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為應對本港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賽馬會齡活城
市計劃」由2015年開始推行，在四間本地大學老年學研究
單位的專業支援團隊和社區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力下，積
極推動「齡活」概念，提升公眾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
認識，一起建構「齡活城市」，讓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
士生活的地方。此《長者及年齡友善地區概況》系列涵蓋
全港十八區，目的是分享「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研究結
果、實踐經驗、各區的關注點及相關建議，並附以地區有用
資訊，供不同持份者參考和使用，鼓勵社區參與，持續建
設長者及年齡友善環境。

《長者及年齡友善地區概況》系列得以編製完成，實有賴
計劃下各大學專業支援團隊提供寶貴資料，不同機構和團
體提供相關圖片，並由香港理工大學團隊加以整理。因時
間環境不斷改變，使用資料時仍需更新以作準確理解。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專業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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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口正在老化，預計未來的情況將愈趨明顯。人口老化是由於預期壽命延長及生育率
下降所致，根據由政府統計處發表的《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預計隨著長者人口比例
增加，年輕人口比例下降，到2040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將會出現倒三角形。

為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同本地四間老年學研究
單位於2015年起推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以地區為本和由下而上的模式，推動香港成為
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齡活城市」。

1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計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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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社區的長者及年齡
友善程度，在社區推動

「齡活城巿」的風氣

建立地區可以持續
提升長者及年齡
友善程度的框架

推動「齡活」概念，加深
公眾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的認識，並鼓勵社區參與，

共同建構「齡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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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地區支援計劃

計劃主要概念
世界衞生組織於 2005 年開展「全球長者及年
齡友善城市建設計劃」，並確認了在城市環境
中促進積極和健康晚年的主要元素，涵蓋八
個範疇。「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亦以此框架
為基礎，在本港建構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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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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空間和建築

長者及年齡
友善城市

已加入世界衞生組織「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巿及社區網絡」

計劃至今成效 

間私人及公營機構180140 個地區計劃由超過
70 間非政府組織及大學舉行 承諾推行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

2,500
「齡活大使」已接受培訓

114,600
直接受惠於地區計劃 參與不同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

區18 完成基線研究及終期研究 
三年地區行動方案已分別獲區議會認可

名

3,346,000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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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稱 支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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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葵青、北區、西貢、沙田、大埔

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黃大仙

離島、荃灣、屯門、元朗

九龍城、觀塘、深水埗、油尖旺

本地四間老年學研究單位的專業支援團隊分別於全港 18 區進行
基線研究，檢視各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並與區議會及其他
地區持份者合作，為各區制訂為期三年的行動方案，此外還招募
和培訓「齡活大使」，並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地區計劃。



2 地區背景及特色
元朗區包括元朗市和天水圍新市鎮，另有幅員廣大的鄉郊和村落，八鄉錦田一帶以圍村
為主，元朗市中心以舊式唐樓及商業樓宇為主，天水圍有全港最大型而集中的公屋及居
屋，令此區成為一個城鄉共融、新舊交替的多元社區。元朗區人口達六十萬以上，而65歲
以上亦達十萬，為各區之中第三高，所以對各類社會服務資源的需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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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特徵  (參考資料來源載於封底內頁 )

總人口1

住⼾數⽬2

住⼾每⽉入息中位數 3

65歲及以上長者撫養比率 5 房委會公共租住房屋住⼾ 6

勞動人口參與率 4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

貧窮情況 8 (恆常現⾦政策介⼊後)

65歲及以上

(港元)

貧窮住⼾
貧窮人口

整體 55歲及以上

640,600

107,400
225,300

$25,000

67,000  236

43,700  
65歲或以上長者住⼾ 7

獨老⼾
雙老⼾

 15,800
 1 1,500 101,200  

57.1% 32.5%

(佔本區人口16.8%)

(全港 $27,000) (全港 57.4%) (全港 34.1%)

(佔本區住戶30%)(全港 251)

貧窮率   (全港15.8%)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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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來源載於封底內頁 )

地
區
背
景
及
特
色

長者及年齡友善社區設施

2 個
元朗公園   天水圍公園

44 個

6 個

共有164處公共設施設有無障礙設施

屯馬綫：天水圍  朗屏  元朗  錦上路
輕鐵綫：610  614  615  705  706  751  761P 

固定圖書館  3 個
屏山天水圍   天水圍北   元朗
流動圖書館 12 處
錦繡花園   鳳翔路   洪水橋   嘉湖鄉村俱樂部
朗善邨   新田   上村公園   天晴邨   天瑞邨
天華邨   天悅邨   橫洲
 

