021）。

迄今 ， 香港並沒有關於樂齡科技市場情況或需求的研
究 。 我們所掌握最接近的資料是消費者委員會於2018年發
表題為 「 風險或機遇 ： 共建長者友善消費環境 」 的報告 

   （Consumer Council,  2018, October） 。 此報告涵蓋
了本港長者日常生活的消費習慣 ， 並倡導長者享有消費權
益 。 可是 ， 目前仍沒有關於長者在樂齡科技方面消費習慣
的具體資料 。

參考歐盟的案例 ， 我們建議香港統計處應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合作 ， 對樂齡科技市場規模和需求進行專題調查  。  這項研究
應該首先衡量當前樂齡科技市場的規模 ， 例如取得有關照
顧者 、 長者和殘疾人士的健康和社會需求的數據 ， 以了解
潛在的社會需求和市場機會 ； 其他數據包括有多少用戶在
使用樂齡科技 、 他們認為最有用或最想使用的樂齡科技種
類以及願意花費的金額等 。

此外 ， 研究也可以針對參與不同市場的機構 ， 搜集有關
他們不同的行為和需求信息 ， 例如安老院舍與社區服務單
位 、 私營與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 ， 以及長者服務與復康服
務單位 。 搜集的數據可包括不同服務單位的數碼化程度 、 
有否使用10億基金 、 員工對學習和使用樂齡科技的接受 
程度 ， 以及自費購買樂齡科技的意願等 。 藉着發布這些數
據 ， 將有助吸引更多私人投資進入樂齡科技行業 ， 以確保
市場的長期可持續性 ， 並有助進一步分析 ， 方便界定和描
述不同市場細分部份有關樂齡科技的行為和需求 。

12 AAL 計劃由歐盟委員會和19個成員國資助（European Innovation Partnership, 2021） 。
13 於2014年和2018年分別發布了兩份 「 健康老齡化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 市場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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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1B ： 提供同時評估及改良產品功
能的機會

在我們的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中 ， 我們指出 「 新產品
缺乏測試平台 」  （ 缺陷13 ） 是香港樂齡科技生態面臨的五
個主要缺陷之一 。 在我們發表報告後 ， 社聯和社創基金舉
辦了後續的持份者工作坊 ， 得到超過140名人士參與並集思
廣益 ， 共同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案（SIE Fund, 2021） 。 主要
持份者同意的關鍵範疇之一是對測試支援的需要 ； 為此 ， 
樂齡科技平台優先考慮為安老院舍和社區內各種重點樂齡
科技產品制訂產品測試方案（SIE Fund, 2017; 2018） 。

樂齡科技平台目前提供的測試支援 ， 着重於測試市場上已
成熟的樂齡科技產品效能 ， 而這亦是可以理解的 。 在當前
的生態中 ， 特別在對樂齡科技有大量投資的政府角度來
看 ， 確實有需要更好地了解樂齡科技產品在提供安老和康
復服務時實際增加的社會和經濟價值 。 然而 ， 處於原型開
發階段的產品亦需要相關的測試機會以改良產品 。 以下提
出的先進復康輔助技術服務中心就是一個在早期支持產品
收集用家意見的例子 。

如圖10所示 ， 南韓的國立復康院經營一個獨特的復康機
械人健身室 。 14 這間健身室不僅為復康醫院患者提供創新
的機械人治療方案 ， 還同時讓臨床醫生對復康機械人治療
效果進行臨床試驗 ， 及讓工程師收集用戶反饋 ， 以改良各
種復康機械人產品 。 臨床醫生和工程師透過國立復康院的 

「 復康機械人轉化研究計劃 」 （“Transl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Rehabilitation Robots”）和 「 復康機械
人業務支援計劃 」 （“Business Support Program for 
Rehabilitation Robots”）獲得政府資助 ， 並在復康機械人
健身室進行臨床試驗和產品設計改良（UNESCAP, 2021） 。

14 國立復康院是一間政府附屬機構 ， 由復康醫院和復康研究所組成 ， 並由南韓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營運（UNESCAP,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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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 UNESCAP, 2021

案例分析：
復康機械人健身室

（ 南韓國立復康院 ）

除供患者接受治療外，
•  臨床醫生利用復康機械人健身室進行產品評估
•  工程師利用復康機械人健身室進行產品改良

圖10. 復康機械人健身室

MORNING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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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輔助科技及獨立生活評估 」 診所提供的臨床干預其一例子為評估哪種助行器最適合需要高級護理的復康患者（Chan, 2021） 。 同時 ， 臨床醫生亦會進行臨床研究 ， 例如針對非傳染性患者
的突破性技術服務研究（Shum & Chan, 2019） 。 此外 ， 中心的內部工程師亦會根據患者的需要進行個性化的產品定制 ， 例如以3D打印技術製作手指操作機器的指紋模具（Yu, 2021 & Chan, 
2021）。

在香港 ， 醫管局現正同樣開展一項類似的計劃 。 醫管局在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內的社區復康中心開設 「 輔助科技及獨
立生活評估 」 診所（Hospital Authority, 2021） 。 社區復
康中心為需要複雜設備的復康患者提供度身訂制的先進技
術解決方案 ， 同時為輔助科技對患者復康的成效進行臨床
評估 ， 以及透過內部工程師進行開發和改進（CRSSC, 
2021） 。 15 然而 ， 居住在較遠地方 （ 例如香港島或新界 ）
的使用者可能較難前往該社區復康中心 。

以上國立復康院和社區復康中心的個案均展示了這類先進
復康輔助技術中心如何成功地在同一處所為需要高級護理
的復康患者同時進行臨床干預 、 產品評估 ， 以及產品
改進 。 一方面 ， 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在港島區和新界增設社區
復康中心 ， 以幫助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使用者獲得更多的社區
復康中心服務 。

另一方面 ， 以這些中心為例 ， 我們建議未來香港的樂齡科技
測試平台可以讓相關人士在安老和康復服務單位進行評估及改
良 。 當樂齡科技平台完成制訂產品評估規範後 ， 進入建立
實際測試平台階段時 ， 平台可以擴展測試範圍 ， 除了評估
產品功能外 ， 還涵蓋產品改進功能 。 樂齡科技平台還可
以考慮這些平台供產品原型進行測試 ， 而非僅限於成熟的
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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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1.1C ： 為用戶提供採購產品後
作出反饋的機會

在推出任何科技產品或服務後 ， 有關企業將透過收集用戶
反饋 ， 定期審視需要提升或刪除哪些功能 。 例如 ， 蘋果公
司會定期審視和更新其iOS軟件 ， 以提升用戶體驗 。

然而 ， 在目前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 ， 供應商很少機會獲得
用戶對市場上既有產品的意見 。 我們第一份報告中發現的一
個缺陷是 「 產品設計未能滿足長者的消費需求 」  （ 缺陷
12 ）  ， 而持份者在我們的調查中表示此缺陷僅有有限程度
的改善（0.50分） 。

樂齡科技平台已在其知識庫下構建了 「 樂齡科技使用經驗
分享 」  ， 讓用戶可在此平台上分享不同產品的個人體驗 。 
除了讓其他用戶學習產品的使用方法外 ， 還能夠藉此分享
平台向供應商反映產品意見 。

樂齡科技平台知識庫的另一個功能是 「 產品列表 」  ， 以列
出各種樂齡科技產品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在產品列表中
增設評論功能 ， 讓用戶有渠道向供應方反饋 。 而這些評論不
應是可公開查閱的 ， 而應是由網站管理員集齊用戶意見 ， 
定期發送至相應供應商 。

1.2 對初創公司的額外支持

不同規模的公司會遇到不同的挑戰 ， 規模較小的公司更有
其獨特的挑戰 。 我們在第一份報告中發現的一個缺陷是
  「 對初創公司的支援不足 」  （ 缺陷9 ）  。 持份者認為這一缺
陷略為得到改善 （ 得分0.33 ）  。 然而 ， 我們認為當中顯然
還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 。 

因此 ， 本節將重點討論樂齡科技初創公司如何得到額外
支援 。 一般來說 ， 初創公司獲得的財政和人力資源相對
有限 ， 所以它們比大公司需要更多支援 。 這個差距在樂齡
科技行業內更明顯 ， 因為初創公司難以接觸長者和殘疾人
士 ， 亦難以掌握安老和康復服務行業的環境和獨特要求 。 
如果初創公司無法接觸到用戶 ， 他們最終可能會設計並製
造出長者和殘疾人士均不適合使用的產品 ， 導致產品未能
滿足長者需求的問題惡化 （ 缺陷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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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2A ： 建立長者、殘疾人士
和照顧者諮詢小組

持份者最常提及的挑戰之一是初創公司難以直接接觸到用
戶 。 對初創公司而言 ， 長者和殘疾人士並非特別容易接近的
群組 。 反之 ， 由於大公司規模較大亦有網絡 ， 可以與用戶
以焦點小組形式交流 。 有關當局應該作更多努力 ， 讓初創
公司更直接地接觸用戶 。 

在加拿大 ，  「 老齡化 + 腦健康創新中心 」 （“Centre for 
Aging + Brain Health Innovation”, CABHI）是專注於
推動老齡化和大腦健康方面的創新方案的組織（CABHI 
About Us, 2021) 。 16  他們主要項目之一是由18名長者和照
顧者組成的長者顧問小組 ， 為處於各個開發階段的CABHI項
目提供用戶意見 。 長者顧問小組透過焦點小組 ， 向初創公司
提供產品運用反饋 、 建議如何令產品對長者更易於使用 ， 
以及提出初步構思落地惠及社會（CABHI Senior Advisor y 
Panel, 2021）。

在香港 ， 最接近上述項目是由不同機構主辦的各項 「 樂齡科
技大使 」 計劃 ， 包括社聯與樂齡科技平台 、 理大賽馬會 

「 智齡匯 」  ， 以及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 
樂齡科技大使的主要職責是擔任 「 意見領袖 」 的角色 ， 提

高人們對樂齡科技的認知 。 參考CABHI的長者顧問小組為
例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進一步擴展樂齡科技大使計劃 ， 
包括建立一個整合長者 、 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的顧問小組 ， 以隨
時向初創公司提供反饋 。 小組還可以協助長者 、 殘疾人士及
照顧者更加熟悉各種科技產品 （ 缺陷20 ） 。

建議1.2B ： 為初創公司提供樂齡科技
培訓課程

我們從持份者得知的另一個問題是 ， 初創公司難以了解安
老和康復服務業的運作背景和要求 。 除了安老和康復服務
業受複雜的法規規管外 ， 專業醫療和社會服務之間亦存在
複雜的關係 。 例如 ， 安老和復康院舍都受特定法規 （ 第
459章和第613章 ） 監管 ， 其中包含某些產品特定的安全
要求 ， 例如防火要求 。 因此 ， 初創公司難以確定不同長者
或復康服務單位中的職能分工 ， 或了解不同服務單位有何
產品要求和限制 。

16 CABHI於2015年成立 。 截至2021年3月 ， 已資助了約350個項目 ， 並聘用了近八萬名長者和照顧者（CABHI Annual Report,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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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11. AGE-WELL EPIC計劃

 任何獲加拿大科技與老齡化平台“AGE-WELL”資助的人士皆須進修
 課程覆蓋 ：
• 從生理 、 社交和心理角度了解人口老化
• 樂齡科技行業的道德準則
• 有關加拿大醫療系統的主要資訊

青年專業人士，啟發職業潛能 
(Early Professionals, Inspired Careers, EPIC) 計劃

網上單元課程、
工作坊、網絡研討會

指導機會 實習及
實驗室交流

資料來源 ： AGE-WELL EP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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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讓學員全面了解樂齡科技行業在社會和道德方面的知
識 。 參考AGE-WELL的案例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為初創
公司提供專門的培訓課程 ， 內容涵蓋老齡化 、 殘疾和復康的生
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背景因素 ， 17 以及安老和康復
服務部門的營運環境和要求 ， 例如不同服務單位的監管要求等 。

1.3 進口及出口

在香港樂齡科技生態中 ， 其中一個最頑固的問題是香港的市 
場規模有限 （ 缺陷15 ）  。 持份者在我們的調查中反映這方
面的問題幾乎沒有改善 （ 得分0.05 ）  。 遺憾的是 ， 市場規
模小亦同時導致本地企業難以只依靠香港本地市場維持下 
去 ， 而海外企業亦缺乏動力將產品輸出到香港 ， 並使其本
地化 。 因此 ， 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幫助本地樂齡科技公司爭
取到產品出口的機會 ， 同時亦應為海外樂齡科技公司將產
品進口到本港並將其本地化 ， 提供誘因和便利 。 為了解決
問題 ， 以下我們會分為增加粵港澳大灣區 （ 「 大灣區 」 ） 
內的進出口 ， 以及香港與其他海外經濟體的進出口這兩方
面加以闡述 。

目前 ， 為彌補這一理解上的缺陷 ， 樂齡科技平台正尋求
生產力局和香港科技園公司 （ 「 科技園 」 ） 的幫助 ， 透過
他們的網絡建設和能力提升功能 （“Network & Capacity 
Building functionality”） ， 讓他們帶領考察 ， 並讓供應
方的產品開發者能實地參觀各類長者或復康服務單位 ， 另
外亦讓需求方的社會照護專業人士參觀科技相關的展覽 ， 
讓他們更好地了解最新的科技產品和趨勢 。 這些考察雖然
可以填補供求雙方理解上的差異 ， 但都只是單次活動 ， 沒
有足夠空間去進行後續跟進工作 。 我們需要提供一個更系
統化和全面培訓的機會 ， 以進一步縮小雙方之間的溝通和
理解差距 。

加拿大的國家科技和老齡化網絡項目“AGE-WELL”旨在召
集所有相關的持份者一同開發健康老齡化科技和服務的項目

（AGE-WELL About ,  2021） 。 AGE-WELL 其中一個的主
要目標是透過他們的 「 青年專業人士 ， 啟發職業潛能 」
(“Early Professionals, Inspired Careers”, EPIC)計劃
培訓下一代的開發者 。 如圖11所示 ， EPIC讓參加者從生理 、 
社交和心理角度了解人口老化 、 樂齡科技行業的道德準則 ， 以
及有關加拿大醫療系統的主要資訊 。 任何獲AGE-WELL資助
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培訓 ， 而所有AGE-WELL成員的培訓費用
均獲全數豁免（AGE-WELL EPIC, 2021） 。

17 生物心理社會 (biopsychosocial) 模式指出生物 、 心理和社會因素都在健康和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 ，  而不僅是生物因素（Borrell-Carrió及其他，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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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12. 香港在大灣區推行樂齡科技相關計劃地區分布圖

香港賽馬會
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社會福利署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
讓在中央輪候名單上的長者入住位於廣東省的

兩間香港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安老院舍     

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
肇慶護老頤養院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 港藥通 」
粵港澳大灣區指定醫療機構可使用

香港認可藥物和醫療儀器作臨床急需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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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3A ： 以現有項目為基礎 ， 在大灣
區開拓針對樂齡科技的新合作項目

普遍意見認為 ， 本地的樂齡科技供應商有意欲將業務擴展到
大灣區市場 ， 但他們卻不清楚具體方法  。  一方面 ， 大灣區
蘊藏着巨大的市場機遇 。 在2020年 ， 大灣區為中國本地生
產總值貢獻約1.7萬億美元 ， 佔中國本地生產總值的12% ； 
大灣區還擁有8,600萬居民 ， 其中1,000萬人年齡為65歲以
上（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2021 ; 
HKTDC, 2020）。 18 但另一方面 ， 大灣區與香港之間的文化 、
營運和技術的差異帶來了一些問題 ， 例如兩地受不同的法
規和產品要求所規管等 。 長者和殘疾人士也可能有不同的
購買習慣和產品偏好 。

大灣區不僅對香港的經濟意義重大 ， 亦蘊含着社會價值 ， 是
香港長者可以移居養老的地方 。 社署已在廣東推出 「 廣東
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 」  ， 讓在中央輪候名單上的長者入
住位於廣東的兩間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香港安老院舍 （SWD 
Residential Care Ser vices Scheme in Guangdong, 
2021） （ 圖12 ）  。 19

然而 ， 許多香港人對搬遷至大灣區仍有保留 。 根據基金
會進行的一項調查 ， 62%的受訪者認為移居到大灣區的主
要障礙是他們未能享用到香港或類似香港的醫療和福利服

（OHKF, 2021） 。 20 因此 ， 為了支援想移居大灣區的香港
人 ， 我們需要增加在大灣區提供可與香港水平相比的醫療
福利和跨境服務 。

18 百分比以中國 14.7 萬億的國民生產總值計算（World Bank, 2021） 。
19 現有的兩間院舍是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和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SWD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Scheme in Guangdong, 2021） 。 政府亦表示會探討將此計劃擴

展至其他在大灣區城市内符合資格的安老院（LegCo Policy Address, 2021, October 6） 。
20 為更好地了解香港人如何看待和評估大灣區的機遇 ， 基金會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了電話調查 ， 在2021年4月下旬通過隨機電話調查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 。 此外 ， 基金會於2021年5月委託外部機構成立了12個焦點小組 ， 合共訪問82名18歲至40歲的人士（OHKF,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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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醫療和福利服務方面 ，  一項創新項目是 「 港藥通 」 ， 項
目允許港大深圳醫院等大灣區的指定醫療機構可使用香港
認可的藥物和醫療儀器作臨床急需用途 （ 圖12 ）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2020） 。 我們調查顯
示其一缺陷為 「 繁複的醫療儀器註冊流程 」 （ 缺陷11 ； 得
分-0.23 ）  。 香港和中國內地在醫療儀器註冊流程的差異令
這問題進一步加劇 。

