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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1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為促進全球人口在各個階段的健康，
在2005年推行「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的概念。
世界各地城市及社區亦根據「長者角度」、「長者參與」及
「適合長者」的原則，按指引內的八大範疇，分析各種影響長者
生活的因素，為決策者提供意見，使社區長者設施及服務更切合
長者需要。

為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及機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於2015年主導推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並聯同本地
四間老年學研究單位於全港十八區提倡長者及年齡友善文化，
希望透過與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同努力，改變大眾對「年老」的
固有觀念，讓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全港
十 八 區 在 各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團 體 積 極 努 力 下 現 已 成 為 世 衞
「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成員之一，亦不時與
世界各地分享建設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經驗。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香 港 地 區 網 絡 成 員 指 引 》 旨 在 簡 介 網 絡 內 容 、 提 供 加 入
網 絡 及 持 續 維 持 網 絡 成 員 資 格 的 資 訊 以 供 參 考 。 由 於
網絡資訊有機會適時更新，因此最新內容請參照世衞網頁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who-network/) 為準。

香港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專業支援團隊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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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為應對全球人口老化，世界衞生組織（下稱世衞）於2010年成立「全球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下稱網絡），以聯繫世界各地致力建立長者及年齡友善
環境的城市、社區和組織，期望促進長者的社區參與、推動健康晚年和長者積極樂
頤年。網絡提供一個平台，讓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區交流信息和分享經驗，互相
學習。截至2021年3月，網絡已覆蓋44個國家、1,114個城市及社區，以及超過2.62億
人口¹。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超過1億9,000萬港元，自2015年起主導推行「賽馬
會齡活城市計劃」(下稱計劃) ，馬會聯同本地四間大學的老年學研究單位：香港中文
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
中心，以及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採取由下而上、地區為本的模式，構建香港
成為一個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計劃團隊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提倡的「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八大範疇（室外空間和建築、交通、房屋、社會參與、尊重和社會包容、
公民參與和就業、信息交流以及社區與健康服務），於全港18區進行基線研究，
了解各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為各區撰寫基線研究報告，並與區議會共同制訂
為期三年的行動方案，同時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地區計劃。而2016年的施政報告
提出，增撥資源在地區層面推動建立長者友善社區工作，並鼓勵區議會參與世衞的
「長者友善社區」認證計劃²。現時，香港十八區已加入世衞的「全球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成員應致力履行其使命及責任，積極推動
及落實長者及年齡友善社區措施，以延續網絡成員的資格。網絡成員需每年提交
最少一項措施到世衞所設的網上分享平台，與其他成員分享資訊和經驗，並適時向
世衞提交更新的資料／文件，以確保其網絡簡介專頁發放最新的資訊。

為協助了解更多有關「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的資訊及持續維持
網絡成員的資格，本指引概述有關網絡的資訊、網絡成員需履行的責任及延續成員
資格之程序。

¹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arch 24th, 2021). About the Global Network for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who-network/

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2016)。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建設長者友善社區。
取自: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6/sim/pdf/leaflet_commun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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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政府統計處 (2020)。2019 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香港人口概況。
取自: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72009FB2020XXXXB0100.pdf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Retrieved 17th March, 2021, fro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search-network/?_sft_countri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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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巿及社區網絡」(下稱網絡) 於2010年成立，
以聯繫世界各地致力建立長者及年齡友善環境的城市、社區和組織，
期望促進長者的社區參與、推動健康晚年和長者積極樂頤年。網絡提供
一個平台讓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區交流信息和分享經驗，互相學習。

截至2021年3月，網絡已覆蓋44個國家、1,114個城市及社區，以及超過
2.62 億人口。

網絡的使命 是促進各地的城市和社區
建立長者及年齡友善環境。

網絡主要工作包括

通過展示範例及
可行方案

  以啟發改變；

聯繫世界各地的
城市和社區，

促進資訊、知識
 和經驗交流；

支援城市和社區
找到適當創新及
以實證為本的
  解決方案。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關於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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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成為「全球長者及
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成員