7 個
鳳琴街   朗屏   屏山天水圍   天暉路
天瑞   天水圍   元朗

3 個
元朗   天水圍   屏山天水圍

2 個

8 個

1 個

運輸署 2021 - 2022 年度元朗區
巴士路線計劃

18 個

67,600 個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 數據 / 資料設施 / 服務

康文署大型公園 9室外空間和建築

交通

房屋

社會參與

緩跑徑 / 健身徑 10

長者健身園地 11

無障礙設施 12

港鐵綫 13

巴士路線 14

公共屋邨15

公共屋邨單位 6

長者地區中心 17

長者活動中心 19  
(非政府資助的長者服務單位)

體育館 20

公眾游泳池 21 

公共圖書館 22

長者鄰舍中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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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個單位位於中小學

6 個
天耀邨   天悅邨   元朗大棠路   
錦綉花園   錦田   新田

29 個培訓中心

僱員再培訓局提供跨區服務

勞工處提供跨區服務

同上

4 隊 

元朗長者健康中心 
(新遞交會員申請的輪候時間請參閱相關網頁)

53 間
津助安老院 8 間               合約院舍  2  間
自負盈虧安老院  2 間      私營安老院  41 間

資助安老院舍服務 1,879 個 
非資助安老院舍服務 3,639 個

資助 6 間
自負盈虧  2 間

元朗區長者健康外展分隊

屬新界西聯網
· 天水圍醫院
· 屯門醫院
· 博愛醫院

5 個 
· 錦田診所
· 容鳳書健康中心
· 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中心
· 天水圍健康中心(天瑞路)
· 元朗賽馬會健康院

6 科 (博愛醫院、天水圍醫院) 
麻醉科   耳鼻喉科   眼科   內科   
矯形及創傷外科 (骨科) 外科

313 個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跨區舉辦

同上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 數據 / 資料設施 / 服務

長者學苑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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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局 24  (提供繳費和
長者提款等多類服務）

僱員再培訓 25

「後50系列」26

中高齡就業計劃 27

年長求職人士專頁 28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38

固定WIFI熱點位 29

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30

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 31

公立醫院 32 

公立專科門診 34

長者健康外展分隊 35

長者健康中心 36

安老院 39

宿位名額 40 a,b 
(截至31.3.2021)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1 a,b

公立普通科門診診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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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者及年齡友善發展狀況
在「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下，專業支援團隊在元朗區先後進行了基線研究
和 終 期 研 究 *，評 估 長 者 及 年 齡 友 善 程 度。終 期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本 區 的
「長 者 及 年 齡 友 善 範 疇 」得 分 最 高 兩 項 是「 社 會參 與 」、「 交 通 」；最 低
兩 項 是「房屋 」、「 社區 與 健 康 服 務 」。

在過去數年間，元朗區區內不同的持份 者密切聯繫，並聽 取長 者就著相關
政策的意見。在各有關部門和地區持份者的努力合作之下，多方面的長者及
年齡友善服務和措施逐漸加強和改善。以下為八個「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
的重點成果及有待改善的地方**： 

  * 基線研究 (2017年)：共收回546份問卷、聚焦小組參加者共38位 
     終期研究 (2021年)：共收回513份問卷、聚焦小組參加者共27位
** 綜合評估的建議和近期發展

元朗市區較為擁擠且公共衞生有待改善（例如：大
橋街市擁擠，其公廁衞生狀況差）
行人道設施不足（例如：缺乏交通燈，單車佔用行人
道等）

戶外空間寬敞，環境優美，特別是天水圍地區
鄉郊地區居住環境舒適
新增長者友善及無障礙設施（例如：天橋新增升降機）
市區內有足夠的康樂設施 (例如天水圍公園)，這些設
施也容易到達

重點成果

有待改善

室外空間和建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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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住宅租金和維修費用昂貴，加添精神壓力
舊式樓宇及村屋比較殘破而且沒有電梯，長者上落不便，
難以外出活動和購物，住戶亦缺乏物業維修及改裝服務
疫情影響公屋申請進度
新建公屋帶來大量外區人口，生活及交通配套設施需加強