雖然香港和大灣區政府正共同探討在安老服務和生物科技
領域合作的空間 ， 但在樂齡科技領域的合作仍然較少 。 為
此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為香港樂齡科技初創公司提供前
往大灣區的機會 ， 在大灣區的安老和康復服務單位進行實地考
察和產品試用 ， 作為其網絡建設和能力提升 ， 以及測試支
援計劃的延伸 。 以港藥通為例 ， 我們亦建議中央政府探討
允許在香港已獲批准並已在安老院舍積極使用 ， 並在10億基
金清單中的產品直接在大灣區安老和康復服務單位使用 ， 而毋
需跟隨現時中國內地產品規定的流程 。 這將有助促進兩地進
出更多樂齡科技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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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3B ： 建立針對樂齡科技國際進出
口的支援架構

香港樂齡科技生態中其中一項較困難的挑戰是海外產品的本地
化 （ 缺陷14 ） 。 不僅因為香港的市場相對較小 ， 亦因
香港的特殊文化需要 ， 例如粵語環境及極小的生活空間 ， 
導致海外公司在香港將產品本地化的成本非常高（OHKF, 
2017） 。 儘管政府已投入大量資源 ， 例如透過推出樂齡科
技博覽暨高峰會、 照護食資助 ， 以及10億基金等項目吸引
海外樂齡科技供應商 ， 但我們的調查顯示這方面幾乎沒有
改善 （ 得分0.00 ） ， 故我們需要更具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

政府對支援外國企業和初創公司並非毫無舉措 。 投資推廣
署是處理直接外來投資的政府部門 ， 目標是從業務籌劃
至在香港展開業務的各個階段 ， 為投資者免費提供專業意
見及支援服務 ， 以吸引及挽留海外投資者在本港的直接
投資（InvestHK About, 2021） 。 投資推廣署的其一項目
為“StartmeupHK” ， 專門協助海外初創公司在香港設立

基地或拓展業務（StartmeupHK About, 2021） 。 投資
推廣署和StartmeupHK均涵蓋與樂齡科技相關的行業 ， 
例如創新科技和資訊及通訊科技 、 健康 / 醫療和社會創
新 / 創業（InvestHK Industries, 2021; StartmeupHK 
Hong Kong’s Startup Ecosystem, 2021） 。 可是 ， 它
們仍可進一步推廣樂齡科技 。 同樣地 ， 雖然投資推廣署和
StartmeupHK與許多全球合作夥伴建立合作關係 ， 但目前
還未有任何針對樂齡科技的夥伴 。

然而 ， 如圖13所示 ， 有很多國際機構都與樂齡科技相關 。  
因此 ， 我們建議樂齡科技平台與投資推廣署合作 ， 與這些國際
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 我們也進一步建議樂齡科技平台
和投資推廣署合作創建樂齡科技 「 規例和本地化顧問服務
公司 」  （“Regulation & Localisation Consultancy”） ， 幫
助海外企業和初創公司了解香港的樂齡科技相關標準 ， 以
及安老和復康相關文化 。 同時 ， 它亦能向本地的樂齡科技
企業和初創公司提供有關於其他國家的樂齡科技標準與安
老和復康文化等資訊 ， 公司亦可代為轉介至相關的國際合
作夥伴機構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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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13. 國際樂齡科技機構和網絡

資料來源 ： UNESCAP, 2021

國際或地區組織

國際樂齡科技協會 聯合國
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

科學 、 技術和創新政策研究和培訓網絡

亞太衞生系統
和政策觀察站 

樂齡科技實驗室
西維珍尼亞大學

AAL計劃

蒙納許大學
馬來西亞分校

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
促進護理機械人設備的開發和標準化

樂齡科技平台
投資推廣署

AGEWELL
& C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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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方 

需求方

社區長者 安老院舍

基礎設施

投資

人才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中小型企業
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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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覽

樂齡科技生態的 「 需求方 」 是指購買和使用樂齡科技
產品和服務的機構和個人 。 用戶包括長者 、 殘疾人士和
照顧者 ， 而我們亦可以把用戶劃分為在家中居住及在安老院
舍居住的用戶 。 此外 ， 許多來自醫療及福利服務界別的
專業人士 （ 例如護士 、 職業治療師 、 物理治療師 、 言語
治療師 ， 以及社會工作者 ） 亦會利用樂齡科技來幫助病人
及用戶 。 同時 ， 由於許多長者也身患殘疾 ， 長者和殘疾人
士並非完全互不相關的群組 。 長者和殘疾人士均有其獨特
且不同的需要 。 因此 ， 制訂政策時要保持彈性靈活 ， 並且
兼容 ， 以最大滿足他們的需要 。 在本章 ， 我們的研究和分
析主要集中以長者的角度作闡述 。 21

21 我們許多分析和建議也適用於殘疾人士 。

在香港 ， 不僅年輕一代精通使用科技產品 。 近年來 ， 長者
使用資訊科技的普及率亦顯著上升 。 截至2020年 ， 超過
80%至90%的45至64歲群組 （  「 年青長者 」 ） 曾使用過主
要的資訊科技設備 （ 表3 ） （C&SD, 2013； 2021, April） 。 
這些數字顯示未來10至20年樂齡科技市場將有更大發展空
間 ， 屆時年青長者將願意花費更多金錢購買科技來改善生
活 。 因此 ， 我們預計樂齡科技極具市場潛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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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資訊科技的使用和普及率

註 ： 按殘疾類型分析 ， 使用科技最少的殘疾人士為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以及視覺 、 聽覺和言語上有困難者 。 患上自閉症 、 有特殊學習困難 ， 及有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人
士較有可能使用科技 。

資料來源：C&SD, 2014; 2021, April

使用科技產品及
網絡的人口百分比

45至64歲
（2020）

65 歲或以上
（2020） 殘疾人士（2013）

82%

98%
98%

39% 26%

23%
78%

68%
66%

個人電腦

智能手機

互聯網

然而 ， 年青長者使用科技的高比率 ， 與65歲或以上長者
和殘疾人士的科技使用率低形成強烈對比 。 這個鮮明的對
比能作為當前和未來樂齡科技用戶間差距的一個指標 。 
正如前文所述 ， 香港樂齡科技生態中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
市場規模有限 。 我們在第一份報告中指出了此缺陷 （ 缺陷
15 ） ， 而我們是次調查亦顯示問題幾乎沒有得到改善 （ 得

分0.05 ） 。 從我們對持份者的訪問得知 ， 市場規模有限的
一個原因顯然是因為現有的用戶和機構沒有足夠購買力自
行購置樂齡科技產品 。 換言之 ， 現有的需求方無法在中短
期內獨立推動樂齡科技市場增長 。  因此 ， 如何推動並維持
樂齡科技市場的增長是本章的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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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14. 居住在家庭住戶及非家庭住戶的長者比例

2.1 生活於安老院舍的長者 2.2 生活於社區的長者

< 8.1%[1]

資金援助不足10億基金

[1] 註 ： 8.1% 包括居住在安老院舍 、 醫院 、 懲教機構等的65歲以上人士 。
資料來源 ： C&SD, 2018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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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其中一個最重要驅動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發展的力量是
政府的10億基金 。 如前文所言 ， 10億基金旨在補貼受政府
資助的長者及康復服務單位購買和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故
該基金主要惠及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 ， 讓他們及照顧者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使用院舍購買或租賃的產品 。 22

然而 ， 如圖14所示，香港只有不及8.1%的長者居住在安老
院舍 ， 而絕大多數長者（91.9%）屬於在社區生活的家庭
住戶（C&SD, 2018） 。 23 儘管 「 居家安老 」 是政府的安老
政策 ， 但現有的樂齡科技資助並沒有直接涵蓋居住在社區
內並希望獲得樂齡科技產品或服務的長者 ， 因而成為了推
動市場發展和擴張的一大限制 。

本章將由兩個小節組成 ：
• 第2.1節將着重介紹如何透過10億基金為安老院舍的

長者增加資助機會；
• 第2.2節將着重介紹如何利用現有渠道 ， 例如服務劵

計劃 （ 分別是 「 長者醫療劵計劃 」  （ 「 醫療劵 」 ） 和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計劃 」  （ 「 社區劵」   ）  ， 讓

生活於社區的長者能夠有資助獲得樂齡科技產品 。

22 10億基金還涵蓋提供社區照顧和家居照顧服務的服務單位 ， 例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單位 、 長者地區中心 、 長者鄰舍中心 。 然而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未普遍獲長者充分使用（SWD I&T 
Fund Manual, 2021; Elderly Commission, 2017） 。

23 只有12.4%的殘疾人士居住在院舍 ， 而87.6%的殘疾人士居住在家中（C&SD, 2014） 。
24 該名單由社聯旗下10億基金 「 專家小組 」 定期審查 ， 並通過社聯 、 持份者和各創科應用基金相關小組間的持續交流 ， 從而不斷更新 。 這筆資金可供申請機構作訓練員工使用有關科技

產品 ， 並包括五年維修保養的費用（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25 申請機構可物色合適的科技研發公司作為協作伙伴 ， 試用其專為長者或殘疾人士護理和康復需要而設計的新研發科技產品（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26 合資格的私營機構只包括參與 「 改善買位計劃 」 的機構 、  「 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 的自負盈虧護養院 ， 以及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的認可服務提供者（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2.1 居住於安老院舍的長者

10億基金旗下有兩項計劃 ： （ 一 ） 購置和租借創科產品 ； 
及 （ 二 ） 試用新研發科技產品（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第一項計劃由社署與多位持份者合作 ， 草擬
了一份認可科技應用產品參考清單（ 「 參考清單 」 ） ， 
其中包括器材 、 設備 、 工具 、 流動應用程式以及高端
硬件和軟件 。 24 附錄II列出了參考清單概覽（SWD I&T 
Fund Reference List, 2021） ， 其中包含超過23個類別
的產品 。 第二項試用新研發科技產品計劃鼓勵申請機構
利用資金 ， 試用他們所選擇但未列入參考清單的產品
   （SWD I&T Fund Manual, 2021）。 25

建議 2.1A ： 恆常化10億基金並擴大
資助範圍 ， 以覆蓋更多服務單位

設立10億基金為推動樂齡科技市場提供重要推動力 。 例
如 ， 持份者表示現在有更多海外公司願意設立代理機構 ，
將產品分銷給香港的消費者 。 所有接受社署資助 ， 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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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者提供受資助院舍服務或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的非政府
機構及私營機構 ， 均有資格申請10億基金 。 26 然而 ， 超
過一半的安老院舍為全資私營院舍 ， 因此未能受惠（SWD, 
2021, October 4） （ 圖15 ）  。 由於這些院舍不符合申請10

億基金的資格 ， 這代表有不少居住在院舍的長者仍未能使
用樂齡科技產品 。 在樂齡科技市場仍在發展的關鍵時期 ， 
這種規限進一步限制了本已為數不多的需求 ， 因此應制訂
具體 、 具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 擴展資助覆蓋的範圍 。

圖15. 符合資助資格的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機構百分比

合資格申請10億港元創科應用基金的安老院舍提供者百分比

註 ： [1] 符合資助資格的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機構百分比等於資助安老院舍加上 「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的認可服務機構數目 （ 357間 ） ， 除以安老院舍總數 （ 782間 ）
資料來源 ： SWD, 2021, June 30; 2021, July 9; 2021, August 31; SWD Elderly Information Website, 2021

合資格 不合資格

54%
46%

全資私營機構獲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及私營機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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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我們建議政府在2023 / 24財政年度完成10億基金 
撥款後 ， 延續基金的運作 ， 並繼續撥款資助樂齡科技 。 其
次 ， 我們認為10億基金在延續運作後 ， 應將資助計劃涵
蓋至所有安老院舍 。27 同時亦應採取措施 ， 確保全資私營
院舍的服務質素可與資助安老院舍相比 ， 例如 ， 私營院舍
的員工培訓和資格評估應達基本能力水平 。 28 我們建議政
府延長10億基金撥款後 ， 應考慮增加10億基金的資助額 ， 
以配合相應增加的合資格服務提供者 。

建議 2.1B ： 促進10億基金試用新研發
科技產品計劃的普及程度

我們的持份者表示 ， 有興趣申請10億基金試用新研發科
技產品計劃的人士面臨阻礙 ， 並缺乏誘因申請該計劃 。 試用
計劃的反應未如預期 ， 截至2021年4月 ， 僅收到四份申請

（LegCo, 2021, May 27） 。 因此 ， 若要改善10億基金試用
計劃 ， 必須有具針對性的支援措施鼓勵更多申請 。

首先 ， 不少目標申請者並不清楚該計劃是針對提供處於研
發階段 ， 抑或市場應用階段的產品試用 ， 而清晰區分以上

兩個階段十分重要 。 事實上 ， 10億基金的試用計劃僅接納
經充分測試並在市場化階段的產品作申請（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旨在促進研發的申請者可能會錯誤申請
試用計劃 ， 導致缺乏效率 ， 並增加了處理和審查的時間 。

我們建議社署向申請者提供更多有關試用計劃的資訊  ， 例
如可提供詳細的手冊 ， 讓申請者分辨和選擇適當的產品申
請試用 ， 以減少申請錯誤的時間 。 此外 ， 事實上樂齡科技
平台的功用之一是提供諮詢服務 ， 幫助供應方及需求方申
請最合適的樂齡科技資助計劃（HKCSS, 2021） 。 當社署收
到錯誤的申請時 ， 可以通知樂齡科技平台 ， 並由樂齡科
技平台將申請者轉介到更合適的資助計劃 ， 例如創科局
的 「 創科生活基金 」  。 

其次 ， 10億基金試用計劃僅按進度報告及進度指標分期
發放補助（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28 更困難
的是 ， 它要求成功申請者提交一份與工作夥伴的合約或服
務協議副本 ， 意味着申請者在收到資助前已要支付相關開
支 。 這可能會構成現金周轉的問題 ， 甚至令有興趣的申請
者在早期已卻步 。 因此 ， 我們建議社署修改上述需要申請
者提交合約或協議的要求 。 具體而言 ， 成功申請者至少應
在簽署任何合約或協議前獲發第一期資助 。 30

27 除擴展至私人安老院外 ， 政府亦可以考慮進一步擴展到其他非資助服務提供單位 ， 如殘疾人士院舍、社區照顧服務單位，以及和家居照顧服務單位。
28 10億基金要求服務提供者擁有合格的專業人員 ， 例如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 。 基本能力水平即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應持有相關的高等教育學位 ， 並在香港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註冊
（SMP-Council OT Therapists Board, 2021; PT Board, 2021） 。
29 社署會保留每項試用項目獲批補助金總額的5% ， 在項目結束後發放 （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30 獲批申請者在申請階段已提供至少一份報價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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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活於社區的長者

目前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面臨最大的挑戰或許是幫助社 
區用戶接觸和使用樂齡科技 。 正如本節概覧所提及 ， 大約90%
的長者居住在家中 ， 而只有約10%的長者居住在院舍 。 然
而 ， 與政府相關的主要樂齡科技資助 ， 即10億基金 ， 大多
讓院舍受惠 ， 未能幫助政府實現居家安老的目標 。

雖然某程度上 ， 生活在社區的用戶也有機會受惠於10億
基金 ， 因為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和康復服務單位也有
資格購買和租用樂齡科技產品（SWD I&T Fund Manual, 
2021） 。 但是 ， 始終只有少數長者會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單
位採購的樂齡科技產品 ， 所以與直接幫助社區用戶單獨採
購 ， 在家中直接使用的樂齡科技產品不同 。 因此 ， 樂齡科
技生態仍存在重大缺陷 ， 即生活在社區的用戶缺乏誘因和
支援來購買 或租用樂齡科技 ， 導致了社會 、 經濟及政策三
方面的問題 。

從社會角度來看 ， 用戶無法享受樂齡科技帶來的潛在好處 ，
尤其是許多樂齡科技產品具預防性和復康性 ， 可以幫助生

活在社區的長者維持更健康和更活躍的生活 。 31 從經濟角
度來看 ， 由於生活在社區的用戶基本上佔了90%的市場比
例 ， 如果缺乏他們的積極參與 ， 會嚴重窒礙本地樂齡科技
產業的發展 。 從政策角度來看 ， 雖然投放於社區照顧服務
的公共資源 ， 亦有助節省急症護理開支 ， 32 但政府現時缺
乏對居家用戶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的財政援助 ， 意味着未
能避免居家長者入住院舍 ， 難以實現政府 「 居家安老 」 的
遠景 。

在中短期內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財政援助 ， 將難以期望現時的
社區用戶能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鑒於長者面對的眾多
困難 ， 退休保障不足是導致他們在年老時容易陷入財務困
境的原因之一 （ 缺陷4 ） 。 33 在我們的調查中 ， 持份者表示
退休保障不足是出現惡化現象的三個缺陷之一 （ 得分
-0.05 ） 。 香港現有退休保障制度的不足可能會影響長者的消
費意欲 ， 尤其是在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方面 ， 34 更甚
的是 ， 許多居家並沒有享用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無法受益
於10億基金 。 因此 ， 為居家長者提供適當的資助對他們進
入樂齡科技市場至關重要 。

31 例如 ， 使用預防性防跌裝置的長者不僅可以將嚴重受傷的風險減至最低 ， 還有助減輕照顧者為照顧長者人身安全所產生的心理和情緒負擔 。 使用助聽器的聽覺受損人士可以更積極參與
社區日常活動 。

32 每1港元在社康護理的投資 ， 能節省8.4港元的急症護理開支（OHKF, 2018） 。
33 計劃包括強制性公積金 、 安老按揭計劃 、 終身年金計劃等（OHKF, 2017, June） 。
34 殘疾人士也是在經濟上被邊緣化的群體 。 扣除已退休人士 ， 15歲及以上的殘疾人士中有24.3%沒有從事經濟活動 ， 遠高於4.7%的整體失業率（EOC, 2019； C&SD Labour Force, 2021） 。