3

任何城市或社區在申請加入網絡時，毋須已合乎一定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
惟必須承諾努力實現有關目標。成員資格不設時限，成員須保持與網絡的聯繫，
並向其他網絡城市／地區分享推行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經驗，以延續網絡
成員的資格。以香港為例，各區均以區議會的名義作出網絡成員的申請。

申請加入網絡的程序：

填妥網上申請表格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application-form

由領導城巿／地區行政機關之人士簽發信函，正式承諾將城巿／地區
建設為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城巿／社區。根據香港各區參與網絡之經驗，
有關信函由區議會主席簽發，亦可連同民政事務專員、地區福利專員或
其他地區持份者的推薦信一併提交 (見附件一)。

申請者須確認同意世衞就建設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巿／社區的理念和方針，
及具備相關人力和財務資源，以落實推行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工作，並會
積極參與網絡的交流和活動。申請表格末端列有一項協議條文，一經
提交，即代表申請者同意遵從網絡的理念和承諾履行推動長者及年齡
友善的使命（詳見成員手冊1）。 

委任一位專責聯絡人，負責與世衞或其他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絡和合作
事宜。聯絡人建議為能以英語溝通的人士，並須在諮詢相關持份者的
意見和得到城巿／地區行政機關的批准後，就評估、計劃方案和成果等
事宜與世衞聯繫。以香港為例，該聯絡人可以是區議會轄下專責長者及
年齡友善事務的工作小組或委員會之秘書。

世衞會按申請表遞交的先後次序作出審批，不設申請截止日期，除非有
特別情況（例如系統維修），否則全年任何時段均接受申請。

如申請獲得通過，世衞會致函有關人士（以香港為例即區議會主席）
通知接納該城巿／地區為網絡成員。

世衞會根據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為新加入之網絡成員於其專設網站 
(Age-friendly World) 內建立一個簡介專頁，以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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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
社區網絡」成員的使命及責任 

4

網絡成員應致力推廣世衞所提倡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概念（詳見成員手冊1），
並透過以下四個步驟，提升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建設一個適合不同年齡
人士居住的環境：

參與及
了解

計劃

實踐

評估

1

2

3

4

成立相關委員會／工作小組／督導小組

邀請地區持份者共同合作，尤其是讓長者在各個階段均能參與
其中，令他們能在建設長者及年齡友善社區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

進行基線研究，了解地區在推動健康和積極晚年方面的需要、
障礙及機遇  

爭取政府及不同持份者的支持

制訂行動方案，釐定各個行動項目的目標、推行的優先
次序、所需資源及人手分配

提交行動方案予相關機構／部門／團體通過並付諸實行

確保有足夠的資源及人手以實踐行動方案

擴展具成效之行動項目成為長者及年齡友善的措施

監察及評估行動項目的成效，了解成功的關鍵和過程中面對
的挑戰，為行動方案的持續發展及改善建議提供實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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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成員的責任

成員應積極參與網絡的交流及分享經驗，並必須履行以下責任：

分享推行長者及年齡友善項目的工作，包括過程中的實證（如研究報告、
行動方案）及成果（如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監察及評估報告），以促進
網絡成員間之知識交流

分享與網絡相關的指引、工具及實踐方法，以供其他網絡成員參考

適時向世衞提交更新的資料／文件，以確保其網絡簡介專頁發放最新的
資訊

延續網絡成員的資格

參考資料

要延續網絡成員的資格，成員必須切實履行積極參與
網絡的責任，並透過參加會議／網上研討會或上載相
關資源到世衞的專設網頁 (Age-friendly World)，與其
他成員分享資訊和經驗，而基本要求為每年提交至少
一項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到世衞所設的網上分享平台 
(Global Database of Age-friendly Practices)，或更新
成員資訊。

1 成員手冊：http://www.who.int/ageing/age-friendly-environments/GNAFCC-membership-en.pdf

Age-friendly 
World

Global Database 
of Age-friendl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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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個範疇