(攝於疫情前)

長者及年齡友善的住房設計(天悅邨)和政策(共享頤
年優先配屋計劃)
新建公屋滿足更多居民的居住需求，且屋邨設施完善

機構安排的活動多樣化和費用便宜
外展、探訪服務令鄉郊長者受惠

重點成果

重點成果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社會參與

房屋

8

司機及其他乘客對年長乘客的關愛意識尚待加強，
對輪椅使用人士支援不足（例如：佔用輪椅位置）
輕 鐵 及巴士 /小 巴 服 務 不足（例 如：輕鐵在高峰時
間擁擠，部分地區小巴服務不穩定）
天水圍地區及鄉郊地區公共交通配套不足，中途站乘客常未能上車

巴士站顯示到站時間改善運輸服務和安裝上蓋
市區範圍內的交通網絡完善且無障礙設施完備
長者可負擔交通費用

重點成果

有待改善

交通

·
·
·

·

·

·

·

·

·
·

·
·
·
·
·

·
·

·
·

長者服務分配不均，部分地區難以找到長者中心
疫情令長者減少社會參與
長者中心現有設施及空間不足，難以滿足更多長者的需要
部分出外遊覽活動費用偏高，長者未能承擔，希望得到資助
鄉郊地區活動不足，隱蔽長者缺乏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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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疫情前)

增加長幼兩代不同見解方面的溝通和共融

疫情影響長者受聘及做義工的機會
長者重返勞動市場遭遇困難（例如：能力受到質
疑，提供職位給長者的機構和公司有限）
長者參與公眾事務的途徑有限（例如：長者雖列
席區議會的會議，但只是作為旁聽者）

服務提供者 (例如：醫護人員) 對長者耐心且尊重
跨代共融的活動提升長幼之間的和諧關係
鄉郊地區的鄰里關係更融洽
政府及相關部門對於市民的意見採取有效的反饋
機制

擁有技能的長者仍能從一些行業或社企獲得工
作機會
有足夠的義工服務機會讓長者發揮能力
疫情穩定後，長者的就業情況有所好轉

重點成果

重點成果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尊重和社會包容

公民參與和就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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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對「支援網絡及智能手機服務」需求殷切，希
望社區中心能加大此方面的服務
長者服務的宣傳不足（例如：天水圍新建的社區服
務大樓少有人知）
由於鄉郊網絡覆蓋有限，鄉郊地區的長者難以通
過互聯網接收資訊（例如：獨居長者或兩老同住不
會使用網絡設備或使用智能電話）

疫情影響社區健康服務（例如：陪診服務減少）
公立醫院服務不足，電話預約門診系統很繁複，
且輪候時間亦很長（例如：天水圍醫院僅提供有
限的服務）
資助院舍服務缺乏，輪候時間很長；私營院舍服
務質素參差，部分院舍費用高昂且選址偏僻
社區缺乏對認知障礙長者及照顧者的支援

網絡和智能手機的應用令年輕長者有效地獲得資
訊並與年輕人交流（例如：更多長者開始使用社
交媒體）
電子設備及網絡的普及令社福機構更有效地傳播
資訊

一些友善措施和服務，例如：「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平安鐘」能夠切合長者的需要
近年區內醫療服務有所改善（例如：天水圍醫院的
急症服務等候時間較其他醫院更短）

重點成果

重點成果

有待改善

有待改善

信息交流

社區與健康服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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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務智慧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在過去透過地區機構和大學老年學研究單位的努力，曾舉辦多項活
動以提升區內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以下是從個別活動經驗中歸納出的實務智慧，期望繼續
推行同類活動時可作參考。

活動案例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主辦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鄉郊樂「屯」「元」 

活動簡介

室外空間和建築
交通
信息交流
尊重和社會包容
社會參與

樂居之友義工
鄉郊長者
中學生

促進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的概念、健康及營
養知識，增強參加者對長者及年齡友善的概
念、健康及營養知識的認識
分享鄉郊生活的經驗，提升公眾對鄉郊的長
者及年齡友善情況的關注
提供 不同的到戶支援 服務（如：協助購買日
用品、預約醫療服務、簡單健康檢查、運動指
導、傳遞家居安全、防跌、健康、社區資源等
資訊），為鄉郊長者提供不同的到戶支援服務
研發 STEM 產品，加入長者及年齡友善的元素，
改善偏遠鄉郊長者的生活質素