此外 ， 居於家中的506,000名殘疾人士中 ， 40.2%必須由照顧者照顧日常活動 ， 因此也可能沒有從事經濟活動（EOC,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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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地方的政府為例 ， 他們會提供資助予用戶直接採用 
樂齡科技產品 。 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的 「 福利設備租 
賃計劃（ “Welfare Equipment Rental Program”） 」  。 該
計劃為居住家中的65歲或以上長者提供輔助器材租賃服務 ， 
作為他們長期護理保險計劃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rogram”) 的一部分（ILC-Japan, 2018） 。 如圖16所示 ， 
日本長者必須購買強制性保險 ， 而保險補貼80%至90%租
金 ， 長者只需每月自付10%或20%租用設備的費用 ， 政府
則會資助餘下費用 。 35 產品按功能分為13個類別 ， 例如輪
椅 、 助行器和醫院病床 ， 以便長者選擇和訂製 。 長者還可
以聯絡個案經理 （ 通稱 「 輔助器材規劃員 」 ） ， 幫助他們
解決所有與設備相關的問題（UNESCAP, 2021） 。

35 共同支付金額按長者的個人收入調整 。 
36 上海市民政局於2019年在70個試點街鎮提供康復器具社區租賃服務 ， 預計到2021年覆蓋全市 。 租賃點主要設在試點街鎮的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 75歲或以上的上海戶籍居民 ， 以及60至74

歲的低收入長者均可申請租賃服務補貼 ， 金額可達50%用具租金 ， 每人每年補貼上限為3000元人民幣 （ 中國政府網 ， 2019 ）  。
37 成功申請者有資格獲得價值高達設備成本90%的經濟狀況調查補貼 ， 終身上限為40,000新加坡元 （ 約230,000港元 ）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0） 。

除了日本外 ， 中國內地亦展開同樣的研究 ， 探討由政府資
助的長者復康輔助器具租賃服務 （ 中國政府網 ， 2016 ） ； 36  

新加坡也有一個輔助技術基金（“Assistive Technology 
Fund”） ， 為殘疾人士提供補貼 ， 以助他們購買 、 更換 、 
升級或維修輔助科技設備（Ministr 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0） 。 37



57

需
求
方

2圖16. 日本 「 福利設備租賃計劃 」 概覽

資料來源 ： 摘錄自ILC-Japan ， 2018 

案例分析 （ 日本 ）
福利設備租賃計劃

(1) 日本長者 （ 65歲以上 ）
購買強制性保險

技術援助協會 
(Association for 
Technical Aids) 

長者
公司產品

(2) 保險補貼 
80%至90%租金 

(3) 產品按功能分類(4) 為長者租賃設備
提供使用方案 

國民保險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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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2 ： 擴展服務劵以購買或租用
樂齡科技產品 

政府目前提供多種服務劵計劃 ， 而樂齡科技與 「 醫療劵 」
和 「 社區劵 」 的目標一致 。 42 例如 ， 醫療劵旨在為所有65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經濟誘因 ， 讓他們購買及享用基層健康
服務 ， 包括預防性護理（DH Elderly Health Care Voucher 
Scheme Background, 2021） 。 而社區劵旨在讓有中度或
嚴重障礙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購買社區照顧服務 ， 以支援
他們居家安老（SWD, 2021, September 30） （ 表4 ）  。 以
樂齡科技產品為例 ， 無線健康監察設備可幫助長者管理慢
性疾病 ， 並鼓勵長者定期在家中實踐預防性保健 ， 以妥善
預防及管理慢性疾病病況 ， 與醫療劵的目標不謀而合 。 
在居家安老方面 ， 附有電動後輪的輪椅既可幫助長者自由
活動 ， 又能減輕照顧者的照護負擔 ， 不僅鼓勵長者居家
安老  ， 也能達到社區劵的目標——防止或延遲長者入住院
舍(SWD I&T Fund Reference List, 2021) 。

而香港卻不但缺乏為長者或殘疾人士而設的長期護理保險計 
劃 ， 也沒有任何政府資助計劃 ， 以促進用戶獲得樂齡科技 。 38

現時長者只可以利用不同服務劵計劃來補貼某些醫療或福
利護理服務的費用 。 39 雖然香港賽馬會於2020年四月推出

「 a家 」 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 ， 但這是由社聯統籌 ， 並
由三個非政府機構以慈善捐款形式運作的計劃 ， 與政府主
導不同（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 40

事實上 ， 擴大現有服務劵範圍以涵蓋至採購樂齡科技產品的
建議獲得廣泛支持 。 根據嶺南大學的一項調查 ， 87%的參
與者認為政府應該擴大醫療劵範圍以涵蓋至樂齡科技產品

（LingnanU, 2020） 。 41 而我們訪問的絕大多數持份者亦
同意服務劵是鼓勵用戶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的有效渠道 。 
故此 ， 需要探討的問題是應擴展哪些服務劵計劃可以鼓勵用
戶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以及應如何擴展這些計劃  。

38 長者和殘疾人也可以獲得無需入息資產審查的公共福利金 。 高齡津貼 （ 每月1,475港元 ） 提供給所有70歲或以上的長者 。 65歲或以上的低收入長者可獲發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 每月2,845港
元 ） 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 每月3,815港元 ）  。 經由衛生署署長或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證明為嚴重殘疾的人士可獲發傷殘津貼（SWD, 2021, September 28） 。 大約112,200名嚴重殘疾人士獲
發普通傷殘津貼 （ 每月1,885港元 ）  ； 大約20,300名需要他人經常在家照顧的嚴重殘疾人士獲發高額傷殘津貼 （ 每月3,770港元 ） （LWB, 2016; 1823.gov.hk, 2021） 。

39 然而 ， 殘疾人士並無相應的服務劵 。
40 營運教育及租賃服務計劃的三個非政府機構分別為香港紅十字會 、 聖雅各福群會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
41 調查對象是2019年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的參加者 。
42 醫療劵於2009年推出 ， 並於2014年恆常化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的第三階段於2020年10月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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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4.  「 長者醫療券 」 及 「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 計劃概要 

長者醫療券
（恆常化）

所有 65 歲或以上長者 有中度或嚴重障礙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1] 

提高基層醫療服務的可達性 ，
包括社區預防性護理

透過購買社區照顧服務
促進居家安老

每年2,000港元
（累積金額上限為 8,000港元） 每月 4,170至9,980港元

不適用 基於家庭收入作評估

1,376,000 張 8,000 張

申請資格

服務券價值

目標

共同支付  

服務券供應數量
（2020年）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劃第三階段）

註：[1] 在 「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 下被評為適合院舍照顧服務或社區照顧服務 ， 並正在 「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 」 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 / 或院舍照顧服務 ， 而尚未接受任何
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 。

資料來源： SWD, 2021, September 30; DH, 2021; HKSAR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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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為長者提供適切的財政援助 ， 我們認為政府應擴大長者
醫療劵計劃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計劃的資助範圍 ， 容許用作 
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43  而擴展至樂齡科技產品的同時 ， 
應清晰訂立額外的預算金額 ， 並明確地為計劃擴大的範圍訂明
限制用途和指引 。 樂齡科技產品的預防 、 復康性質 ， 確實
與醫療劵提倡的預防性護理 ， 以及與社區劵提倡居家安老
的目標關係密切 。 此外 ， 樂齡科技減少依賴已經短缺的專
業醫療和福利服務人手 ， 擴展以上計劃更有利於達致服務
劵的目標 。 

考慮到醫療劵經常被濫用 ， 44 我們認為擴展計劃範圍時要
小心 。 此外 ， 根據我們早前與多位長者進行的焦點小組討
論 ， 他們指出醫療劵中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透明度仍然存在
問題 。 因此 ， 當服務劵計劃範圍擴展至樂齡科技產品時 ， 政
府必須定下明確和清晰的界線 ， 如清楚區分不同樂齡科技產
品的用途和價格 ， 甚至設定相應的價格範圍 ， 防止用戶受
到不公平對待 。

首先 ， 需要清楚指明計劃擴展部分只可用於購買或租用 
樂齡科技產品 ， 不能用作其他用途 。 其作用是為了將現在 
用於購買醫療及福利服務的用途 ， 與擴展後的用途區分起
來 。 相比起符合醫療劵資格的一般長者 ， 符合社區劵資格
的長者應享有更高的額外撥款 ， 以滿足他們更大的健康需
要 。 45 由於社區劵現時已有共同支付機制 ， 我們建議政府 
同樣考慮採用經入息審查的共同支付方式 ， 作服務劵計劃擴展
的安排（SWD, 2021, April  1） 。 46

其次 ， 擴展部分應明確訂定樂齡科技產品的涵蓋範圍 ， 及其
受惠對象範圍 。 當中可建基於10億基金參考清單 （ 附錄II ） 
建立一份已獲審批的適用清單 ； 該清單亦應如同10億基金
的參考清單 ， 就特定產品的類別和價格範圍作出規定 。 
然而 ， 由於10億基金的申請及使用者為機構 ， 基金參考清
單的樂齡科技產品價格範圍故相對較高 ， 產品的體積也較
大 。 因此 ， 訂定適用於服務劵的樂齡科技產品參考清單
時 ， 應加入更多價格相宜 ， 並且適合個別用戶在家直接使用
的產品 ， 例如智能藥盒 、 防跌設備等 。

43 長遠來看 ， 考慮到居家的殘疾人士也對樂齡科技有很大的需求 ， 我們建議政府應進一步考慮 ， 即使殘疾人士未能享有醫療劵或社區劵 ， 也可享用與上述服務相應的樂齡
科技產品擴展優惠 。

44 消費者委員會記錄了一些使用醫療劵的長者被誘騙支付高於一般費用或購買不必要產品的案例（Consumer Council, 2018, June） 。 社區組織協會 （ 「 社協 」 ） 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 ， 
59%的受訪者認為他們使用醫療劵付款時被收取了不合理的費用（SoCO, 2018） 。

45 同樣地 ， 如果將服務劵也擴展給殘疾人士 ， 所有為長者提供社區劵擴展優惠也應包括被評估為嚴重殘疾的人士 。
46 社區券現時共有六個共同付款級別： 5% 、 8% 、 12% 、 16% 、 25%和40% 。 共同支付的金額按家庭住戶每月收入進行調整 。 共同支款的5%級別適用於領取綜援的長者
（SWD, 2021, Apri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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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17. 擴展服務券計劃作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用途的建議模式

樂齡科技
應用顧問

第二層次： 先進產品
第一層次：基礎產品

長者醫療券

第二層次：先進產品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需要職業治療師 / 
物理治療師轉介

此外 ， 已獲審核的樂齡科技產品參考清單應進一步為產品
劃分兩個層次 ， 並明確界定什麼對象可以購買或租用什麼
類型的產品及相關價格  。 如圖17所示 ， 第一層次為價格
相宜的基本產品 ， 涵蓋預防性的復康產品 ， 而第二層次為
更先進 、 價格更高的產品 ， 有效地支援長者居家安老 。 參
考日本的福利設備租賃計劃 ， 我們可以增設樂齡科技應用
顧問去解答用戶對產品的任何問題 。 我們將在第5章中討論
更多有關樂齡科技應用顧問的資格和職能 。

我們期望所有長者用戶都能使用第一層次的產品 ， 從而鼓
勵長者在社區中作預防性和康復性的健康管理 。 因此 ， 一
般長者都應能夠透過擴展醫療劵來負擔第一層次的產品費用 。 

而第二層次的產品 ， 可供一小部分患有中度或嚴重障礙的
長者使用社區劵購買或租用 ， 以有效支援他們居家安老 。 
顧及這類長者的健康狀況 ， 他們應得到透過服務劵得到
更多額外撥款以購買或租用更先進 、 價格更高的產品 。 
此外 ， 就着第二層次產品 ， 支援和專業意見對相關長者
及照顧者均十分重要 ， 尤其能協助他們在選擇產品時能
作適當的決定 ， 選購合適 、 能滿足長者生活需要 ， 並且能
方便長者生活的產品 。 因此 ， 購買或租用第二層次產品時
需要增加一個附加條件 ， 那就是需要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
療師轉介才可以購買或租用 。  如果長者未有職業治療師或
物理治療師一直跟進其個案 ， 樂齡科技應用顧問可以代為
安排 ， 為長者評估第二層次產品是否適合 ， 並在適當的情
況下作出轉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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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礎設施 

需求方

社區長者 安老院舍

基礎設施

投資

人才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中小型企業
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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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覽

分析了供應方和需求方各自面臨的挑戰和需要後 ， 本報告
將探討如何更好地增加和促進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在供求
雙方之間的流動 。 正如引言中提到 ， 要推動香港樂齡科技
生態進一步發展 ， 需要更多策略性的規劃來擴大漏斗的寬
度 ， 以促使供應方到需求方有更多及更順暢的流動 。 本報
告認為 ， 首先要考慮的是創建目前缺乏配合樂齡科技的基礎
設施 。

樂齡科技基礎設施包括在公共基礎設施中展示和使用樂齡
科技 ， 以及在私人住宅空間幫助安裝樂齡科技 。 然而 ， 香
港目前對上述兩類基礎設施都面對難題 。 許多用戶難以接
觸樂齡科技產品 ， 就算有興趣也不知道可以在他們的社區
內何處購買 。 此外 ， 許多居住於社區的用戶 ， 尤其是居住
在私人住宅的用戶 ， 在使用樂齡科技方面存在困難 。 因
此 ， 本章將要集中討論以上兩個主要問題的解決方法 。 

本章將包括兩個小節 ：
• 第3.1節將着重討論如何利用地區康健中心讓全港18區

的居民都能夠使用樂齡科技 。
• 第3.2節將着重討論如何提供家居改裝資助予居住在私

營房屋的長者和殘疾人士  ， 以便他們使用樂齡科技 。

3.1 樂齡科技在地區層面的可達性

無可否認 ， 近年公眾對樂齡科技重要性的認知有所提高 。 
認知不足是我們在第一份報告中指出的一個主要缺陷 （ 缺
陷1 ） ， 也是我們調查中錄得最大改善的一項 （ 得分1.08 ） 。 
然而 ， 我們認爲在這方面仍有改善空間 ， 包括要改善用戶在其
所處的社區獲得接獲樂齡科技產品的機會 。

圖18說明了香港近年來舉辦各種旨在提高樂齡科技認知
的活動 。 2016年 ， 黃金時代基金會在會議展覽中心 （ 以紅
色標示 ） 舉辦了第一屆年度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 2017
年 ， 首屆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辦 （ 以
紅色標示 ） ， 其後不同機構亦在各地區相繼舉辦一次性的
樂齡科技活動 （ 以藍色標示 ） 。 最近 ， 有些機構設立了樂
齡科技展示廳 （ 以黃色標示 ） ， 讓當區居民認識樂齡科技 。 
政府亦宣佈了在觀塘開設樂齡科技展覽中心（CSB, 2021） 。 47

47 在2017年及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 ， 政府宣布在觀塘新興建一所公務員學院 ， 由高座和低座兩幢大樓組成 ， 高座用於公務員學院 ， 低座提供社福利及地區設施 ， 包括興建一個由政府營運的
樂齡科技展覽中心（CSB, 2021） 。 然而 ， 這所公務員學院和樂齡科技展覽中心可能需時數年才能落成（LWB,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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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以提升樂齡科技認知度為目的之項目地區分布圖

西貢

北區

屯門

離島

元朗

荃灣 沙田

中西區

深水埗
黃大仙

觀塘

灣仔 東區

南區

葵青

大埔

油尖旺 九龍城

資料來源 ： Golden Age Foundation, 2016; GIES, 2021; HKCSS, 2018; LSCM, 2019; LingnanU, 2019; 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LingnanU X Lab, 2021; PolyU, 2021; Housing Society 
Elderly Resource Centre, 2021; Project Futur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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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雖然這些展示廳有助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邁向成熟 ， 但我
們相信它們仍有改善和擴展的空間 。 首先 ， 現時全港只有
少數的展示廳 ， 所以可以考慮擴大涵蓋範圍至全港18區 。 
其次 ， 在展示廳中陳列的樂齡科技產品通常不作售賣 。 事
實上 ， 基於潛在的利益衝突 ， 部分展示廳的工作人員甚至
不能向參觀者披露產品供應商的資訊 ， 導致消費者無法
在現場嘗試和了解產品的好處後立即購買 ， 延誤了消費過
程 。 因此 ， 我們將建議以下的解決方法 。

建議3.1 ： 在地區康健中心內創建
「 樂齡科技展示區 」

我們首要考慮的問題是 ， 樂齡科技展示廳應在全港18區何處
設立 。 表5詳細列出各個可供長者享用的社區服務單位的資
料方便大家比較 。 在考慮展示廳設立的位置時 ， 需要特別注
意兩項資料 ： 淨作業樓面面積以及輔助醫療人員數量 。 這
除了確保有足夠空間來展示產品外 ， 更要有相關的輔助醫
療人員協助評估用戶在醫療和樂齡科技設備上的需要 。

提升公眾對樂齡科技認知的項目 ：

年度大型
展覧會

一次性
地區活動

展示廳

•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 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 社聯
•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LSCM）

•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體驗館
• 理大智齡匯
•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 賽馬會 「 a家 」
• Project Fut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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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提供長者社區服務的單位 

長者活動
及健康中心

長者地區中心
(DECC)

長者鄰舍中心
(NEC)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單位(DE / DCU)

長者健康中心
(EHC)

地區康健中心
(DHC)

相關政府決策局 / 
部門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 衞生署 食物及衞生局

中心數目 41個
（ 位於18區 ）

170個
（ 位於18區 ）

91個
（ 位於18區 ）

18個
（ 位於18區 ）

4個
（ 計劃擴展至18區 ）

淨運作面積
（ 平方米 ）

424 303 267至754 未有提供 1500

目標 在地區層面為長者
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在鄰舍層面為長者提
供社區支援服務

為體弱長者提供社
區照顧服務 [1]

為長者提供綜合
基層健康服務

提供地區基層醫療
護理服務

服務人數 約 170,000人 15,000–20,000人 40–120 位 區內所有長者 區內所有人

指派人員總數 24.5 10.25 22.507（ 60 位 ） 未有提供 70

輔助醫療人員
人數 [2] 1.5 0 3.811（ 60 位 ） 未有提供 21

註 ： [1] 體弱長者是指在 「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 下被評定為及建議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務的長者
[2] 輔助醫療人員包括註冊護士 、 護理協調員 、 職業治療師 、 物理治療師 、 藥劑師 ， 以及營養師