5

為應對全球人口老化，世衞於2005年開展「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建設計劃」，
並確認了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個範疇，包括室外空間和建築、交通、房屋、
社會參與、尊重和社會包容、公民參與和就業、信息交流，以及社區與健康服務。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需因應長者的需要及能力提供不同服務，建設安全、便利和
無障礙的環境，營造「齡活」文化，讓長者保持健康、在社區裡積極樂頤年，
同時亦令該城巿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

室外空間
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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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便利、安全及可負擔的公共交通工具方便市民獲得醫療和社會
服務，融入社區生活，享受積極晚年。

房屋
提供可負擔、設計合適、安全，並與社區和社會服務有良好
連繫的房屋選擇，能夠讓長者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
不同的需要。

社會參與 

尊重和
社會包容

公民參與
和就業 

信息交流

社區與
健康服務

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社區活動，以切合長者的不同興趣。
長者參與休閒、社交、文化、教育或心靈方面的活動，有助
他們持續融入社區生活。

尊重和社會包容是指社會對長者的態度和行為。一個包容的
社會是會肯定和尊重長者，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公民
和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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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適時、便利及可負擔的渠道，適當地向長者發佈資訊，
有助避免長者被社會孤立。

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負擔的醫療和支援服務，對長者維持
健康、獨立和積極的生活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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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衞的指引，長者及年齡
友善措施應該：

承認長者有廣泛的能力及資源

迎合長者的需要及提供合適的選擇

尊重長者的決定及對生活方式的選擇

減少不公平

保護最需要幫助的長者

促進長者全面參與社區生活及作出貢獻

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

室外空間
和建築 交通

房屋

社會參與 

尊重和
社會包容

公民參與
和就業 

信息交流

社區與
健康服務

參考資料

世衞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age-friendly-practices/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個範疇：
https://www.jcafc.hk/tc/Afc-Concept/What-Is-Age-Friendly-City.html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有關文件 (文字檔)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有關相片 (需先得到相片中人士同意)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補充資料，例如宣傳單張、簡介、
案例研究、視頻、網址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之受惠對象的意見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持續擴展計劃 (如有)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經驗反思、面對的挑戰及解決方案

聯絡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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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

6

要延續網絡成員的資格，成員必須每年提交至少一項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到世衞
所設的網上分享平台 (Global Database of Age-friendly Practices) 或更新成員
資訊。以香港為例，各區每年必需於區內已推行的活動或措施中，揀選其中一項
既符合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之八大範疇，亦具有代表性的項目，再以英文填寫
以下表格，提交予世衞。

填寫網上表格提示

網上表格必須以英文填寫。由於網上表格沒有儲存功能，為方便填寫，請先
準備以下資料以上載至網上表格：

向世衞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
之程序指引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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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闡述如何填寫有關網上表格：

由於全港十八區已加入成為
網絡成員，請於此項填「Yes」
你將會被重新導向至登入頁。

，

請以200至300字介紹有關措施，
內容應包括以下所有範疇: 

概括措施的內容

措施的目的及針對的問題

措施如何推展及進行

策劃及推行措施的合作機構

措施的結果及成效

過程中的學習得著

請填寫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名稱，
字數不多於60個英文字母。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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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請選擇措施推行的層面。

請填寫有關措施的開始年份。

請選擇有關措施已完成或仍在進行中。

如果於特定網站上有更多關於措施
的資訊，請提供有關網址。

請上載一張最能展示有關措施的相片。

備註：

當你上載相片，即表示同意世衞使用相片
作相關用途，所以請確保上載相片至網上
表格前先得到相中人士同意。

相片的的高度和寬度必須至少有1000像素

文件大小不得超過10MB

1.

2.

3.