實
務
智
慧

·
·
·

·
·
·
·
·

·

·

·

·

活動對象

主題範疇 活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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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連繫地區合作夥伴，定期舉行會議，商
討活動參加者招募，服務策劃及執行，跟進
計劃檢討與評估等
邀請學 校、地區 服務機構及STEM專業 機
構，舉辦跨代STEM計劃，鼓勵學生為鄉郊
地區長者設計符合其需要的科技產品

媒體運用

在社交媒體發放樂居之友培訓視頻短
片、健康與營養相關的知識與技巧、社
區資源與信息，以及長者及年齡友善相
關之資訊等

Instagram：ruralbefrienders_lingnan

評估方法

樂居之 友 及 受惠長者：填 寫「活動
前」及「活動後」問卷
參 與 跨 代 S T E M 計 劃 之 學 生 及 老
師：填寫「活動後」問卷
評估範圍：對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及長 者及 年 齡友善 城 市 概 念 的 認
識、對於計劃的滿意度、社交支援
及心理狀況、對於長者/年輕人的觀
感、對於計劃未來的參與意願等

樂居之友、受惠長者及機構同工小組  

問卷調查

聚焦小組/訪談

實
務
智
慧

樂居之友培訓（面授/視頻 短片/填色冊發
放）
真人圖書館培訓及分享（面授/視頻短片）
跨代STEM計劃（探訪/培訓/產品設計及製
作/比賽及評分）
樂居之友探訪（上門探訪/電話慰問/視頻短
片/填色冊發放）
創立並營運鄉郊樂「屯」「元」的YouTube
頻道及Instagram帳戶
鄉郊樂「屯」「元」閉幕典禮暨STEM設計
比賽頒獎典禮，分享計劃的成果與經驗

活動方法和形式

與持份者的協作

·

·

YouTube頻道：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鄉郊樂「屯」「元」

·

·

·

·

·

·

12 

·

·
·

·

·

·

(攝於疫情前)

https://www.instagram.com/ruralbefrienders_lingnan/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LDhFbKqnuLOioC4G_Avpw/featured


· 

·

·

·

·

活動成果

提升鄉郊長者及齡活大使對於長者及年齡友
善城市理念的認識和理解，加強社區居民的
關注

樂居之友自我形象及能力感得以提升，參與
義務工作及社區事務的動力得以增強，有助
於營造鄉郊地區的鄰里守望相助的氣氛

通過不同形式的探訪及到戶服務，令鄉郊長
者感受到來自社區的關懷與支援，提升社區
內的信息交流

跨代STEM計劃提升年輕人對鄉郊地區及長
者需求的了解，加強不同年齡層居民之間的
交流，增進長幼之間的相互理解，強化社區
內跨代共融、相互尊重的風氣

Youtube及Instagram專頁，「真人圖書館-
動畫版」讓鄉郊長者在疫情下都能接觸外界
訊息，提供多一個資訊發佈的平台

所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受到2019年年終開始爆發的COVID-19疫情影響，部分活動如家居
探訪、大使培訓、真人圖書館等活動無法如期按計劃舉行。

轉換服務模式，由面授培訓或線下聚集轉變為手機或網上發放相關
視頻短片；上門探訪轉為電話聯絡及視頻發放；開設社交媒體帳⼾，
發放計劃相關資訊。

實
務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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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參與

凡年滿60歲或以上，並關注長者友善理念之推動及社區設施改善的中心會
員及義工

推動方式：
提升長者信心

· 長者參與培訓、地區視察、預備會，讓他們有機會發展及提升自信心
長者角度出發

· 長者十分瞭解居住的社區，從「用家」角度提出實在建議
游說得宜、知己知彼

· 接觸區議員分享想法及建議，展現長者參與的集體力量
汲取經驗、互相借鏡

· 借鏡其他長者團體的倡議經驗，取長補短，互相激勵，提升士氣
⽬標清晰

· 倡議工作目標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短期集中小型改善利民工程；
     中期訂定改善方案，與區議員合作及監察;長期涉及政府部門及資金
     較大的項目，需分階段檢視

元朗長者友善工作小組於2018年2月成立，致力關注元朗區長者友善社區
之推動工作，組員是來自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元朗)及明愛元朗長者社
區中心(天澤中心)，分成兩組：