資料來源 ： SWD, 2021, February 17; SWD, 2021, May 11; SWD, 2021, August 2; SWD 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 2021; SWD, 2020; SWD, 2019; SWD, 2018; DH Elderly Health Centres, 
2021;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Press Releases, 2019, September 24; Planning Departmen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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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認為在地區層面上 ， 展示樂齡科技的最佳位置是地區康
健中心 。 從上表可見 ， 地區康健中心的作業樓面面積較大 ，  
亦有較多的輔助醫療人員 。 此外 ， 地區康健中心並非只
為長者服務 ， 亦能幫助殘疾人士 。 值得注意的是 ， 各地
區康健中心的預算都包括了兩名駐守職業治療師和三名
駐守物理治療師 。 這些專業人員能為用戶提供建議和作
出評估 ， 幫助他們購買和使用適當的樂齡科技設備（The 
Government of HKSAR Press Releases, 2021） 。

地區康健中心亦是政府推動醫社合作的主要項目之一  ， 與
我們在第一份報告指出的缺陷 （ 缺陷24 ） 相關 ， 而是次調
查顯示醫社合作方面只有很小的改進 （ 得分0.06 ） 。 因此 ， 
我們希望利用地區康健中心 ， 幫助鞏固社會工作與醫療專
業人員間在樂齡科技的合作 。 我們也期望在地區康健中心
能促進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資訊流動 。 例如 ， 當用戶使用可
穿戴健康監測設備後產生了大量有關健康指標的重要數據 ， 
地區康健中心則可以整合這些數據予相關的社會工作者和
醫療專業人士 。 48

48 在操作層面上 ， 需要進一步考慮病人意願和合法性 。
49 目前正在運作的地區康健中心位於葵青 、 深水埗 、 黃大仙和屯門（FHB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2021） 。  政府正致力在南區及元朗設立地區康健中心（LegCo Policy Address, 2021） 。 在現屆

政府未及設立地區康健中心的地區 ， 政府會設立屬過渡性質的 「 地區康健站 」  。  截至2021年10月 ， 離島 、 九龍城 、 北區 、 西貢 、 灣仔區及油尖旺區都設有地區康健站 。 本屆政府亦會在
中西區 、 東區 、 觀塘區 、 沙田區及大埔區也將設立地區康健站 （FHB DHC Express, 2021） 。

現時 ， 全港只有四間地區康健中心運作 ， 49 而政府將在全
港18區興建更多地區康健中心 。 如圖19所示 ， 幾個現有的
地區康健中心中已在展示基本樂齡科技產品 ， 並有提供相
關社區服務機構和復康用品店舖的名錄 。 我們建議在地區
康健中心的現有基礎上建立一個 「 樂齡科技展示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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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建立地區康健中心 「 樂齡科技展示區 」 之構想

以現有地區康健中心為例 ：

「 樂齡科技展示區 」三大功能

1

2

3

展示區作公眾教育及
認知提升

社區長者及殘疾人士
產品測試平台

長者可使用服務券
用作購買或租賃產品 

（ 建議 2.2 ）

資料來源 ： Kwai Tsing DHC Community Service, 2021; Kwai Tsing DHC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2021; Sham Shui Po DHC Community Service Provider, 2021; Sham Shui Po DHC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2021

如圖19所示 ， 我們構思的地區康健中心樂齡科技展示區具
有三大功能 。 第一 ， 如同現有的展示區 ， 我們建議樂齡科
技展示區舉辦相關的公眾教育活動 ， 以提高社區對樂齡科
技的認知 。 第二 ， 在建議2.2提及擴展服務劵至樂齡科技產
品的基礎上 ， 但不少用家未必知道在哪裏可以購買 ， 因此

我們進一步建議容許用家直接購買或租用在樂齡科技展示
區展示的產品 。 50 第三 ， 如第1.1節所述 ， 由於供應商難以
獲得用戶反饋 ， 尤其是來自社區用戶的反饋 ， 我們建議地
區康健中心的樂齡科技展示區也設有 「 產品測試平台 」  ， 
以便收集用戶意見 。

50 雖然 《 稅務條例 》 第88條對非政府機構慈善團體的貿易有所限制 ， 只可經營直接達成其明文規定的宗旨的行業 / 業務（IRD Tax Guide, 2021） ， 但有分拆社會企業的非政府機構可以進行一
般交易 。 例如 ， 香港青年協會既是獲第88條豁免的非政府組織（IRD List of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2021） ， 也是社會企業營運機構（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021） 。 值
得注意的是 ， 香港與英國不同 ， 缺乏對社會企業的明確定義 ， 這為建立本地社會企業生態帶來了困難（LegCo, 2016） 。

樂齡科技產品展示

地區康健中心提供
社區服務機構名錄

地區康健中心提供
復康用品店舖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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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樂齡家居改裝

為減低受傷風險並促進長者獨立生活 ， 我們有必要為長者
和殘疾人士提供一個安全 、 方便的生活環境 。 目前有
多項幫助居住在公營房屋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改善家居的項目 。 
例如 ， 房屋委員會為長者及殘疾人士進行單位改裝工程

（Housing Authority, 2018; 2021）： 房屋署資助並進行
為期二至五星期的改裝工程（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ess Releases, 
2019, May 15） 。 香港房屋協會 （ 「 房協 」 ） 亦設有 「 樂
得耆所 」 居家安老計劃 ， 為房協所有20個出租屋邨的長者
租戶提供免費家居環境評估及改裝（HKHS Ageing-in-Place 
Scheme, 2021） 。 51

然而 ， 住在私人住宅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卻未有類似的計劃 。 
現有的私人樓宇改建計劃主要由市區重建局 （ 「 市建局 」 ） 
推行 ， 專注於年數較長的樓宇的建築安全 ， 而非長者的家
居安全 。 例如 ，  「 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 旨在資助聘任註冊
檢驗人員的費用 ， 以確定私人住宅樓宇是否符合 「 強制驗
樓計劃 」 和 「 強制驗窗計劃 」 的法例規定（HK Building 
Rehabilitation Facilitation Ser vices Ltd.52 Building 
Maintenance Grant Scheme, 2021） 。 同樣地 ，  「 有需

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 亦旨在為個人提供最高
80,000港元的自住物業檢查 、 維修和保養津貼 ， 以提升樓
宇安全 ， 減少樓宇失修情況（HK Building Rehabilitation 
Facilitation Ser vices Ltd. Mandator y Building 
Inspection Subsidy Scheme, 2021） ， 53 而發展局亦於
2020年6月向該計劃注資20億元（URA, 2020） 。

但是 ， 在澳門和中國內地 ， 長者所享有的改善家居計劃並
非取決於他們所住的房屋類型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
工作局推行一項計劃 ， 向所有60歲以上的居民免費提供沐
浴椅 、 防滑地墊和扶手來提高浴室安全（Social Welfare 
Bureau, 2017） 。 而在中國內地 ， 政府實施一項改善家居
計劃以資助促進長者友善家居的改裝項目成本 。 該計劃備
有一份裝修清單 （ 見表6 ） ， 清單包含七項基礎項目123個
針對體弱長者的可選項目 （ 中國政府網 ， 2020 ） 。 內地
不同城市提供不同的最高資助限額 ： 深圳提供一萬元人民
幣 ， 杭州提供6,000元人民幣 ， 北京提供5,000元人民幣 ， 
上海則提供3,000元人民幣 （ 動脈網-未來醫療服務平台 ， 
2020 ； 中國新聞網 ， 2021） 。

51 在該計劃下 ，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已進行了820次家居改裝評估（HKHS Ageing-in-Place Scheme, 2021） 。
52 香港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有限公司是市建局的全資附屬公司 。
53 在 2008–0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 財政司司長預留了 10 億港元推出 「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  ， 為自住物業長者業主提供資助 ， 以維修及保養樓宇 ， 並改善樓宇安全(HKHS, 2014)。

2020年7月 ， 由房協管理的上述計劃被目前由市建局執行的 「 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 取代 (HKHS, 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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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國內地改善家居計劃裝修清單

類型

地面改造

厨房設備改造

物理環境改造

老年用品配置

如厠及沐浴設備改造

臥室改造

門戶改造

可選
平整硬化

手杖

防滑處理

扶手安裝
防壓瘡墊配置

房門擴寬

桌面改造

輪椅/助行器

門檻調整

安全監控裝置

資料來源 ：  動脈網–未來醫療服務平台 ， 2020

水龍頭改造

防撞護角/防撞條、提示標識安裝

閃光震動門鈴安裝

自動感應燈具安裝

助聽器

扶手安裝

防走失裝置

高度差距處理

淋浴椅配置

床邊護欄安裝

蹲便器改裝為坐便器

下壓式門把手安裝

中部櫃加設

放大裝置

平開門改爲推拉門

浴缸/淋浴房改造

適老家具配置

護理床配置

電源插座及開關改造

協助進食器具

基礎



71

基
礎
設
施

3建議3.2 ： 為居住在私人住宅的長者
和殘疾人士制訂家居改裝計劃

因此 ， 我們建議屋宇署為居住在私人住宅的長者和殘疾人士
制訂家居改裝計劃 ， 由市建局和房協負責實施 。 該計劃與公
屋長者的家居改裝計劃類似 ， 為居住在私人住宅的長者和
殘疾人士提供職業治療師進行家居環境評估 、 安裝基本的
家居安全樂齡科技設備 ， 以及進行基本的家居改裝 。 參考
中國內地的做法 ， 為了方便推行和避免濫用計劃 ， 當局應
設有一個涵蓋基本家居裝修計劃及家居安全設備安裝選項
的標準清單 。 合資格住戶建議獲最高10,000港元的一次性
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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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資 

需求方

社區長者 安老院舍

基礎設施

投資

人才

供應方
（ 本地及全球 ）

中小型企業
及初創公司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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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概覽

隨着近年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的擴展 ， 投資本地樂齡科技服 
務和項目的投資者也日益增加 。 一方面 ， 正如引言所指 ， 
政府已投放大量資源於樂齡科技 ； 另一方面 ， 儘管私人風
險投資者和天使投資者仍未願意對本地樂齡科技行業作出
龐大投資 ， 許多慈善基金已表示有興趣資助樂齡科技的相
關項目 。

例如 ， 凱瑟克基金與利希慎基金共同資助了一項樓梯機服
務計劃 ， 讓居住在沒有電梯的樓宇 ， 而又需要使用輪椅
的長者可以租用樓梯機 ， 方便他們安全上落樓梯（HKCSS, 
2020, Februar y） 。 另外 ， 多個基金會亦向一項自動配藥
服務的計劃提供資助 ， 讓不少長者服務單位能租用自動配
藥與包裝系統 ， 方便員工更快捷、更準確地向長者分發藥物

（Hong Kong Pharmaceutical Care Foundation, 2021） 。  
匯豐銀行150週年慈善計劃亦資助了一項長者智能家居試驗 
計劃（Senior Citizen Home Safety Association, 2019） 。  
而最近 ，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招商局慈善基金會也共同
出資推動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 ， 讓人們認識和租用樂
齡科技設備 ， 當中更包括了清潔和消毒服務（Jockey Club 
age at home, 2021） 。

儘管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均有興趣投資樂齡科技項目 ， 目前
樂齡科技的公私營合作計劃仍然甚少 。 我們在第一份報告
指出了私營機構和非政府機構之間合作不足 （ 缺陷23 ） ， 
而我們是次調亦查顯示這方面僅有輕微改善 （ 得分0.26 ） 。 
這缺陷影響了樂齡科技服務市場的可持續性 ， 在缺乏公私
營合作的情況下 ， 樂齡科技生態錯失了一個開拓創新服務
模式的機會 。

目前 ， 遑論資助開發新產品的研發資金 ， 如創科局的創科
生活基金 ； 抑或用於資助需求方採購或試用產品的資金 ， 
如10億基金 ， 許多與樂齡科技相關的政府計劃仍以產品為
主導 ， 而非以服務為主導 。 事實上 ， 不少採用物聯網或人
工智能等先進科技的新設備需要創新的服務提供配合 ， 而
服務提供模式需時開發及試驗 、 潛在效益成疑 ， 故政府可
能不願資助這類創新模式 。 而私營機構較願意承受風險 ， 
當局可以考慮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 ， 由私營機構為政府承
擔風險 。 而這正是 「 按效果付費 」 模式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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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4 ： 應用 「 按效果付費 」 模式於
樂齡科技

「 按效果付費 」 是一種為社會服務融資的創新模式 ， 我們
在 《 推動金融創新 成就社會效益 ：  「 按效果付費 」 倡導報
告 》 已有介紹 ， 並將在以下圖20中加以說明（OHKF, 2017, 
November）。 簡而言之 ， 私人投資者在投資社會項目後 ，
若服務供應商通過首先訂立的社會效果作評估 ， 並證明服
務達到相關關鍵績效指標（KPI）， 政府則會將向私人投資
者發還資金並支付利息 。 於政府而言 ， 按效果付費的主要
好處是能分散風險 。 由於投資者承擔初始風險 ， 這可為更
多現時政府未涵蓋的創新或預防性項目提供資金 （OHKF, 
2017, November）。 在香港 ， 以按效果付費模式運作的項

54 按效果付費模式中 ， 其中一個重點是讓合約雙方清楚識別具體和可量度的社會效果 。 現時 ， 樂齡科技行業仍在探索哪些類型的社會效果可被識別和量化 ， 並且正研究設立測試機制以評估其
服務的社會效果 ， 相關舉措包括樂齡科技平台的 「 測試支援 」 等 。 事實上 ， 在海外現已有一些關於樂齡科技使用按效果付費模式的相關項目 。 例如在以色列 ， 有一項結合線上與線下的服務
模式正幫助200名在特拉維夫生活的長者緩解孤獨感（Tel Aviv Foundation, 2021） 。

目亦已有先例 ， 社創基金於2020年9月推出了香港第一個
按效果付費的項目 ， 協助非華語的幼稚園學生提高中文水平

（SIE Fund Piloting Pay-for-Success, 2021）。

按效果付費模式特別適用於測試創新或預防性服務 ， 與樂
齡科技產品和服務的性質非常吻合 。 54 在香港 ， 我們考慮
樂齡科技的發展時應需要超越產品層面 ， 轉而考慮樂齡科
技帶來創新服務提供模式方面的可能 。 因此 ， 我們建議利
用按效果付費 ， 作為一種創新方式 ， 以滙聚樂齡科技行業
內的政府和私人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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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20.  「 按效果付費 」 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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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服務

資料來源 ： OHKF, 2017,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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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概覽

樂齡科技生態中其中一個最關鍵 、 但經常被忽視的部分是
人才 ， 包括提供福利或醫療服務的專業人員 、 產品開發人
員 ， 以及初創公司的創業家 。 然而 ， 香港在樂齡科技相關
技能的教育和培訓方面較鬆散 ， 並缺乏系統性及官方認受
性 。 若要發揮樂齡科技行業的最大潛力 ， 香港需要聚集和
培養有熱忱並具備必要技能的人才 ， 以推動行業的發展及
滿足各種需要 。 要實現以上目標 ， 我們需要為護理行業提
供正式培訓及設立認可制度 ， 支援創業和培訓 ， 並在教學
課程中加入樂齡科技内容以培養學生對樂齡科技的認知 。 
本章將重點涵蓋一系列促進香港樂齡科技教育和人才發展
的措施 。

本章將包括三個小節 ：
• 第5.1節着重介紹如何提供樂齡科技特定技能的

職業培訓 ；
• 第5.2節着重介紹如何在大學提供創業支援和培訓 ， 

推動創新以創造社會效益 ；
• 第5.3節着重介紹如何提升年輕人對樂齡科技的普遍

認知和教育 。

5.1 針對樂齡科技特定技能的職業培訓

我們談及樂齡科技時 ， 往往是針對個別產品以及它們如何
能夠幫助長者或殘疾人士 。 但實際上 ， 樂齡科技並不僅限
於個別產品 ， 亦涉及不同專業人士在不同階段的參與 。 如
圖 21 所述 ， 在評估階段需要職業治療師評估家居環境及
用戶身體狀況 ； 在產品安裝階段需要供應商或技術人員 ； 
在產品使用階段需要用戶的參與 ， 而最後在保養階段則再
需要技術人員 。 由於過程冗長 ， 倘若用戶有興趣購買或租
用產品卻得不到適切的協助 ， 將為他們帶來很大的不便 。 
此外 ， 大多數樂齡科技的服務供應商需要培訓現有員工使
用已購買或租用的樂齡科技產品 ， 可是 ， 香港現時並無就
相關特定技能提供官方的職業培訓 。 55

55 香港有一些針對樂齡科技特定技能的非官方培訓 。 例如 ， 賽馬會 「 a家 」 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提供的 「 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訓練課程 」  ， 為員工提供有關樂齡科技教育 、 產品租賃 、 
清潔和保養服務的培訓 （Jockey Club Education Overview, 2021） 。



78

圖21. 購買或租賃樂齡科技產品的一般流程概覽

評估 
（身體及家居狀況）

職業治療師
供應商或

服務提供者 用戶
供應商或

服務提供者

安裝 使用 保養

• 技術援助協會通過100小時的培訓課程 ， 培訓了15,000多名
輔助器材規劃員  （ 2019年 ）

• 樂齡科技產品事宜聯絡人

日本技術援助協會 
（“ Association for Technical Aids ”, ATA）

資料來源：Techno-aids, 2014; ILC-Japan, 2018

1 2 3 4

日本 （ 案例研究 ）  ： 輔助器材規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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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5.1 ： 培訓樂齡科技應用顧問以
協助長者

首要問題是誰可以在用戶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的過程
中提供協助 。 我們建議培訓樂齡科技應用顧問作為協助長
者和殘疾人士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的主要聯絡人 。 根
據建議2.2 ， 想要使用服務劵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的人
士也可以聯絡顧問 ， 並向其查詢任何與產品相關的問題 。 
如有需要 ， 顧問亦可處理任何與維修有關的查詢 。

