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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 Q 嘜】安老院自願認證計劃將推行  

私營院舍質素就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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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長者的定義是 60 歲還是 65 歲，當他們無法自理又缺乏親人照顧時，入住

安老院幾為最後歸宿。安老院舍本屬以人為本的服務，但在資助宿位嚴重不足

下，承擔本港主要院舍安老功能、以基層長者為主要對象的私營院舍，即使環

境差服務劣，仍能在扭曲了的市場上「唔憂做」。政府為改善此情況，今年首

季將推出五年計劃，首次資助全港私院參加自願質素認證計劃。資助計劃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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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提升服務質素的目標，讓一眾基層長者不再居於「生存之上、生活以下」

的私營安老院？  

未來廿年的香港「三人行必有一老」，當長者日漸衰弱或大病初癒，家居條件難

以滿足長期護理要求時，無可避免要考慮入住安老院。由於輪候津助安老院宿位

的時間漫長，為求盡快讓老人家入住宿位，家屬唯有轉求私營安老院。但是，私

營院舍質素參差，於是所有問題就由「如何選擇好的私院」開始。  

個別私營院舍服務未如理想，小則對待老人態度不佳，大則照顧程序紊亂等，令

人難以放心；卻礙於輪得資助宿位遙遙無期，加上預算所限及難以親力親為照顧，

唯有繼續忍受。再望老人家，雖然定時每日三餐按點作息，但卻失去生氣，只懂

目光呆滯盯着電視，日復一日……以上情景，可能「是他也是你和我」。私營院

舍市場可謂百貨應百客，當部分私院的主要客源為輪不到津院宿位的基層長者時，

便未必能滿足院友最低要求以外的需要。但安老並非一盤簡單買賣，服務質素豈

可單純「將貨就價」？  



 

當部份入住私營院舍的院友是領取綜援的長者時，服務質素便無可避免與經濟能力掛鉤，違反院舍安老服

務以人為本的本意。（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私院質素管理成界外區域  

本港的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模式主要分為資助及非資助兩種。資助安老院包括由政

府資助、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津助安老院」，「合約安老院」則由政府興建、非

政府 /私營機構競投營運；以及參與了政府「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沒有資

助的安老院除了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自負盈虧院舍」外，主要便是沒有參與買

位的私院。截至去年 9 月，這類沒有參與買位的私院佔全部安老宿位的 56%，當

中不乏基層長者以綜援金入住的「蚊型私院」。  

 



相比起私院，津助院舍普遍具有人手足、地方大的優勢，故為長者輪候宿位炙手可熱之選。（資料圖片／

李澤彤攝）  

各類院舍營運模式不同，在監察安老院舍服務質素的把關上差異甚大。以津助院

舍為例，因為營運機構受政府整筆過撥款資助的緣故，不僅需要跟從社會福利署

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來達到質素標準及員工培訓，而且機構自身具備依一系列

指引建立的系統化管理，並需定期受董事局監督問責；自負盈虧院舍雖無政府資

助，但由非牟利機構營運，亦多有獨立諮詢委員會負責管理及質素事宜，加上收

費偏高，所以，兩者的服務質素俱有一定保證。  

相比之下，參與買位的私營院舍雖然需根據「買位協議」來達到政府的要求，但

追溯買位計劃的本意，當局是希望藉此提升私院的人均面積、人手及硬件標準，

院舍需跟從的「服務質素標準」雖然是買位要求之一，但並非主要考量（見下圖）；

而且，「服務質素標準」主要側重透過不同操作程序達至通用的服務標準，並非

專門針對安老院舍的長期護理服務。至於沒有接受任何資助的私營院舍，僅受《安

老院條例》監管，並不需滿足法例以外的質素要求。基於服務質素高低因院舍規

模、資源而異，故難以「一本通書讀到老」，在法例中強制要求所有院舍達至劃

一的服務質素。  



 

如此一來，政府責成私院提升服務質素之手現時只能「伸」到參與買位的院舍，

對於無參與買位的院舍鞭長莫及。  

維護安老服務質素能否「兩條腿走路」，除了條例監督以外，也讓安老院舍自發

地持續改善服務質素。去年《施政報告》提及：「推出一項五年計劃，全數資助

所有私營安老院舍參與認證計劃。」安老院認證是什麼？它對院舍提升質素的效

果，與社署現行的監管巡查又有何不同？  

為何需要質素評審？  

安老院認證，意指對院舍在服務、管理、護理等範疇進行質素及成效評審，作用

類似考試，從而達到保證質素的目標。有別於發牌制度，評審制度主要由獨立機



構執行，而且質素要求上並非只為滿足法例規定，而是在基本要求以外，設有可

達到的最高水平，從而促使院舍提供優良服務。與社署派員突擊巡查不一樣，質

素評審主要由評審員定期前往院舍實地視察，並提供改善意見；院舍在評審中不

達標，並不會像違反法例監管般被警告甚至檢控，而是會被要求持續改善。  

 