背景

元朗長者友善工作小組

成員身份和
組織架構

參與促進長者
友善事務紀錄

除了相關機構作為主導之外，區內一些長者
亦可以透過不同平台，由下而上地直接倡議
和策動建設長者及年齡友善的環境。以下簡
介本區部份長者平台，希望鼓勵更多不同持
份者支持和參與。

平安使者 – 水邊圍邨、元朗市、朗屏邨
天北關注組 – 天水圍區

實
務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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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由服務使用者(包括會員、家務部案主、義工等)經甄選後組
成，共有30位成員。其中召集人會代表中心出席元朗區安老事務
協調委員會

為中心服務、環境及設施提供意見，亦會就有關建議作檢視及跟
進。例子︰中心2019年進行內部裝修，委員就裝修向服務使用者收集
意見，並於會議上提出及商討

過去和現行部份活動：
2/2018至11/2020 - 與建築署實地考察交流天水圍區長者友善工作，出版《長者友
                                      善設計指引》和就未來興建安老院舍的友善設計作建議。
      
                2-3/2021 - 舉辦元朗區議員交流會，討論如何在元朗區推動長者友善，
                                     並舉辦相關培訓

                    3/2021 - 區議員及房屋署代表實地巡視水邊圍邨，提出長者友善設施
                                     改善方案

                    4/2021 - 本組代表旁聽區議會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會議，並成功爭
                                     取加入長者代表

                    5/2021 - 去信多個政府部門要求改善天水圍天瑞徑(即河畔)之設施，
                                     包括增建公廁、維修不平路面、維修已損壞之康體設施等

                    6/2021 - 元朗友善「尊老和社會包容」推動活動

                    7/2021 - 天瑞徑長者友善設施計劃-問卷調查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元朗)                     電話： 2479 7383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            電話： 3904 3155

電話：2476 2227  袁家健先生、張心兒姑娘

背景 諮詢委員會於2004年成立，每屆任期為2年

成員身份和
組織架構

參與促進長者友
善事務紀錄

聯絡方法

聯絡方法

實
務
智
慧

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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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者人口特徵和環境不斷變化，我們應對區內的長者及年齡友善需要作出持續評估和關
注。「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根據評估對每區建議一些跟進行動，以下基於這些建議和近期
發展，再提出一些較為急切或可行的事項，希望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

5 地區需要和前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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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向居於舊樓的長者提供維修物業資助的有
關 資 訊，例 如「有 需 要 人 士 維 修自住 物 業
津貼計劃」

作出協調加強 鄰里 之間互 助，和組 織 義 工
協 助小型改裝 工程，例如加設配件 提 升家
居安全等

元 朗區有七成住 戶住 在私 人 房屋，其中包
括管 理 服務較 少的舊式 樓宇和村屋。一 些
長者戶每當需要維修或進行家居改善工程
時，會 遇 到 負 擔 不 起 費 用、或 缺 乏有 關 資
訊等困難而放棄

改善私人樓宇長者家居環境

殷切需要 建議行動

改善建議

元朗區較舊的樓宇 元朗流浮山鰲磡村村屋



· 

向長者提供有用和準確信息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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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注長者的活動空間及鄉郊地區長者的社區參與機會

·

·

· 

建議行動殷切需要

促進長者機構與其他社福機構（例如：青少年
服務機構）的合作，優化空間利用，惠及更多
長者
長者服務機構，例如地區中心及鄰舍中心可
加強鄉郊的外展及家居服務以配合長者需要
區議會或有關部門繼續舉辦如「元朗有您，
社區更美」、「愛心護送陪診服務計劃」等
活動支援有需要長者，促進互助精神

長者中心活動空間不足，難以滿足更多長者
的需要
一些長者因住在沒有電梯的單位或偏遠的村
落，比較難參與社區活動，或獲得服務

政府和服務機構向長者發放資訊須考慮表
達方式 和途徑，並提供主動解說和查詢方
法，例如：諮詢大使服務，讓長者得到及時
和準確的信息

長者的背景會引致對事物有不同理解，接收
信息的方法和資訊技術亦有差異，可能會錯
過一些服務機會或甚至受騙

建議行動殷切需要

元朗區沒有電梯的大廈 錦田鄉郊較偏遠的村落

活動單張 錦田鄉郊村屋外用作發放資訊的告示板



· 

·

· 社會福利署的「安老院服務質素小組」保持
對元朗區院舍的巡視，並涵蓋收費準則和交
代方式

提供資源盡量增加資助宿位，舒緩 服務 使
用者的經濟負擔

安老院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本區接近八成屬私
營性質，被認為收費偏高，其中一些更被投訴
濫收費用和交代不清楚。長者和家人期望加強
監管，更期望增加質素良好的資助安老院