參考前文提及的日本案例 ， 日本技術援助協會培訓 「 輔助
器材規劃員 」    （“assistive device planners”）擔任個案
經理 ， 協助長者透過福利設備租賃計劃購買樂齡科技產品

（Techno-aids, 2014 ;  ILC-Japan, 2018）。 56 香港可以效
仿日本的做法 ， 並考慮採用個案管理模式 ， 為具備較高需
要的用戶精簡購買或租賃產品時的流程 。 

因此 ， 我們進一步建議指派樂齡科技應用顧問擔任個案管
理員 ， 以協助合資格申請社區劵的長者 。 57顧問可以幫助管
理職業治療師的轉介過程 ， 並協助長者利用社區劵選擇第
二層次 、 較為先進的樂齡科技產品 。 更重要的是 ， 個案管
理服務應集中在前期階段 ， 尤其是當長者剛離開醫院後 ， 
以確保在最需要時提供最大的協助 。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提供正規的專業培訓 ， 讓學員獲得樂齡
科技所需的特定技能 。 現時 ， 不同機構根據資歷架構
為社會福利界不同的職位提供職業培訓和資歷認可 。 58 我
們建議社署在資歷架構內引入全新的職業資歷階梯 ， 為香
港的樂齡科技應用顧問提供認可和註冊 。 以社署的 「 青年
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 為例 ， 該計劃為有志在社福界長者及
復康護理服務行業發展的青年提供階梯課程（SWD, 2021, 
August 16）。 59 在此計劃的基礎上 ， 我們建議社會福利署
擴大啓航計劃的涵蓋範圍 ， 培訓和認可樂齡科技應用顧問 。

5.2 創業的支援與培訓

繼上節討論如何擴大樂齡科技護理專業人員的規模後 ， 本
節將討論如何增加樂齡科技產品開發人員和初創公司創業
家的數量 。 樂齡科技的創新發展以研究驅動 ， 而研究需要
專業的技術人員來支援 。 然而 ， 目前這種人力資本卻受學
術界的體制所限 。 有如前文所言 ， 我們的調查反映了學術
界存在制度問題 ， 尤其是研究人員缺乏誘因進行具有社會
和經濟影響的研究 ， 而這正是一個正呈現惡化現象的缺陷 

（ 得分為-0.05 ）  。

56 截至2019年 ， 日本技術援助協會透過其100小時培訓課程 ， 培訓了照顧15,000 輔助器才規劃員（Techno-aids, 2014） 。
57 特殊需要是指在 「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 下被評定為中度或重度身體殘疾的體弱長者（SWD Standardised Care Need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Elderly Services, 2021） 。
58 香港老年學會 、 香港紅十字會及僱員再培訓局為醫護工作者 、 護理人員和安老院舍職員提供資歷架構下的證書培訓課程（HKAG, 2021; HKRC, 2017; ERB, 2016） 。
59 社署於2015年推出 「 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  。 由2020/21年度起 ， 計劃將在五年內提供合共1,200個額外培訓名額 。 學員成功完成兩年的文憑課程後可註冊成為保健員 ， 並獲認可達到資歷

架構中第三或第四級別的學歷（SWD, 2021, August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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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2A ： 為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商品
化提供更好的條款和條件

在商品化過程中 ， 擁有專利是一種保護知識產權的方式 。
專利賦予持有人在特定司法管轄區內擁有生產 、 使用 、 出
售或進口其發明或技術的獨家權利 。 61 專利只有在其後被
授權或售予現有公司或衍生公司 ， 相關知識才能真正為社
會帶來效益 。 62 由於成立衍生公司需要研究人員具備企業
家技能 ， 因此相關人才的培育可作為大學培育商業人才的
指標（OHKF, 2020） 。 一般而言 ， 香港在提供創業支援方
面較其他地區相對不足，尤其香港的大學為尋求商品化的研
究人員所提供的條款仍非常缺乏吸引力 ， 因此窒礙了研究
人員將他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現實中能造福社會的產品 。

首先 ， 本港大學的專利擁有權政策條款較其他海外大學
相對保守 。 在香港 ， 除非發明者買斷專利權並承擔所有研
發 、 專利申請及法律程序等 ， 否則專利權歸大學所有 。 63 
然而 ， 一些海外的大學允許發明者在能夠獨立將研究成果
商品化的條件下完全擁有專利權 （ 表7 ） 。 因此 ， 我們建議
本地大學在專利權和買斷政策上提供更大彈性 ， 詳細訂明
如何釐定買斷價格 ， 並給予發明者和投資者優先購買專利
的權利 。

正如基金會發表的 《 搭建技術轉移大橋 ： 構築科研創新基
地 》 研究報告所述 ， 知識轉移在本地的大學中未見頻繁 ， 
原因是因為大學沒有鼓勵將基礎研究轉化成裨益社會的創
新產品(OHKF, 2020)  。 60 因此 ， 本節將着重審視以大學研
究及創新為基礎的商品化政策 。 解決以上的誘因問題對樂
齡科技創新非常重要 ， 當制訂了靈活政策鼓勵研究人員
後 ， 才能鼓勵各種形式的科技創新 。

60 知識轉移的定義為 「 在高等教育院校和社會之間的知識轉移 （ 包括科技 、 技術 、 專業知識及技能 、 所用的系統和方法 ） 從而帶動經濟上或民生上的效益 ， 與及帶來創新及有經濟效益的
活動 」  。 知識轉移已被公認為大學在教學及研究以外的第三項使命（UGC, 2021） 。

61 發明者如擁有專利 ， 在市場情況改變時可進一步修改技術 。
62 授權許可是指向知識產權持有人支付款項 ， 以換取知識產權的使用權 。 授權許可的收益分配可視乎專利申請的費用是由大學抑或發明者支付 。 衍生公司是一種利用大學研究成果而成立的

公司 。
63 其中一項買斷專利權的關鍵問題是欠缺透明度 。 目前 ， 計算每項專利的確實成本因個案而異 ， 而研究成本包括基礎設施 、 實驗室及人力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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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7. 個別大學的專利擁有權政策

大學 專利擁有權
（ 創造階段 ）

專利所有權
（ 備案階段 ）

本地大學

劍橋大學  （ 英國 ）

多倫多大學 （ 加拿大 ）

滑鐵盧大學 （ 加拿大 ）

卡羅林斯卡學院 （ 瑞典 ）

屬大學所有

屬大學所有

屬大學和發明者共同擁有

屬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除非發明者買斷
（ 費用包括研發 、 專利申請 、

法律程序等經費 ） [1] 

如果由發明者將其商品化 ，
則歸發明者所有

如果由發明者將其商品化 ，
則歸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屬發明者所有

註 ： [1] 一些本地大學更具靈活性 。 例如 ， 香港科技大學 （ 「 科大 」 ） 在 「 科大創業計劃 」 下提供靈活的條款 （ 在建議 5.2C 中討論 ）  。
資料來源 ： OHK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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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香港本地大學與海外大學的收益分享政策

大學
由大學申請專利權

（ 發明者所佔百分比 ）
由發明者申請專利權

（ 發明者所佔百分比 ）

本地大學

海外大學

25%至50% 

60%至90%

20%至80% 

75%至100% 

64 以史丹福大學為例 ， 他們會接受股權 ， 通常佔少於5%的所有權（Stanford, 2016） 。

其次 ， 本地大學的專利權收益分享政策並沒有提供足夠的
誘因 ， 以推動研究人員將其研究成果商品化 。 表8說明了
香港本地大學與海外大學的收益分享政策  。 例如 ， 如果是
大學申請專利權 ， 香港本地大學的發明者只能獲得25%至

第三 ， 大多數公司在初創階段均缺乏一定的現金流量 ， 以
支付巨額的授權許可費或專利費 。 衍生公司在初創階段亦
經常面對同樣問題 ， 而大學可以透過靈活的財務條款作支
援 。 例如 ， 科大透過 「 科大創業計劃 」 接受衍生公司的3%

50%的收益 。 相較之下 ， 海外大學的發明者可獲更多
收益 。 因此 ， 我們建議所有本地大學提高發明者的收益分
配比例 ， 並訂定合適的授權條款和收益分配比率 ， 以鼓勵
研究人員將其研究成果商品化 。

股份 ， 作為其授權許可協議的一部分（HKUST, n.d.）。 64 根
據這個做法 ， 我們建議所有本地大學考慮接受衍生公司的
少量股份作為授權許可的費用 。

註 ： 表內為2020年8月31日數字 。 本地大學包括香港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 。 海外大學則包括多倫多大學 、 滑鐵盧大學和劍橋大學 。 
資料來源 ： OHK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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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 5.2B ： 分兩個階段提供 「 大學科
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資助 ， 確保項目
商業可行性並促進與社福機構的合作

2014 年 ， 創新科技署在 「 創新及科技基金 」 中推出 「 大
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TSSSU） ， 鼓勵大學學生和教
職員成立科技初創公司 ， 或建立衍生公司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ITF, 2021）。 目前 ， TSSSU 的資助在支援本地大學早期
成立的初創公司發揮了關鍵作用（ITF, 2020）。 65 然而 ， 該
計劃仍有改進空間 ， 尤其因為許多初創公司長遠需要策略
性支援才能在市場上取得成功 。 我們建議TSSSU改善現有
的資助機制 ， 並提供第二階段的資助 ， 以鼓勵與社福機構
的合作 （ 圖22 ） 。

在優化現有的TSSSU資助機制方面 ， 我們建議的 「 第一
階段 」  要求所有參與的大學向初創公司提供無條件的資
助 ， 而非目前採用的報銷方式 。 66 更重要的是 ， 我們建
議TSSSU增設第二階段 ， 為初創公司提供額外資金 。 67 我
們在早前的報告中提到 ， 初創公司要獲得TSSSU第二階段
資金的先決條件是獲私人資助或與業界夥伴達成合作協
議 ， 以證明其產品的商業可行性（OHKF, 2020）。

就樂齡科技而言 ， 我們建議獲得第二階段TSSSU資金的先
決條件還可以包括與社福機構合作 ， 例如長者或康復服務
單位 。 如第一章所述 ， 現時很少計劃旨在主動鼓勵初創公
司與社福機構的合作 ， 或為社福機構提供解決方案 。 68 為
了進一步鼓勵兩者合作 ， TSSSU可以推薦初創公司與樂齡
科技測試平台的註冊服務單位建立行業夥伴合作關係 。 如
服務單位有意與初創公司合作 ， 意味着相關樂齡科技產品
或服務具有一定實用性 。 因此 ， 透過TSSSU第二階段對樂
齡科技初創公司的資助 ， 能更有效確保研發成果能轉化為
實際的社會效益 。

65 六間獲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每年各可獲高達800 萬港元的撥款 ， 而每間受資助的初創公司可接受最長三年的資助 ， 每年最高金額達150 萬港元   。  這六間大學分別是香港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 以及香港理工大學 。 初創科技公司需由大學的學生 、 校友或學院教職員組成 。 在2020 / 21 年度 ， 共44間初創企業獲得資助  。

66 初創公司經常面對嚴重的現金流問題 ， 因此以報銷方式資助初創科技公司將適得其反 。 第一階段 （ 18 至36 個月 ） 的長度應就公司的性質和所屬界別而定 。
67 在第二階段 ， TSSSU會按預設比例配對資助 ， 並設資助金額上限 。 第二階段的資助應為期約18 至24 個月 ， 期間初創公司應有能力自行在私人市場上籌募資金 。
68 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 「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  。 該計劃舉辦了一場54小時的創業比賽和創業工作坊 ， 幫助創業家獲得與促進智慧老齡化創新相關的知識 ， 如開展業務 、 建立

網絡 、 學習技能等（LingnanU techstars_Startup Weekend, 2021） 。 嶺大亦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 ， 舉辦初創公司和用戶之間的焦點小組會議（LingnanU, 2021, March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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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建議資助模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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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爲期18至24個月 爲期18至36個月

着重概念驗證 着重成長及市場發展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按預設
比例配對資助 ， 並設資助金額上限  

第
一

階
段

驗證技術的
可行性

爭取私人投資  開發產品
原型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 如進行原型測試 ） 

制訂商業
企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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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 5.3 ： 推廣樂齡科技相關的教育課
程和比賽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採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來推廣
樂齡科技 。 例如 ， 在中小學階段可透過校際比賽來激發
學生的興趣 。 在2017年 ， 社聯與機電署合辦 「 樂齡科技
顯愛心 」 活動 ， 為一項鼓勵青年為長者設計創新產品的年

5.3 對樂齡科技的普遍認知和教育

如前文所述 ， 在我們的調查中 ， 受訪者認為大眾對樂齡科
技的認知顯著提高 ， 得分亦最高 （ 1.08分 ） 。 鑒於近年樂
齡科技項目廣泛湧現 ， 這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 儘管不同項
目提升了大眾對樂齡科技的認知 ， 當中甚少涵蓋針對青年
的舉措 。 實際上 ， 提高青年對樂齡科技的普遍認知和教育
非常重要 。 青年與長者的接觸甚為頻繁 ， 無論是在家庭日
常生活中擔任照顧者的角色 ， 抑或是未來有可能投身於樂
齡科技行業工作 ， 都與長者有着某種形式的連繫 。 因此 ， 
我們希望在本節集中討論如何彌補跨代對樂齡科技認知的
差距 。

度比賽（HKCSS, 2019）。 我們建議每年繼續舉辦這類比賽 ， 
同時建議比賽結束後 ， 加設原型開發的階段 ， 將學生的創
新想法通過商品化加以實現 。

在高等教育階段 ， 本地的教育應為學生提供樂齡科技相
關內容的課程 。 目前 ， 只有理大和嶺大提供少量有關課程
(PolyU, 2020 ;  LingnanU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2021 ;  LingnanU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 and Social Ser vice Management, 
2021）。 69 除了以上兩間大學外 ， 大多數高等院校都沒有提
供與樂齡科技相關的課程 ， 這將窒礙有志利用科技解決老
年問題的學生進修有關樂齡科技的課程 ， 情況令人憂慮 。 
雖然職業訓練局旗下的大專學生在今年房協舉辦的樂齡科
技比賽中成功開發了樂齡科技產品（HKHS Press Release, 
2021） ， 70 但現時本港仍未有為接受應用教育的學生而設
的樂齡科技課程 。 因此 ， 我們建議香港所有大學和應用教
育機構提供涵蓋樂齡科技內容的大專課程 。

69 例如 ， 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開設了 「 康復工程及輔助技術 」 課程(PolyU, 2020) 。 嶺南大學向修讀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社會科學碩士的學生開設 「 現代科技在健康及社會服務 」 課程
（“Modern Technology in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教授與樂齡科技相關的知識（LingnanU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2021） 。

70 房協舉辦樂齡科技學界比賽 ， 以支持社區的科學 、 技術 、 工程和數學（STEM）和樂齡科技教育 ， 共吸引近150隊 、 合共750多名學生參加（HKHS Press Release,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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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們在2017年發布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以來 ， 
香港的樂齡科技生態發展蓬勃 ， 為香港帶來嶄新的機遇和
挑戰 。 在 《 樂齡科技概況報告 》 1.0中 ， 我們提出了當時香
港樂齡科技生態的24個缺陷 ； 本報告則透過與持份者深入
訪談及調查所得的結果 ， 分析這些缺陷至今有否得到改善 。

我們樂見政府與業界推行的樂齡科技項目顯著增加 ， 特別是
樂齡科技平台促進了不同持份者之間更多的合作 。 就此 ， 我
們建議可進一步透過更全面的渠道加強合作 ， 讓供應商能更
有效地收集用戶反饋 ， 並獲得更多樂齡科技產品進出口的
相關支援 。 社署的10億基金亦成為了樂齡科技其中一個最
重要的財政動力 。 我們相信 ， 若將10億基金加以規範 ， 並
擴展至私人安老院舍 ， 基金的成效將更相得益彰 。

我們的研究顯示 ， 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
挑戰是社區用戶缺乏購買樂齡科技的機會和誘因 。 在本報
告中 ， 我們的許多關鍵建議都能相輔相成 ， 讓用戶能將
樂齢科技充分融入到其社區生活中 （ 圖23 ） 。 就着為用戶
提供經濟誘因 ， 我們建議政府擴大長者服務劵計劃的使用
範圍 ， 涵蓋至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 。 為了讓用戶更容 
易 、 更方便接觸到樂齡科技 ， 我們建議在地區康健中心設
立 「 樂齡科技展示區 」  ， 並將現有的家居改造計劃的受惠
對象擴展至居住在私人住宅的長者及殘疾人士 。 為了進一
步協助用戶選擇適合的產品並跟進查詢 ， 我們建議培訓樂
齡科技應用顧問來幫助用戶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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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樂齡科技促使用戶於社區居家安老 

改造後的私人住宅

地區康健中心 「 樂齡科技展示區 」

已擴展的服務券計劃樂齡科技應用顧問

此外 ， 我們更希望政府能夠吸引更多各方的參與者共同發
展樂齡科技生態 。 例如 ， 政府應增加公私營合作的機會 ，
引入更多私人投資者投資樂齡科技 ， 以及透過資歷架構認
可的樂齡科技專業技能培訓課程 ， 以及完善大學的知識轉
移政策 ， 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樂齡科技行業 。

樂齡科技能夠為香港紓解長者及殘疾人士帶來的多方面問
題 ， 讓他們能夠更獨立生活 ， 同時有助紓緩人手短缺 ， 以

減輕未來醫療和長期護理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 自報告1.0發
布至今 ， 樂齡科技的供應商和消費者數量均急劇增長 。 我
們希望是次研究能推動未來更深入的策略性規劃 ， 探索樂
齡科技產品及服務如何從供應方流向需求方 ， 並有助發展
一個更具規模 、 更妥善整合的樂齡科技生態 ， 從而讓長者
及殘疾人士得以有尊嚴地 、 舒適地在社區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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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  團結香港基金對24個缺陷的問卷調查結果