請選擇有關措施的主要對象，若措施涉及
多個對象，請選擇最主要的，你可稍後在
問卷中加上其他對象的資料。

如果選項中沒有有關措施的主要對象，
請在下題填寫。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14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請選擇有關措施涉及哪一個範疇。若果措施涉
及多個範疇，你可以在選項內單擊，然後瀏覽
彈出的列表以選擇範疇。選擇後，你可以再次
在選項內單擊以選擇另一個範疇。如果您選擇
“其他”，則可以在下題填寫其他範疇。

請選擇有關措施的預期結果。

若你有其他相關資料想補充，
可在此欄填寫。

請選擇有關措施針對哪一個議題。
此題可作多項選擇。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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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請選擇長者於有關措施的參與。

請簡述長者在有關長者及
年齡友善措施中的角色。

請分享有關措施如何與其他機構
協作，包括計劃管理及資金。

請選擇有關措施主要負責單位的類別，
若果有協作機構，請在下題選擇。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16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請填寫對象群組對有關措施的意見。

請選擇你有沒有就有關措施評估成效。若選擇有，評估
成效是正面或負面？若你沒有作結構式評估，請選擇「沒有」，
非正式的意見，請在上題分享。

你有計劃擴展有關措施嗎? 
若有，請分享如何擴展。

請分享你在推行有關措施所
面對的挑戰及如何解決。

請分享你在推行有關措施的經驗反思。
例如：哪方面你認為需要更加關注？
若果你可再次推行有關措施，你會有
不同的做法嗎？請分享前面題目未有
涵蓋的想法、意見及經驗。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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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請提供有關措施的資料，例如宣傳
單張、簡介、案例研究、視頻等。
文件大小限制為10MB。

備註: 若你上載文件即同意授權世衞
使用有關文件。

請填寫聯絡人資料，有關資料將在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
平台中顯示。

備註:
若果聯絡人有改變，請適時聯絡
世衞以作更新。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
網上表格指引（延續）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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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atabase of Age-friendly Practices)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平台7

有關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平台版面

有關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平台版面（延續）

世衞會根據網絡成員所提供的資料，為新加入之網絡成員於其專設網站 
(Age-friendly World) 內建立一個簡介專頁，讓世界各地的網絡成員分享長者
及年齡友善活動／措施，以建設更便利和無障礙的環境，讓長者能夠獨立自主
地投入社區生活。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19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瀏覽其他網絡成員的資料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network/

你可在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平台查閱各網絡成員的基本資料包括
人口、長者的人口比例、加入網絡的年份、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及相關文件，
以香港各區為例，包括基線研究報告、行動方案及檢討報告等。

1
2

步驟:
1.  選擇 WHO Global Network    

Browse the Network

2. 在網頁的右邊 “Browse the Network” 
輸入城市名稱或選擇類別或國家，然後
按“Submit”

查閱網絡成員資料8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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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瀏覽各網絡成員的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及
相關文件，以香港各區為例，包括基線研究
報告、行動方案及檢討報告等。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查閱網絡成員資料

瀏覽其他網絡成員的資料（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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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age-friendly-practices

1
2

步驟:
1.  選擇 Age-Friendly in Practice  

Global Database of Age-friendly 
Practices

2. 在網頁的右邊 “Search and Filter 
Age-friendly Practices” 輸入關鍵字 
(例如城市、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範疇等)，
你亦可篩選國家、城市、年份、人口、長者
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範疇等。

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查閱網絡成員資料

瀏覽其他網絡成員的長者及年齡友善活動／措施 



世界衞生組織的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

22香港地區．網絡成員指引

有用資料9

「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成員手冊
http://www.who.int/ageing/age-friendly-environments/GNAFCC-membership-en.pdf

1

向世界衞生組織提交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之程序指引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wp-content/uploads/2018/01/
AFW-Guide-age-friendly-practices-Jan2018.pdf

2

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的網上分享平台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afp/

3

查閱「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成員資料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network/

4

世界衞生組織 — 老齡化與健康全球戰略和行動計劃草案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9/A69_17-ch.pdf?ua=1

5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設指南
https://www.who.int/ageing/AFCGuide_Chinese.pdf

6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www.jcafc.hk

7

齡活港（由「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建立的長者及年齡友善資源平台）
www.jcafc-port.hk

8

https://extranet.who.int/agefriendlyworld/wp-content/uploads/2018/01/AFW-Guide-age-friendly-practices-Jan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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