保障安老院使用者的權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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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較理想的環境

建議行動殷切需要



未來展望
綜合上述分析和參考近期資料，元朗區
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發展前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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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天水圍醫院服務如期擴充以及「青年宿舍
計劃」- 元朗跨代共融綜合服務大樓項目的
陸續開展，將一定程度上彌補元朗區的醫
療資源及住房資源緊張的現狀，改善區內
房屋及社區與健康服務發展，增強尊重和
社區包容的氛圍

元朗區的交通比較便捷，無論是居住在城
市或者鄉郊地區的長者，都能夠就近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輕鐵、屯馬綫等，
亦有轉乘優惠，有助於長者及社區居民的
社會參與，也有利於地區信息交流、社區與
健康服務的發展

元朗區近年有大量私營及公營房屋落成，
居民數量倍增，地區交通、社區配套及醫療
資源等尚待完善，以應付地區人口急增的
情況，比如單車徑與行人過路設施的規劃、
公立醫院服務的擴充等

元朗區內有工作意願之長者面臨缺乏就業
機會、工時長欠彈性等限制，支援就業的計
劃相對欠缺，長者重返勞動市場十分困難



歡迎各界到訪資源平台瀏覽內容及參閱所需資料。

地區概況   長者及年齡友善
城市概念

香港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發展的重要里程

香港及不同國家/城市
的良好案例

研究成果 

有
用
資
源

6 有用資源

「齡活港」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建立的網上資源平
台，為長者、社區人士和不同持份者提供各種與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相關的有用資源，促進跨界別
協作，推動建構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齡活城市」。

「齡活港」提供不同主題和各種類型(如小冊子、指南、短片、文章、流動應用程式等)的有用資源，
包括：

                                   www.jcafc-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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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編號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及相關網頁）

政府統計處  
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 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2020  (1-表5    2-表1    3-表4    4-表10A)

政府統計處  
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 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2020   
(表5  - 計算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與每千名 15 至 64 歲人口相對的比率)

房屋委員會   公共租住房屋人口及住戶報告 2021年6月

社會福利署   地區資訊(參閱地區概覽內之地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

政府統計處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第72, 97-114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園  緩跑徑 / 健身徑  長者健身園地 

堅毅忍者。障殘人士國際互助協會有限公司   地區及公共設施

港鐵公司   主頁

運輸署   2021 - 2022 各區巴士路線計劃諮詢文件

香港房委會   尋找屋邨

香港房屋協會   出租屋邨

社會福利署   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活動中心 (非政府資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體育館  泳池  公共圖書館

長者學苑   長者學苑在(各區) 中小學  長者學苑在專上院校

香港郵政   郵政局

僱員再培訓局   培訓中心地區  後50系列

勞工處   中高齡就業計劃  年長求職人士專頁

資訊科技辦公室  
固定WIFI熱點位置  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

醫管局   公立醫院聯網  普通科門診診所  專科門診
(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開始，病人可以透過智能電話流動應用程式「HA Go」
內的「預約通」預約專科新症)

衞生署   長者健康外展分隊  長者健康中心  地區康健中心

社會福利署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安老院  資助安老院舍服務 
非資助安老院舍服務  資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自負盈虧日間護理中心

關護長者協會   銀鈴護士站

地區康健站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1/att/B11303012020AN20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1/att/B11303012020AN20B0100.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opulationReport.pdf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5/att/B9XX0005C2019AN19C0100.pdf
https://www.lcsd.gov.hk/tc/facilities/facilitieslist/parks.html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istrict.do?ftid=26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istrict.do?ftid=161
http://www.pof.org.hk/accessibility-search.php?building_type=18&location_id=&sub_location_id=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t/index.php
https://www.td.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consultation_papers/transport_department/index.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global-elements/estate-locator/index.html
https://www.hkhs.com/tc/our-business/property-detail/id/4/type/2/house/1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11/List_of_DE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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