大幅惡化

0
(0%)

3
(7.5%)

0
(0%)

2 
(5%)

4
 (10%)

3
 (7.5%)

0
(0%)

0
(0%)

27
(67.5%)

26
(65%)

9
(22.5%)

5
(12.5%)

6
 (15%)

6
 (15%)

21
(52.5%)

27
(67.5%)

0
 (0%)

1
 (2.5%)

5
(12.5%)

8
 (20%)

1
 (2.5%)

2 
(5%)

2 
(5%)

0
 (0%)

1
(2.5%)

6
(15%)

6
(15%)

22
(55%)

3
(7.5%)

2
(5%)

1

5

輕微惡化 沒有轉變 輕微改善 不知道 / 
沒有意見大幅改善 最終得分

1.08

0.53

社會對樂齡科技重要性的意識不足 ， 大致認
為樂齡科技是長者醫療行業的一個附加產品
及奢侈品 。

政府及工商界就樂齡科技應用研究的資金投
入不足 。

缺陷

（ 一 ） 政府及整體情況

2
政府不願承受風險 ， 故傾向採用成熟的海外
技術 ， 而不採用本地新產品 ， 不利本地樂齡
科技科創行業發明新技術 。 

3
政府監管制度過時 ， 未有考慮樂齡科技的應
用 ， 例如缺乏法例的更新以便利樂齡科技的
使用及規管法律責任 。

4
退休保障不足以支持長者的退休生活 ， 
即使現時政府推行多個退休保障計劃 
  （ 如 ： 強積金 、 安老按揭計劃 、 終身年金計
劃等 ）， 對購買樂齡科技支援仍不足夠。

0.66

0.14

-0.05

（ 二 ） 應用研究階段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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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惡化 輕微惡化 沒有轉變 輕微改善 不知道 / 
沒有意見大幅改善 最終得分缺陷

（ 二 ） 應用研究階段

7
教資會(UGC) 評核大學的標準忽視技術
轉移及應用科研成果 ， 令學者偏重學術
出版 ， 不利樂齡科技產業化 。

0.09

-0.06

社會缺乏樂齡科技的研發人員 ， STEM學系
未能吸引成績最優異的學生入讀 ， 而STEM
學系的畢業生亦較少投入科創工作 。

6

（ 三 ） 原型開發階段

8 0.25大學授予大學衍生公司（spin-off）知識產權
需時過長 ， 難以促進樂齡科技技術轉移 。

9
樂齡科技初創企業在原型開發階段以致產品
改進階段往往面臨資金缺口的問題 ， 卻缺乏
政府的支援 ； 亦缺乏獲得指導的渠道及企業
間彼此交流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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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原型開發階段

（ 四 ） 改進階段

11
部分樂齡科技產品被歸類為醫療儀器 ， 企業
大多傾向向政府衞生署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
註冊 ， 但過程需時約8-12個月 ， 窒礙商品
化過程 。

-0.23
2 

(5%)
3

(7.5%)
20

(50%)
1

(2.5%)
0

(0%)
14

(35%)

12 0.50
樂齡科技產品設計過程缺乏使用者測試 ， 導
致產品并未充分位用戶需求設計 ； 不少長者
認為樂齡科技帶有生病和殘疾的負面形象 ，
令他們抗拒使用 。

13
安老院舍人手短缺 、 加上適應新的樂齡科技
需時 ， 這會短暫降低護理人員的工作效率 ，
令院舍抗拒參與新產品測試 ， 以致樂齡科技
產品的開發過程缺乏用戶意見 。

14
海外樂齡科技產品引進香港時面臨文化差異
的問題 ； 而且香港樂齡科技市場規模較小 ，
難以抵消產品本地化所需的高昂成本 ， 降低
企業引進產品的意欲 。

0.15

0.00

1
(2.5%)

2 
(5%)

2 
(5%)

2 
(5%)

13
(32.5%)

10
(25%)

1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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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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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
(47.5%)

15
(37.5%)

14
(35%)

2 
(5%)

4
(10%)

0
(0%)

2 
(5%)

1
(2.5%)

4
(10%)

10
本地初創企業擔心商業概念和知識產權被盜
竊 ， 令企業抗拒樂齡科技概念分享及與其他
企業相互合作 。

0.290
(0%)

6
(15%)

14
(35%)

14
(35%)

1
(2.5%)

5
(12.5%)

大幅惡化 輕微惡化 沒有轉變 輕微改善 不知道 / 
沒有意見大幅改善缺陷 最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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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樂齡科技市場

15 0.05本地市場規模有限 ， 限制了本地樂齡科
技企業的潛在盈利 。

16
樂齡科技產品沒有根據潛在買家的需求
和購買力劃分不同類別 ， 例如輪椅只有
機械式和電動式 ， 以及可否摺合的差異 ， 
對比嬰兒車款式卻應有盡有 。

17

18

企業出租樂齡科技產品面臨各種風險 ， 
例如企業若依法向無法負擔租賃服務的
貧窮長者收回出租產品 ， 或會損害公司
形象 ， 導致投資者亦不願投資出租市場 。

0.45

0.33

0.21

19
安老院舍申請資助採購產品的程序繁複和
費時 ， 令院舍更傾向聘請員工而非購買
樂齡科技 ， 以節省時間 。

0.35

生
產

商
消

費
者

20 0.47
長者傾向選擇熟悉的產品 ， 而他們普遍對
樂齡科技這種新技術的認識不多 ， 亦害怕
被人欺騙 ， 因此拒絕接受新科技產品 。

樂齡科技產品太昂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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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惡化 輕微惡化 沒有轉變 輕微改善 不知道 / 
沒有意見大幅改善缺陷 最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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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持份者之間的合作

21 0.45

0.45

大學與政府五所研究中心之間的合作不足 ，
未能把握共同推動樂齡科技技術開發和技術
轉移的機會 。
註 ： 政府五所研究中心包括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  香港

應用科技研究院  、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  納米及先進材
料研發院  。

22
政府五所研究中心和私營機構之間的合作不
足 ， 阻礙行業協助研究中心將樂齡科技產品
商品化 。

23 0.26
私營機構和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不足 ， 非
政府機構提供的安老服務 （ 包括樂齡科技供
給服務 ） 難以市場化 ， 未能吸引私營機構共
同參與 ， 導致可持續性不足 。

24
醫療部門和社區護理之間合作不足 ， 例如
社區的安老院舍有意使用自動配藥與包裝
系統 ， 但卻受制於醫療部門的藥物管理
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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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見大幅改善缺陷 最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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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10億港元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認可科技應用產品的參考清單 

樂齡科技產品類別

1. 醫療護理床及附屬用品

3. 防感染設備

5. 沐浴用品

9. 廁具

10. 心理動作能力訓練器材

11. 溝通輔助設備

7. 醫用清洗床/長椅

8. 特別餵食用具

2. 特別用途坐椅

4. 廚房設備

6. 個人護理用品

1.1 電動輪椅護理床

4.1 自動糊餐系統機器

8.1 輔助餵食機

1.3 翻身減壓氣墊床褥

5.1 便攜式洗頭器

9.1 自動如廁系統

1.5 有電動轉動 / 翻動 裝置的醫療護理床

5.3 可電動調較高度 / 傾斜度的淋浴床 / 台

9.3 座廁起立輔助器

11.1 眼動追蹤技術通信系統

2.2 多功能電動躺坐椅

7.1 全自動淋浴系統

10.2 模擬運動系統

11.3 聽障長者 / 人士適用的個人助聽器

1.2 醫療護理超低床

4.2 軟餐攪拌機

8.2 電子穩定手柄連食具配件

1.4 可調節背部和腿部位置的動力床墊

5.2 在床淋浴系统

9.2 智能廁板

2.1 電動可傾斜 / 可調較高度的便椅 / 淋浴椅

6.1 真空口腔潔淨器

10.1 互動腳踏單車

11.2 視障長者適用的輔助設備

3.1 消毒機械人

7.2 自動座式花灑裝置

10.3 心理動作能力訓練智能互動幕屏

11.4 導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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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科技產品類別

12. 位置轉移輔助器

14. 病人床邊監察系統

16. 近距離高頻無線通訊設備

18. 職業治療 / 物理治療 / 言語治療設備
評估及相關用品

13. 輪椅

15. 保安設備

17. 電腦軟件

12.1 機械轉移輔具

14.2 無線傳感床墊 / 床褥

- NFC 卡片

18.1 壓力評測系統

12.3 電動站立機

18.3 動力手臂

13.1 電動爬樓梯輪椅

18.5 超短距互動投影機

18.10 特殊設計站立訓練器材

13.3 電動站立式輪椅

18.8 智能手套

18.12 互動訓練系統

12.2 樓梯機

15.1 智能防遊走解決方案

- NFC 手帶

18.2 智能桌 / 智能投影機

12.4 電動移位機

17.1 智能管理資料系統，可用作 ：
- 記錄服務使用者活 動情況、健康狀況和醫療記錄 ；
- 管理藥物資料 ；
- 記錄個案管理 、 評估 、 服務計劃及使用者服務管理 ； 及
- 管理固定資產

18.4 多功能協調和敏捷性培訓儀

13.2 輪椅電動助推器 / 輔助推動輪

18.7 互動肌能訓練平台

18.14 提供步態 / 步行訓練的跑步機

18.11 虛擬現實復康設備

14.1 床邊感測監察系統

- NFC 卡片閱讀器

18.9 機械人輔助復康器材

18.13 垂直振動治療儀

16.1 NFC 記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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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社會福利署

樂齡科技產品類別

18.18 步態訓練用的視覺提示裝置

18.27 按摩 / 拍擊治療儀

20.2 早期篩查 ， 評估和監測睡眠障礙的裝置
20.1 身體成分分析儀

19.2 用作多感官治療的移動互動地面 / 牆壁投影機

18.20 認知評估及 / 或訓練之電腦系統

18.29 功能性電剌激儀器

20.4 手提式超聲波掃瞄儀

19.4 智能互動感官刺激及社會心理支援器材

18.23 虛擬實境康復訓練系統

21.2 高度可調 ， 並朝用戶移動櫥櫃

23.2 持續非觸式智能監控系統

18.17 主動 / 被動式手腳訓練器材

18.25 為有吞嚥功能障礙的患者提供生物反饋式的吞嚥功能訓練

22.2 有生物反饋的配帶式感應器

18.15 步態和步行訓練儀

18.19 智能拍痰背心

18.28 電腦化肌能評估及訓練系統

20.3 無線生命表徵檢測器

19.3 陪伴機械人

18.21 實時生物反饋認知或肌能訓練器材

19.1 多感官治療系統

21.1 電動調節瓷盆

18.24 訓練用的機械外骨骼

22.1 智能感應器

23.3 遠程科技平台

18.26 水療按摩床

23.1 智能復康系統

18.16 平衡訓練系統

18. 職業治療 / 物理治療 / 言語治療設備
評估及相關用品

21. 家居訓練器材

22. 智能感應器

23. 智能系統

20. 醫療設備及物料

19. 多感治療設備及相關用品



96

參考書目

1823.gov.hk. (2021). What are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of Disability Allowance? https://www.1823.gov.hk/en/faq/what-are-the-eligibility-criteria-
of-disability-allowance-what-is-the-amount-of-assistance-payable   

中国政府网. (2016, October 27).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60号.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6-10/27/content_5125001.htm  

中国政府网. (2019, November 26). 上海启动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试点 老年人等可享受政策补贴.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6/
content_5455845.htm 

中国政府网. (2020, July 10). 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银保监会 国务院扶贫办 中国残联 
国老龄办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  民发〔2020〕86号.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6/
content_5527260.htm 

动脉网-未来医疗服务平台. (2020, September 4). 居家适老化改造留出千亿级市场空间，重塑了谁的想象？ https://vcbeat.top/48155 

Active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 (2021). About Us. http://www.aal-europe.eu/about/ 

Active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 (2021). Market Observatory. http://www.aal-europe.eu/programme-actions/market-observatory/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2021).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Seeks AgeTech Applicants for Fall
2021 ATDC Venture Showcase. https://atdc.org/atdc-news/advanced-technology-development-center-seeks-agetech-applicants-
for-fall-2021-atdc-venture-showcase/ 

AGE-WELL. (2021). About AGE-WELL. https://agewell-nce.ca/about-age-well 

AGE-WELL. (2021). EPIC (Early Professionals, Inspired Careers). https://agewell-nce.ca/epic 

Borrell-Carrió, F., Suchman, A. L., & Epstein, R. M. (2004).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25 years later: principles,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inquiry.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2(6), 576–582. https://doi.org/10.1370/afm.245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 52.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
product/B1130201/att/B11302522013XXXXB0100.pd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4).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62: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hronic diseases.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1622014XXXXB0100.pd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8). Thematic Report: Older Persons.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
B1120105/att/B11201052016XXXXB0100.pd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6/content_5527260.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6/content_5527260.htm
https://vcbeat.top/48155
http://www.aal-europe.eu/about/
http://www.aal-europe.eu/programme-actions/market-observatory/
https://atdc.org/atdc-news/advanced-technology-development-center-seeks-agetech-applicants-for-fall-
https://atdc.org/atdc-news/advanced-technology-development-center-seeks-agetech-applicants-for-fall-
https://agewell-nce.ca/about-age-well
https://agewell-nce.ca/epic
https://doi.org/10.1370/afm.245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522013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522013XXXXB0100.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1622014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5/att/B11201052016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5/att/B11201052016XXXXB0100.pdf


97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 68.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
product/B1130201/att/B11302682019XXXXB0100.pd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0).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20-2069. https://www.censtatd.gov.hk/
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015/att/B1120015082020XXXXB0100.pd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Labour Forc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https://www.censtatd.gov.hk/en/scode200.html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April).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 73. https://www.censtatd.gov.hk/
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732021XXXXB0100.pdf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August 11). Population Estimates 2019-202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
web_table.html?id=1A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September 10). Population Estimates 2017-2020. https://www.censtatd.gov.hk/
en/web_table.html?id=3 

  
Centre for Aging + Brain Health Innovation. (2021). 2020-21 Annual Report. https://www.cabhi.com/wp-content/uploads/BAY-202-

CABHI-Annual-Report_Final.pdf 

Centre for Aging + Brain Health Innovation. (2021). About Us. https://www.cabhi.com/about-us/ 

Centre for Aging + Brain Health Innovation. (2021). Seniors Advisory Panel. https://www.cabhi.com/seniors-advisory-panel-members/ 

Chan, Barbara. (2021, March 8). Power Wheelchair Needs Assessment & Prescription Strategies. https://youtu.be/qT5YA6oi--8?t=16221 

China News. (2021, September 3). 多地积极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完善？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1/
09-03/9557358.shtml 

Chui, E. (2011). Long-Term Care Policy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H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Quarterly, 30(3),
119-132. https://doi.org/10.1080/01621424.2011.592413

Civil Service Bureau. (2021).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 設立公務員學院的進展. https://www.csb.gov.hk/tc_chi/
admin/training/files/LC_20210217_tc.pd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Service Support Centre. (2021, March 8). CRSSC Virtual Info Day 2021.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T5YA6oi--8&ab_channel=CRSSCHA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2021). Greater Bay Area – Overview. https://www.bayarea.gov.hk/en/about/overview.html 

Consumer Council. (2018, June). 長者醫療券 小心遭濫收費用.  https://www.consumer.org.hk/tc/article/500-4532#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682019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682019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015/att/B1120015082020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015/att/B1120015082020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scode200.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732021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732021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tml?id=1A
https://www.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tml?id=1A
https://www.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tml?id=3
https://www.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tml?id=3
https://www.cabhi.com/wp-content/uploads/BAY-202-CABHI-Annual-Report_Final.pdf
https://www.cabhi.com/wp-content/uploads/BAY-202-CABHI-Annual-Report_Final.pdf
https://www.cabhi.com/about-us/
https://www.cabhi.com/seniors-advisory-panel-members/
https://youtu.be/qT5YA6oi--8?t=16221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9-03/9557358.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9-03/9557358.shtml
https://doi.org/10.1080/01621424.2011.592413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training/files/LC_20210217_tc.pdf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training/files/LC_20210217_t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5YA6oi--8&ab_channel=CRSSCH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5YA6oi--8&ab_channel=CRSSCHA
https://www.bayarea.gov.hk/en/about/overview.html
https://www.consumer.org.hk/tc/article/500-4532#


98

Consumer Council. (2018, October 4). Risk or Opportunity – A Study on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https://www.consumer.org.hk/en/advocacy/study-report/ageing_consumers 

Department of Health. (2021). Elderly Health Care Voucher Scheme Background. https://www.hcv.gov.hk/en/hcvs/
background.html  

Department of Health. (2021). Elderly Health Service – Elderly Health Centres. https://www.elderly.gov.hk/english/contactus/
elderly_health_centres.html 

Elderly Commission. (2017).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me Plan.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en/download/
library/ESPP_Final_Report_Eng.pdf  

Employee Retraining Board. (2016). Practical Skills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Centre. https://www.erb.org/quality_assurance/
skills_assessments/practical_skills_training/en/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9). An Outline of the Topics in the Fourth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english/panels/ca/papers/ca20190121cb2-596-8-e.pdf 

European Innovation Partnership on Active and Healthy Ageing. (2021). Active &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 https://ec.europa.eu/eip/
ageing/funding/AAL_en.html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0). Primary C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rategy Document. https://www.fhb.gov.
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01231_primary_care/e_strategy_doc.pdf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1). District Health Centre – DHC Express. https://www.dhc.gov.hk/en/dhc_express_brief_introduction.html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1). District Health Centre –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https://www.dhc.gov.hk/en/dhc.html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21). District Health Centre – What is Primary Healthcare? https://www.dhc.gov.hk/en/what_is_primary_
healthcare.html 

Fozard, L.J., Rietsema, J., Herman B., Graafmans, J. A. M. (2000). Gerontechnology: creating enabling environments fo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g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6(4), 331-344.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00407820

