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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上了年紀的人士在步入晚年的過程中生理及智能需要的轉變，為他們設計及管理安居之所，以便他

們頤養天年，將成為下個世紀的重要工作。為長者建立關懷呵護的環境，實在有賴體貼設計和適當的護理

管理設施，而並非興建老人院舍。 
 

 我們不可能有單一種長者住屋模式，可以切合每一種文化或經濟情況。參考過往所推行及經過考驗的模
式，可以從中學習並找出在適用於個別情況的特點。失敗和證實不合適的模式，往往比成功的例子提供更

多可資借鑑之處。參考歐洲及美國眾多例子，更可以擴展視野。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去選擇在甚麼地方居住終老。因為居所未能顧及晚年種種需要而被逼他遷，這是一種

失敗。失敗的不單是建築物的結構，還有護理服務。長者需要個人居住的地方以及護理服務，以配合他們
晚年各類不同需要，避免他們過早要在院舍式環境中過活，這個需求已日見明顯，尤其是在英國。 

  

 服務提供者及建築師必須明白，現今社會已不能接受制度化的規律或制度化的環境。為一些雖然年紀不
輕，但在心理和在體能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仍然追求豐盛生活的正常人提供居所，才是目標所在。最重要的

是，我們的居所，並非為那些捱日子虛度餘年的人設計住屋。妥善、有創意的居所設計，不單有助住客保
持身心健康，而且更能擴闊他們的生活圈子，培養獨立自主的精神，使他們對生活感到滿意快樂。 

  

 輔助起居生活的長者住屋模式，是設於專為坐輪椅人士設計的公寓式住宅單位。這個模式的護理計劃及
單位內的活° 空間是專為體弱多病的年老人士而設。這種長期護理服務住宅模式，發源於荷蘭及北歐，其
後，為美國所採用及發揚光大，而現在英國亦廣泛推行這個模式。 
  

 外在環境雖然只是一項原素，但很可能是關鍵所在。訪客及負責照顧長者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心情都會

受到建築物設計影響。假如建築物屬院舍式設計，他們很可能會按院舍式的規律辦事，以家長的姿態，憐
憫住客，令住客自覺風燭殘年，但住客需要的並非這種同情和照顧。 

  
 建築師一手包辦的工作，包括整體規劃以至最後的細節。我們必須經常警愓自己，我們正在設計別人的

居所，即使這個居所只是眾多房間中的其中一個狹小寢室。家居與院舍的規模並不相同。「一個以上」的

設計對象，往往令建築師的設計構思因循於固有框框。這種失誤在不少發展項目中比比皆是，諸如無謂的
重複、誇張的規模、缺乏小型家居項目、裝飾單調乏味及照明質素等。俯拾即是的例子包括氣氛嚴肅的公

眾空間、闊度一致的長走廊、沒有景致可看的大塊透明玻璃、不必要的雙重大門、嚴肅的公告及炫目光管
等。即使說這些都是視覺效果，但這些視覺效果是因為冷漠的規劃和對老弱人士的需要完全誤解所致。 

  

 設施項目的詳細設計，例如扶手桿、坡道、召喚系統及小五金配件等，無疑十分重要，但是老弱人士，
即使只是眾人中的一員，他居所內關乎人性及情緒方面的設計準則，也應留意。 

  
 一般由房子或住宅單位組成的地區，若干戶即形成一個社區。護老院中應以約8至12個住客房間為一組，

形成相若的社區。居住在護老院的長者，大多愛人群體生活，也喜歡轉個彎可以見到別具特色的擺設和燈

光，而且都是自已熟悉的，與其他地方不盡相同，令他們很有歸屬感。這些環節，都有可以借鑑的地方。 
 

 大群住客組合起來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往返路線的長短。對於每分鐘只能步行4.5米的老弱人士而言，
前往25米外的中央飯廳，單一程便需時6分鐘，然後又需同樣時間折回。這可以是很好的運動，但對於行動

不便、呼吸系統或心臟有毛病的人，卻是非常吃力的運動。 

  
 樓宇內的空間，應小心界定為私人、共用、公眾、員工或公用設施等不同地帶，讓住客擁有個人天地，

也防止有人擅闖私人地方。員工及公用設施地帶另設一處，有助消除院舍感覺，同時保持住宅佈置。 
  

 對於基本上無法往外走的人士而言，觀看外間世界的重要性實不容低估。年老人士在得到關懷、飲食和

乾爽的安睡之處後，隔離的感覺便成為最大的敵人。他們放眼的地方，應該是有活動的地方，而不是日日
如是的不變景致。 

  
 謢老院中住客居處附近設置小型休息室比大型起居間為佳。各起居室應該小心設計，提供地方及小角

落，以便住客可分小組促膝長談，而不是在室內各據一方而坐。休息室及飯廳必須寬敞，以便要 賴輔助工
具或輪椅行走者，可以隨意往來，不必因妨礙別人而感到過意不去。 



 

未來的護老服務 
 展望未來，護老服務須因應人口日漸老化的需要，提供更大支援和關懷，讓長者在晚年仍盡可能獨立生
活。法律和人口的變化，定當有利新形式護老院舍出現，使人「老有所依」，毋須入住院舍便可獲取所需

護理服務。 
  

 英國在設計護老設施方面汲取了豐富知識。現已眾所周知的是，提供護理服務者要迎合未來的需求，便

得密切留意下列各點： 
 

1. 下一代的房屋和護理設施在多方面都與以往不同，最大分別在於私營和志願機構會負責大部分的新計
劃，政府資助的建設計劃則相對減少。 

 

2. 用者及其家人有更大期望，並且會更多提出意見，這是由於累積了經驗和選擇增多而令市場受益所致。 
 

3. 日後市民對於更高水平的房屋、教育及福利，比前人更加習以為常，他們希望可享受消費者應有的舒適
生活和日常所需。此外，這類房屋的住客人口會漸趨老化，因而改變對建築物和管理服務內容的要求。 

 

4. 新發展項目的「可供應用」地點可能很快用罄，屆時發展商或須考慮重新使用甚或至重建現有樓宇，或
者改善現有的房屋設施。在市區方面，人們會逐漸接受設於高樓大廈的護老設施。 

 
5. 未來需求方面，隨著體弱及長期有病的老人增加，雖然護理設施仍有其必要，但由於社會日漸轉向社區

護理，某些類別的護老設施將會供過於求。 

 
6. 儘管其他方面會有看來頗為理想的模式，但新發展項目，在建設成本與運作開支上必須是可以負擔得來

和實際可行。這個問題實有賴設計、銷售、º 督、管理和使用有關設施的人士群策群力，並提出創新意
念，方可解決；期間，嶄新模式的護老居所又會相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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