安老院認證，意指對院舍在服務、管理、護理等範疇進行質素及成效評審。（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在香港，安老院質素評審工作最早由社署獎券基金支持的非牟利機構開展先導計

劃。截至現時，坊間共有四種安老院舍認證計劃。當年有份籌劃先導計劃的香港

老年學會副總監趙迪華形容，理想的認證是一把「尺」，評審員根據環境、營運、

管理、人手及護理流程等範疇，監察院舍的服務質素是否到位，從而督促院舍進

步。  

「這好比一個內外循環監察的機制，如果院舍本身無例可循，建立良好的質素管

理根本無從入手。」趙迪華以人力資源管理為例，指出部分私院未必會有系統地

根據長者需要、比例、所需經驗來思考應該要請一個怎麼樣的照顧員：「他們只



懂得『隔籬老人院出 13,000 元請人，咁我出 13,050 元啦！』，只求（照顧員）

『有手有腳』，不敢奢望太多，但照顧老人家並非這樣。」  

 

坊間共有四種安老院舍認證計劃。（鄭子峰攝）  

趙迪華是註冊護士，她指出，安老院的管理操作與照顧質素息息相關，但在法例

要求上卻是「界外區域」。所以她認為，當院舍根據評審要求建立了一套系統及

「內審」機制時，再由「外審」的評審員持續監察服務成效，才能協助院舍全面

建立提高服務質素的程序及意識。  

社署現時除了《安老院條例》以外，還有提供予院舍日常運作參考的《安老院實

務守則》。《守則》與質素評審的功能有什麼分別？趙迪華以《守則》中的「必

須尊重住客的尊嚴」為例，指出《守則》為院舍提供了規範的框架，卻難以單靠

其達到提升服務質素的功能：「什麼是『不被尊重』？如果很大聲跟他說話算不

算？……在實際營運上，仍需有人提供更多指引，讓員工知道如何達到規範要求。」 



 

趙迪華指安老院的管理操作與照顧質素息息相關。（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趙迪華強調，讓院舍內部建立自我督促的機制，對提升質素十分重要。她指出，

如果安老院本身對監管有恃無恐，或者並未意識到好的服務質素對整體營運的重

要性，單靠社署監管只能是頭痛醫頭。「有些安老院覺得『你即管嚟多幾次、寫

多幾張嘢（檢控）畀我囉，有本事咪釘我牌』！因為他們看穿了政府不敢輕舉妄

動。」  

事實上，社署監管被譏為「無牙老虎」已非首次。申訴專員公署繼 2014 年發表

報告後，去年 12 月再發表了針對安老院服務監管的報告，不僅指出條例過時的

弊病，還批評社署的執管過於寬鬆，除了「劍橋虐老」事件外，過往四年便無任

何嚴重違規的安老院被撤銷牌照；而且檢控率偏低，亦曾出現延誤執管的問題，

加上巡查只有半日，被指未夠深入全面。有意見認為，由於一旦撤銷安老院牌照，

安頓長者便會成為一大問題，政府在處理私營安老院質素問題上注定只能處於被

動。  



 

有意見認為由於一旦撤銷安老院牌照，安頓長者便會成為一大問題。（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趙迪華認為，這種被動間接地限制了政府為安老體系質素的創新想像，只能「見

邊個窿填邊個窿」；再加上改善買位計劃推行了逾廿年，買位資助對私院的吸引

力已不如當初：「他們開始會覺得如果參加買位後『收來收去都係嗰啲（經濟欠

佳的長者）客』，倒不如不參加更有彈性，價錢還可以自由調節。」  

所以，她指出，改善安老院服務的責任不僅在政府，還有私院營運者，最重要是

讓營運者意識到優質服務有市場：「在商言商，如果他們發現做到優質服務後多

了客，便可以長做長有，對整個安老市場都是好事。」她認為，評審的另一功用

便是讓安老院市場朝向優質方面發展。  

 

社署的執管過於寬鬆，除了「劍橋虐老」事件外，過往四年便無任何嚴重違規的安老院被撤銷牌照。（資

料圖片／梁鵬威攝）  



2015 年「劍橋虐老」事件發生後，關注院舍質素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曾提倡全

面引入安老院認證制度，但時任特首梁振英反駁，指院舍問題涉及土地樓房、人

手供應不足等，並不是單憑認證制度可以解決的。如今政府推行全面資助私院認

證計劃，張超雄對此表示歡迎，但同時強調認證制度必須公正，不涉及過多商業

成分，才能有效為院舍質素把關：「如果認證門檻相對低，那麼對提升質素的幫

助也不大。」  

 

張超雄曾提倡全面引入安老院認證制度，但遭時任特首梁振英反駁。  （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上文節錄自第 147 期《香港 01》周報（2019 年 1 月 20 日）《資助安老私院申

「Q 嘜」  長者真可「住好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