García-Alonso, J., & Fonseca, C. (2020). Gerontechnology [electronic resourc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IWoG 2019,
Cáceres, Spain, September 4–5, 2019,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Gerontech and Innovation cum Summit. (2021). https://gies.hk/en 

Golden Age Foundation. (2016). Golden Age Expo & Summit Post Event Report. 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sites/default/files/
2021-05/GAES%202016%20Post%20Event%20Report.pdf 

https://www.consumer.org.hk/en/advocacy/study-report/ageing_consumers
https://www.hcv.gov.hk/en/hcvs/background.html
https://www.hcv.gov.hk/en/hcvs/background.html
https://www.elderly.gov.hk/english/contactus/elderly_health_centres.html
https://www.elderly.gov.hk/english/contactus/elderly_health_centres.html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en/download/library/ESPP_Final_Report_Eng.pdf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en/download/library/ESPP_Final_Report_Eng.pdf
https://www.erb.org/quality_assurance/skills_assessments/practical_skills_training/en/
https://www.erb.org/quality_assurance/skills_assessments/practical_skills_training/en/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english/panels/ca/papers/ca20190121cb2-596-8-e.pdf
https://ec.europa.eu/eip/ageing/funding/AAL_en.html
https://ec.europa.eu/eip/ageing/funding/AAL_en.html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01231_primary_care/e_strategy_doc.pdf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01231_primary_care/e_strategy_doc.pdf
https://www.dhc.gov.hk/en/dhc_express_brief_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dhc.gov.hk/en/dhc.html
https://www.dhc.gov.hk/en/what_is_primary_healthcare.html
https://www.dhc.gov.hk/en/what_is_primary_healthcare.html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00407820
https://gies.hk/en
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sites/default/files/2021-05/GAES%202016%20Post%20Event%20Report.pdf
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sites/default/files/2021-05/GAES%202016%20Post%20Event%20Report.pdf


99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2021).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ttps://www.hkag.org/courses

Hong Kong Building Rehabilitation Facilitation Services Limited. (2021). Building Maintenance Grant Scheme for Needy Owners.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individual-
owners/building-maintenance-grant-scheme

Hong Kong Building Rehabilitation Facilitation Services Limited. (2021). Mandatory Building Inspection Subsidy Scheme.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buildings/
mandatory-building-inspection-subsidy-schem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2014). Building Maintenance Grant Scheme for Elderly Owner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20093700/
http://www.hkhs.com/eng/business/pm_bmgs.asp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2020). Building Maintenance Grant Scheme for Elderly Owners. https://www.hkhs.com/en/our-business/
building-maintenanc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2021). Ageing-in-Place Scheme. https://www.hkhs.com/en/our-business/elderly-housing/ageing-in-plac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2021). Press Release: HKHS Gerontech Competition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to Put STEM Learning
into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Seniors. https://www.hkhs.com/en/media/press_release_detail/id/430

Hong Kong Pharmaceutical Care Foundation. (2021). About Us. http://www.pcfhk.org/en/servic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2021). GeronTech Cluster – Glink. https://www.hkpc.org/en/our-services/gerontech/gerontech-cluster 

Hong Kong Red Cross. (2017). Health Training. https://training.redcross.org.hk/tms/en/healthTraining.jspx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2020). The Greater Bay Area: A Senior Movement.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
NTEwOTEyMzkw 

Hospital Authority. (2021).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Service Support Centre. https://www3.ha.org.hk/
qeh/eng/healthcare-professionals/dept/crssc/index.htm 

Housing Authority. (2018). Memorandum for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s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Support of the “Ageing in Plac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common/pdf/about-
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HA8-18-EN.pdf

Housing Authority. (2021).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
physically-disabled/index.html

Housing Society Elderly Resources Centre. (2021). https://www.hkhselderly.com/erc/en/index.php

https://www.hkag.org/courses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individual-owners/building-maintenance-grant-scheme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individual-owners/building-maintenance-grant-scheme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buildings/mandatory-building-inspection-subsidy-scheme
https://brplatform.org.hk/en/subsidy-and-assistance/integrated-building-rehabilitation-assistance-scheme/schemes-for-buildings/mandatory-building-inspection-subsidy-schem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20093700/http://www.hkhs.com/eng/business/pm_bmgs.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20093700/http://www.hkhs.com/eng/business/pm_bmgs.asp
https://www.hkhs.com/en/our-business/building-maintenance
https://www.hkhs.com/en/our-business/building-maintenance
https://www.hkhs.com/en/our-business/elderly-housing/ageing-in-place
https://www.hkhs.com/en/media/press_release_detail/id/430
http://www.pcfhk.org/en/service
https://www.hkpc.org/en/our-services/gerontech/gerontech-cluster
https://training.redcross.org.hk/tms/en/healthTraining.jspx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NTEwOTEyMzkw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NTEwOTEyMzkw
https://www3.ha.org.hk/qeh/eng/healthcare-professionals/dept/crssc/index.htm
https://www3.ha.org.hk/qeh/eng/healthcare-professionals/dept/crssc/index.htm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HA8-18-EN.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HA8-18-EN.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physically-disabled/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en/public-housing/meeting-special-needs/physically-disabled/index.html
https://www.hkhselderly.com/erc/en/index.php


100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2021). List of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nd Trusts of a Public Character, which are Exempt from Tax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as at 31 August 2021. https://www.ird.gov.hk/eng/pdf/s88list_emb.pdf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2021). Tax Guide for Charitable Institutes and Trusts of a Public Character. https://www.ird.gov.hk/
eng/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Better Living. (2021). Approved Projects –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Better Living
(FBL). https://fbl.itb.gov.hk/ApprovedProject/ListApprovedProjec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Better Living. (2021). https://fbl.itb.gov.hk/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2021). Project Search. 
https:/www.itf.gov.hk/en/project-search/search-result/index.html?isAdvSearch=1&Page=1&Programmes=TSSSU&
ReferenceNo=/HKU/&SortBy=LeadApp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2021). Technology Start-up Support Scheme for 
Universities. https://www.itf.gov.hk/en/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start-ups/tsssu/index.html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2018). Assistive Device Revolution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Older Adults in Japan. 
http://www.ilcjapan.org/studyE/doc/2018_1.pdf

InvestHK. (2021). About InvestHK. https://www.investhk.gov.hk/en/about-investhk.html 

InvestHK. (2021). Industries. https://www.investhk.gov.hk/en/industries.html 

Jockey Club. (2021). age at home. https://ageathome.hk/en/ 

Jockey Club. (2021). Service Overview. https://ageathome.hk/en/education-overview/ 

Kwai Tsing District Health Centre. (2021). Community Service of Kwai Tsing District.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_resources
providers 

Kwai Tsing District Health Centre. (2021).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of Kwai Tsing District.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
resources/rehabilitation_items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6). Hong Kong: The Facts – Rehabilitation. https://www.lwb.gov.hk/en/factsheet/HKFS_
rehabilitation.html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20). 樂齡科技應對未來挑戰.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01112020.html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 February 16). Subcommittee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Services Schemes:
Issues Relating to Community Support and Care Service.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english/panels/ws/ws_fdes/papers/
ws_fdes20160216cb2-855-1-e.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s88list_emb.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fbl.itb.gov.hk/ApprovedProject/ListApprovedProject
https://fbl.itb.gov.hk/
https://www.itf.gov.hk/en/project-search/search-result/index.html?isAdvSearch=1&Page=1&Programmes=TSSSU&%20ReferenceNo=/HKU/&SortBy=LeadApp
https://www.itf.gov.hk/en/project-search/search-result/index.html?isAdvSearch=1&Page=1&Programmes=TSSSU&%20ReferenceNo=/HKU/&SortBy=LeadApp
https://www.itf.gov.hk/en/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start-ups/tsssu/index.html
http://www.ilcjapan.org/studyE/doc/2018_1.pdf
https://www.investhk.gov.hk/en/about-investhk.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en/industries.html
https://ageathome.hk/en/
https://ageathome.hk/en/education-overview/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_resourcesproviders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_resourcesproviders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resources/rehabilitation_items
https://kwtdhc.org.hk/en/communityresources/rehabilitation_items
https://www.lwb.gov.hk/en/factsheet/HKFS_rehabilitation.html
https://www.lwb.gov.hk/en/factsheet/HKFS_rehabilitation.html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01112020.html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english/panels/ws/ws_fdes/papers/ws_fdes20160216cb2-855-1-e.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english/panels/ws/ws_fdes/papers/ws_fdes20160216cb2-855-1-e.pdf


101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 November 14).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legco.gov.hk/
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essentials-1617ise05-social-enterprises-in-hong-kong-and-the-united-kingdom.htm 

Legislative Council. (2017).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eng/policy.html   

Legislative Council. (2020, February 26). The 2020-21 Budget – Caring Society. https://www.budget.gov.hk/2020/eng/budget29.html 

Legislative Council. (2020, March 9). Policy support to carers in selected places.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
english/1920rt07-policy-support-to-carers-in-selected-places-20200309-e.pdf 

Legislative Council. (2020, November 29). Cap. 459 Residential Care Homes (Elderly Persons) Ordinance.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59 

Legislative Council. (2021, January 1). Cap. 613 Residential Care Home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dinance.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13 

Legislative Council. (2021, May 27). Application of gerontechnology in Hong Kong.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english/panels/
ws/ws_sac/papers/ws_sac20210531cb2-1109-3-e.pdf 

Legislative Council. (2021, October 6).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eng/policy.html 

Legislative Council. (2021, October 6).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Supplement – Caring Society. https://www.policyaddress.
gov.hk/2021/eng/pdf/supplement_8.pdf 

Lingnan University. (2019). LU holds Gerontech Carnival to promote gerontechnology and smart ageing. https://www.ln.edu.hk/
gerontechnology/20191019/gerontech-carnival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https://www.ln.edu.hk/f/upload/60868/bss2021.pdf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Hong Kong Citizens’ Awareness and Attitude towards “Gerontechnology”. https://www.ln.edu.hk/apias/
gerontechnology/file/GIES2019%20survey%20result%20(Eng%20Version).pdf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LU Jockey Club Gerontechnology and Smart Ageing Project.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en/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LU Jockey Club Gerontech-X Lab.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en/xlab.html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Masters of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Management. https://www.ln.edu.hk/sgs/mhsm/
course-description.php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techstars_StartupWeekend.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startupweekend2021/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essentials-1617ise05-social-enterprises-in-hong-kong-and-the-united-kingdom.htm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essentials-1617ise05-social-enterprises-in-hong-kong-and-the-united-kingdom.htm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eng/policy.html
https://www.budget.gov.hk/2020/eng/budget29.html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920rt07-policy-support-to-carers-in-selected-places-20200309-e.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920rt07-policy-support-to-carers-in-selected-places-20200309-e.pdf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59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1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english/panels/ws/ws_sac/papers/ws_sac20210531cb2-1109-3-e.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english/panels/ws/ws_sac/papers/ws_sac20210531cb2-1109-3-e.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eng/policy.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eng/pdf/supplement_8.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eng/pdf/supplement_8.pdf
https://www.ln.edu.hk/gerontechnology/20191019/gerontech-carnival
https://www.ln.edu.hk/gerontechnology/20191019/gerontech-carnival
https://www.ln.edu.hk/f/upload/60868/bss2021.pdf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file/GIES2019%20survey%20result%20(Eng%20Version).pdf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file/GIES2019%20survey%20result%20(Eng%20Version).pdf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en/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en/xlab.html
https://www.ln.edu.hk/sgs/mhsm/course-description.php
https://www.ln.edu.hk/sgs/mhsm/course-description.php
https://www.ln.edu.hk/apias/gerontechnology/startupweekend2021/


102

Lingnan University. (2021, March 1). User-centric Gerontech makes a difference. https://ln.edu.hk/gerontechnology/20210301/
user-centric-gerontech-makes-a-difference 

Liu, Z., Heffernan, C., & Tan, J. (2020). Caregiver burden: A concep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s, 7(4), 
438–445. https://doi.org/10.1016/j.ijnss.2020.07.012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ultiTech R&D Centre. (2019). LSCM revealed its strength in Gerontechnology and Smart Living 
Technology in its 5th Roadshow.  https://www.lscm.hk/pages/files/link/enews201904/enews_1.html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0). Assistive Technology Fund. https://www.msf.gov.sg/assistance/Pages/
Assistive-Technology-Fund-ATF.aspx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202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的
通知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xxgk/fgwj/gzwj/gzwjzh/20201020145834142.html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2021). Long-Term Care Resources and Utilisation. 
https://stats.oecd.org/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6). An Investment for the Celebration of Aging.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
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20161206_Aging_eng.pdf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8). Fit for Purpose: A Health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
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research_report_digital_1201.pdf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7, June). Gerontechnology Landscape Report.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ebook/HC_NEW/
Gerontechnology_Landscape_Report_20170612/healthtech_eng_cover_ss/index.html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7, November). Financial Innovation for Social Impacts: An advocacy report on Pay-for-Success.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urHK_purple3_Eng_01112017_C.pdf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0). Building the Technology Bridge for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Developing an Innovation Hub of the 
Future.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20200904_TTR_EN.pdf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1). Greater Bay Area Opportunities: Survey and Analytical Observations.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GBA_Base_doc_FINAL_ENG_Compiled_cover.pdf 

Planning Department. (2021).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Chapter 3 (Community Facilities). https://www.pland.
gov.hk/pland_en/tech_doc/hkpsg/full/pdf/ch3.pdf 

Project Futurus. (2020). Our studio. https://www.theprojectfuturus.com/product-showcase 

Senior Citizen Home Safety Association. (2019). Smart Home for Seniors Pilot Programme. https://www.schsa.org.hk/en/services/
smart_home/index.html 

https://ln.edu.hk/gerontechnology/20210301/user-centric-gerontech-makes-a-difference
https://ln.edu.hk/gerontechnology/20210301/user-centric-gerontech-makes-a-difference
https://doi.org/10.1016/j.ijnss.2020.07.012
https://www.lscm.hk/pages/files/link/enews201904/enews_1.html
https://www.msf.gov.sg/assistance/Pages/Assistive-Technology-Fund-ATF.aspx
https://www.msf.gov.sg/assistance/Pages/Assistive-Technology-Fund-ATF.aspx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xxgk/fgwj/gzwj/gzwjzh/20201020145834142.html
https://stats.oecd.org/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20161206_Aging_eng.pdf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20161206_Aging_eng.pdf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research_report_digital_1201.pdf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hkf_research_report_digital_1201.pdf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ebook/HC_NEW/Gerontechnology_Landscape_Report_20170612/healthtech_eng_cover_ss/index.html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ebook/HC_NEW/Gerontechnology_Landscape_Report_20170612/healthtech_eng_cover_ss/index.html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urHK_purple3_Eng_01112017_C.pdf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20200904_TTR_EN.pdf
https://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GBA_Base_doc_FINAL_ENG_Compiled_cover.pdf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tech_doc/hkpsg/full/pdf/ch3.pdf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tech_doc/hkpsg/full/pdf/ch3.pdf
https://www.theprojectfuturus.com/product-showcase
https://www.schsa.org.hk/en/services/smart_home/index.html
https://www.schsa.org.hk/en/services/smart_home/index.html


103

Sham Shui Po District Health Centre. (2021). 復康用品. https://www.sspdhc.org.hk/resource/health-supplies 

Sham Shui Po District Health Centre. (2021). 服務機構名單. https://www.sspdhc.org.hk/resource/serviceOrg-menu 

Shum, MHH & Chan, KLM. (2019).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service For Non-communicable Patients. https://haconvention2019.
dryfta.com/abstract-archive/abstract/public/684/breakthrough-technology-service-for-non-communicable-patients 

SIE Fund. (2017). Promoting Gerontechnology & Innovation in Hong Kong.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engagement_
activity_post-event_report_2017.pdf

SIE Fund. (2018). Key Suggestions for the Scope and Design of the Gerontechnology Platform.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
Summary%20of%20Views%20of%20the%20Stakeholder%20Engagement%20Programme.pdf 

SIE Fund. (2021). Gerontechnology Platform in Hong Kong. https://www.sie.gov.hk/en/what-we-do/gerontech.page 

SIE Fund. (2021). Gerontechnology Platform. https://www.sie.gov.hk/sie/en/what-we-do/capacity-building/gerontech_platform.page 

SIE Fund. (2021). Piloting Pay-for-Success in Hong Kong. https://www.sie.gov.hk/en/what-we-do/pay-for-success.page 

Social Welfare Bureau. (2017). 長者家居安全評估及設備資助計劃. https://www.ias.gov.mo/ch/archives/advisory-comment/%E9%95%B7
%E8%80%85%E5%AE%B6%E5%B1%85%E5%AE%89%E5%85%A8%E8%A9%95%E4%BC%B0%E5%8F%8A%E8%A8%
AD%E5%82%99%E8%B3%87%E5%8A%A9%E8%A8%88%E5%8A%83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8). Notional Staffing Establishment –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https://www.swd.gov.hk/storage/
asset/section/2913/en/NSEs_(NEC)_(1.10.2018).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9). Notional Staffing Establishment –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https://www.swd.gov.hk/
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DECC)_(as_at_1.2.2019).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0). Notional Staffing Establishment – Day Care Centre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swd.gov.hk/storage/
asset/section/2913/en/NSEs_(60_places_DE)_(28.8.2020).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Carer Support Servic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
id_carersuppo/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Application in Elderly and Rehabilitation Care Manual.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en/I&T_Fund_Manual_Sep_2021.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Application in Elderly and Rehabilitation Care (I&T Fund) 
Reference list of Recognis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ducts (Reference list).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
en/Reference_List_(Sep_2021).pdf  

https://www.sspdhc.org.hk/resource/health-supplies
https://www.sspdhc.org.hk/resource/serviceOrg-menu
https://haconvention2019.dryfta.com/abstract-archive/abstract/public/684/breakthrough-technology-se
https://haconvention2019.dryfta.com/abstract-archive/abstract/public/684/breakthrough-technology-se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engagement_activity_post-event_report_2017.pdf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engagement_activity_post-event_report_2017.pdf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Summary%20of%20Views%20of%20the%20Stakeholder%20Engagement%20Programme.pdf
https://www.sie.gov.hk/html/sie/en/doc/Summary%20of%20Views%20of%20the%20Stakeholder%20Engagement%20Programme.pdf
https://www.sie.gov.hk/en/what-we-do/gerontech.page
https://www.sie.gov.hk/sie/en/what-we-do/capacity-building/gerontech_platform.page
https://www.sie.gov.hk/en/what-we-do/pay-for-success.page
https://www.ias.gov.mo/ch/archives/advisory-comment/%E9%95%B7%E8%80%85%E5%AE%B6%E5%B1%85%E5%AE%89%E5%85%A8%E8%A9%95%E4%BC%B0%E5%8F%8A%E8%A8%AD%E5%82%99%E8%B3%87%E5%8A%A9%E8%A8%88%E5%8A%83
https://www.ias.gov.mo/ch/archives/advisory-comment/%E9%95%B7%E8%80%85%E5%AE%B6%E5%B1%85%E5%AE%89%E5%85%A8%E8%A9%95%E4%BC%B0%E5%8F%8A%E8%A8%AD%E5%82%99%E8%B3%87%E5%8A%A9%E8%A8%88%E5%8A%83
https://www.ias.gov.mo/ch/archives/advisory-comment/%E9%95%B7%E8%80%85%E5%AE%B6%E5%B1%85%E5%AE%89%E5%85%A8%E8%A9%95%E4%BC%B0%E5%8F%8A%E8%A8%AD%E5%82%99%E8%B3%87%E5%8A%A9%E8%A8%88%E5%8A%83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NEC)_(1.10.2018).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NEC)_(1.10.2018).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DECC)_(as_at_1.2.2019).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DECC)_(as_at_1.2.2019).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60_places_DE)_(28.8.2020).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13/en/NSEs_(60_places_DE)_(28.8.2020).pdf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en/I&T_Fund_Manual_Sep_2021.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en/Reference_List_(Sep_2021).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en/Reference_List_(Sep_2021).pdf


104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Pilot Scheme on Living Allowance for Carers of Elderly Persons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Phase IV.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pc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Scheme in Guangdong.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
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guangdo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Standardised Care Need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Elderly Services. https://www.swd.gov.hk/
storage/asset/section/603/en/SCNAMES_Pamphlet___June_2021(eng).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 (Elderly Services).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ngo/
page_projectpla/sub_elderlyse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February 17). List of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s.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
section/611/List_of_DECC.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April 1). Household Monthly Income and Six Categories of Co-payment for the Third Phase of the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733/en/Co-
payment/CCSV_Co-payment_Table_2021-22_price_level_(English)_w.e.f._1.4.2021_W3C_proceeded.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May 11). List of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s.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3/
List_of_NEC.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June 30). List of Subvented, Self-financing and Contract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Providing Subsidised Places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3/en/6.List_of_RCHEs_Providing_
Subsidised_Places_for_the_Elderly_Q(30.6.21).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July 9). List of Recognised Service Providers (RSPs) under the Pilot Scheme on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05/en/List_of_157_RSPs_for_the_Pilot_Scheme_
on_RCSV__(as_at_9_July_2021)__english.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August 2). List of Day Care Centres/Units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
section/616/en/List_of_DE_DCU_(2_Aug_2021)_with_EHS_w3c.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August 16). Navigation Scheme for Young Persons in Care Services.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NSYPCC/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August 31). List of Private Homes for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Enhanced Bought Place Scheme.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3/en/ListofEBPS_20210831.pd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September 28).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SA) Schem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
pubsvc/page_socsecu/sub_ssallowanc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pca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guangdong/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guangdong/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3/en/SCNAMES_Pamphlet___June_2021(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3/en/SCNAMES_Pamphlet___June_2021(eng).pdf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ngo/page_projectpla/sub_elderlyser/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ngo/page_projectpla/sub_elderlyser/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1/List_of_DEC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1/List_of_DEC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733/en/Co-payment/CCSV_Co-payment_Table_2021-22_price_level_(English)_w.e.f._1.4.2021_W3C_proceeded.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733/en/Co-payment/CCSV_Co-payment_Table_2021-22_price_level_(English)_w.e.f._1.4.2021_W3C_proceeded.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3/List_of_NE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3/List_of_NE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3/en/6.List_of_RCHEs_Providing_Subsidised_Places_for_the_Elderly_Q(30.6.21).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3/en/6.List_of_RCHEs_Providing_Subsidised_Places_for_the_Elderly_Q(30.6.21).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05/en/List_of_157_RSPs_for_the_Pilot_Scheme_on_RCSV__(as_at_9_July_2021)__english.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05/en/List_of_157_RSPs_for_the_Pilot_Scheme_on_RCSV__(as_at_9_July_2021)__english.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6/en/List_of_DE_DCU_(2_Aug_2021)_with_EHS_w3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6/en/List_of_DE_DCU_(2_Aug_2021)_with_EHS_w3c.pdf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NSYPCC/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3/en/ListofEBPS_20210831.pdf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sallowanc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sallowance/


105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September 30). Third Phase of the Pilot Scheme on Community Care Service Voucher for the 
Elderly (Pilot Schem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psccsv/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 October 4).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for Application in Elderly and Rehabilitation Care.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itfund/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2018, September 23). 基層長者醫療券使用狀況調查. https://soco.org.hk/wp-content/
uploads/2014/10/survey_2018_9_23.pdf

Stanford University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2016). Start-Up Guide.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documents/
office-technology-licensing-otl-start-guide-march-2016/download

StartmeupHK. (2021). About StartmeupHK. https://www.startmeup.hk/about-us/about-smu/ 

StartmeupHK. (2021). Hong Kong’s Startup Ecosystem. https://www.startmeup.hk/about-us/hong-kongs-startup-ecosystem/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Council. (2021).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Board. https://www.smp-council.org.hk/
ot/en/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Council. (2021). Physiotherapists Board. https://www.smp-council.org.hk/pt/en/
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SWD Elderly Information Website. (2021).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https://www.elderlyinfo.swd.gov.hk/
en/search-result 

Tel Aviv Foundation. (2021).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for the growing ageing population. https://telavivfoundation.org/initiatives/
cutting-edge-social-finance-to-reduce-loneliness-social-isolation-for-the-elderly/ 

The Association of Technical Aids. (2021). Welfare Equipment Planner Information. https://www6.techno-aids.or.jp/html/
planner.html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Press Releases. (2019, May 15). LCQ15: Carrying out alteration 
works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flat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15/P2019051500379.htm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Press Releases. (2019, September 24). First District Health Centre 
officially opens in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9/24/P2019092400717.htm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Press Releases. (2020). LCQ20: Pilot schemes on elderly care 
service voucher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08/P2020010800383.htm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Press Releases. (2021). LCQ16: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https://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533.htm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psccsv/
https://www.swd.gov.hk/en/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itfund/
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0/survey_2018_9_23.pdf
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0/survey_2018_9_23.pdf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documents/office-technology-licensing-otl-start-guide-march-2016/download
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documents/office-technology-licensing-otl-start-guide-march-2016/download
https://www.startmeup.hk/about-us/about-smu/
https://www.startmeup.hk/about-us/hong-kongs-startup-ecosystem/
https://www.smp-council.org.hk/ot/en/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https://www.smp-council.org.hk/ot/en/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https://www.smp-council.org.hk/pt/en/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https://www.smp-council.org.hk/pt/en/content.php?page=reg_quareg
https://www.elderlyinfo.swd.gov.hk/en/search-result
https://www.elderlyinfo.swd.gov.hk/en/search-result
https://telavivfoundation.org/initiatives/cutting-edge-social-finance-to-reduce-loneliness-social-i
https://telavivfoundation.org/initiatives/cutting-edge-social-finance-to-reduce-loneliness-social-i
https://www6.techno-aids.or.jp/html/planner.html
https://www6.techno-aids.or.jp/html/planner.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15/P2019051500379.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9/24/P201909240071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08/P202001080038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53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533.htm


106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18). 樂齡科技與創新－地區巡迴展覽. https://www.hkcss.org.
hk/%E6%A8%82%E9%BD%A1%E7%A7%91%E6%8A%80%E8%88%87%E5%89%B5%E6%96%B0%EF%BC%8D%E5%9
C%B0%E5%8D%80%E5%B7%A1%E8%BF%B4%E5%B1%95%E8%A6%BD/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20, February).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n Stair Climber Service for Tong Laus in 
Hong Kong. https://www.hkcs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03/SIA-on-Stair-Climber_Report_final.pd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20, April).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交之周年建議書. https://www.hkcss.org.hk/
wp-content/uploads/2021/04/Annual-Submission_2020_final.pd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21). Gerontechnology Platform. https://gtplatform.hk/en/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021). Social enterprises. https://partnership.hkfyg.org.hk/en/partnering-us/
social-enterpris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21). Jockey Club Smart Ageing Hub. https://www.polyu.edu.hk/Ageing/en/index.php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20).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Schem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ttps://www.polyu.edu.hk/bme/study/undergraduate-programme/admissions/list-of-subjects-and-subject-description-forms/
?sc_lang=e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Guidelines for the HKUST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https://rdc.hkust.edu.hk/guidelines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Experiences of China,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https://www.unescap.org/kp/2021/
leveraging-technology-mipaa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2021). Knowledge Transfer. https://www.ugc.edu.hk/eng/ugc/activity/knowledge.html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2020). URA enhances three subsidy schemes on building rehabilitation. https://www.ura.org.hk/en/media/
press-release/20200630

World Bank. (2021). GDP (current US$) –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
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Ageing: Healthy ageing and functional ability.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
news/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Yu, Jason. (2021). Tailor-made design in Assistive Devices & Technology. https://youtu.be/qT5YA6oi--8?t=19789 

https://www.hkcss.org.hk/%E6%A8%82%E9%BD%A1%E7%A7%91%E6%8A%80%E8%88%87%E5%89%B5%E6%96%B0%EF%BC%8D%E5%9C%B0%E5%8D%80%E5%B7%A1%E8%BF%B4%E5%B1%95%E8%A6%BD/
https://www.hkcss.org.hk/%E6%A8%82%E9%BD%A1%E7%A7%91%E6%8A%80%E8%88%87%E5%89%B5%E6%96%B0%EF%BC%8D%E5%9C%B0%E5%8D%80%E5%B7%A1%E8%BF%B4%E5%B1%95%E8%A6%BD/
https://www.hkcss.org.hk/%E6%A8%82%E9%BD%A1%E7%A7%91%E6%8A%80%E8%88%87%E5%89%B5%E6%96%B0%EF%BC%8D%E5%9C%B0%E5%8D%80%E5%B7%A1%E8%BF%B4%E5%B1%95%E8%A6%BD/
https://www.hkcs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03/SIA-on-Stair-Climber_Report_final.pdf
https://www.hkcs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4/Annual-Submission_2020_final.pdf
https://www.hkcs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4/Annual-Submission_2020_final.pdf
https://gtplatform.hk/en/
https://partnership.hkfyg.org.hk/en/partnering-us/social-enterprises/
https://partnership.hkfyg.org.hk/en/partnering-us/social-enterprises/
https://www.polyu.edu.hk/Ageing/en/index.php
https://www.polyu.edu.hk/bme/study/undergraduate-programme/admissions/list-of-subjects-and-subject-description-forms/%20/?sc_lang=en
https://www.polyu.edu.hk/bme/study/undergraduate-programme/admissions/list-of-subjects-and-subject-description-forms/%20/?sc_lang=en
https://rdc.hkust.edu.hk/guidelines
https://www.unescap.org/kp/2021/leveraging-technology-mipaa
https://www.unescap.org/kp/2021/leveraging-technology-mipaa
https://www.ugc.edu.hk/eng/ugc/activity/knowledge.html
https://www.ura.org.hk/en/media/press-release/20200630
https://www.ura.org.hk/en/media/press-release/2020063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news/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news/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https://youtu.be/qT5YA6oi--8?t=19789


107

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先生對是次研究的
鼓勵和支持 ， 並謹向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女士致以
謝忱 ， 全賴她的支持 ， 本報告才得以順利完成 。

團結香港基金感謝與我們分享專業知識和真知灼見的每一
位持份者 （ 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 ） ， 他們的寶貴意見給予
本研究極大的幫助 。 

我們要特別感謝樂齡科技平台 、 其協作伙伴以及其協創機
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為我們提供了關鍵的意見 ， 並幫助
我們聯繫與樂齡科技相關的重要持份者 。

此報告並不代表持份者的立場 。

主要顧問

林正財醫生, SBS, JP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持份者

區淑玲女士
東華三院賽馬會藝精藝博宿舍主任

翟妙思女士
東華三院莫黃鳳義安老院主任 （ 註冊社工 ）

Funded by 撥款資助

www.sie.gov.hk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 社創基金 ) 期望成為推動本港社會創新發展
的催化劑 ， 透過與商界 、 非政府機構 、 學術界及慈善機構等界別合作 ， 
以創新的方案解決貧窮和社會孤立問題 ， 提升市民福祉 ， 加強社會凝聚
力 。 基金為有抱負的人士及機構提供資源進行研究 、 提升能力 ， 以及支
持不同發展階段的創新項目 ， 包括協助醞釀新意念 、 向原型及初創提供
實踐種子資金 ， 以及協助項目擴大營運規模 ， 部份工作通過基金委聘的
協創機構推展 。 基金長遠目標是發展社會創新生態系統 ， 令社會創業家
茁壯成長 ， 有能者得以發揮所長 ， 透過他們的創新意念 、 產品及服務 ， 
有效應對社會需要 。



108

陳淑儀女士
信興集團信興科技公司市務及業務統籌處助理總經理

陳文宜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陳勇舟先生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秘書長

陳翠琼博士
何張淑婉慈善基金項目總監

陳梓珊女士
新生精神康復會社會工作主任 ( 住宿服務 )

陳玉瑩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項目總監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張美儀女士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教育主任

張懿德教授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張展興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項目經理

蔣秀珠女士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總監

蔡朗希先生
香港紅十字會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鄒詠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鍾永明先生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營運總監

鍾立賢先生
信興集團信興科技公司第二營業統籌處總經理

鄧曉琳女士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項目規劃管理部部門主任

方浩欣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項目總監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何宗慈女士
利希慎基金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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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耿華教授
嶺南大學研究生部及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黃可兒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金楠顥先生
步固首席執行長

關韵唐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高級經理 （ 惠施•捐獻文化 ）

郭子正先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營運總監

林頌明先生
信興集團信興科技公司第二營業統籌處高級經理

林小軒先生
智活研發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林兆萍女士
香港科技園公司經理 （ 健康老齡化平台 ）

林滙霆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高級顧問

劉德宏先生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高級職業治療師 （ 持續照顧及健康服務 ）

羅凱寧女士
文化村董事總經理

羅文菁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智齡匯助理項目經理

李敏生先生
步固業務發展副總裁

李凱珊女士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助理經理

李錦雄先生
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項目總監

梁浩哲先生
天高創建有限公司市場傳訊主管

李婷潔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李溪楠女士
步固營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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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浩然先生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

廖沃民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經理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盧惠敏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企業商務中心副主管

盧泳璇女士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項目主任

麥潤芸女士
扶康會副總幹事

吳家雯博士
香港房屋協會總經理 （ 長者服務組 ）

吳福強先生
信興集團信興科技公司董事總經理

吳銘霖先生
科聯網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

吳倩華博士
伊利沙伯醫院醫院管理局社區復康中心主管

潘志健博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總經理

蕭珮而女士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項目經理

蘇卓蓮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服務隊中心主任

（ 雲漢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

蘇梅玲女士
擇善基金會行政總監

施品正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經理 （ 長者服務組 ）

司徒嘉穎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企業商務中心程序幹事

譚德恩女士
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辦公室助理經理

鄧健華博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樂齡科技資深顧問

陶邵揚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



111

唐世豪先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業務發展助理總監

王玉芬女士
凱瑟克基金行政總監

黃嘉琪女士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教育主任

黃卓瑩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 （ 長者創新及科技 ）

黃禮財先生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服務總監

黃廣揚先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行政總裁

游健玲女士
香港房屋協會高級經理 （ 長者服務組 ）

楊敏賢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一級職業治療師

葉永豐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 ， 智能電子高級顧問

葉潔玲女士
松下生活 （ 香港 ） 有限公司市場拓展部經理

余卓禮先生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藥劑師

袁漢林先生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部門高級經理 （ 復康服務 ）

鄭永平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智齡匯總監

此外 ， 我們也感謝黃子謙 、 柯勛耀 、 梁逸然 、 趙樺傑 、 林玥彤及陸柏賢對本研究所作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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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 是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於2014年11月創立 ， 並
擔任主席的非政府 、 非牟利機構 。 基金會矢志匯聚新思維和新視野 ， 
在 「 一國兩制 」 的基礎上 ， 為香港的繁榮安定與持續發展作出新的
貢獻 。 為實現全方位開拓 ， 基金會先後設立公共政策研究院 、 中華
學社 、 科技創新平台 、 商社聚賢平台 、 中國文化研究院和香港地方志
中心 ， 思行並進 ， 以貫徹使命 。

作者
黃元山
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副總裁兼公共研究院院長

水志偉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總監及經濟發展研究主管

陳寧生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Maira Qamar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曾文軒
團結香港基金
助理研究員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參考 ， 報告內容並不構成對任何經濟體或行業資訊的分析 。 本報告的資料出自多個 
可靠來源 ， 但團結香港基金或任何相關機構均不會就相關資料的完整性或準確性作出任何申述 。 
本報告內之所有預測 、 意見或建議僅反映團結香港基金截至發布日為止的分析和判斷 。 團結香
港基金將不會就任何因使用該報告而引起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任何合約均不應基
於本報告的內容而簽訂 。

如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 ， 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

關注團結香港基金

Facebook
( 團結香港基金 )

Facebook
( 政策‧正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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