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編號： HA 8/2018

香港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香港房屋委員會配合政府「居家安老」政策的各項政策和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委員有

關房委會為配合政府「居家安老」政策而現正推行的政策和措施。

背景

居家安老  

2. 隨着香港長者人口迅速增長，政府的政策是「居家安老為

本、院舍照顧為後援」。只要有足夠的社區照顧及支援，很多有長期護理

需要的長者仍可繼續留在家中安老。為此，政府的目標是加強社區照顧

服務，讓長者可盡可能於社區生活，減少不必要入住院舍。目前，政府

已在社區層面提供一系列以中心為本和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3. 從更長遠的規劃角度而言，配合「積極樂頤年」、「居家安

老」及「跨代互助」建立長者友善的環境，是《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

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中提升宜居度的重要元素。為配合迅速增長的長者

人口的需要，預早規劃實在不可或缺。於規劃發展時，我們需預留空間

予日間護理中心和安老院舍；提供足夠有質素及可容易到逹的公共空間

以滿足長者的社會、悠閒及康樂需要；引入安全過路設施，以確保通道

暢通無阻；以及在公私營住宅發展、公共空間及社區等推廣「通用設計」

概念。此外，更要把「動態設計」的概念融入社區，例如興建步行徑及

單車徑，鼓勵市民多做運動，以使他們晚年依然體魄強健。

長遠房屋策略  

4. 政府於  2014 年 12 月公布新的《長遠房屋策略》（下稱「《長

策》」），是自 1998 年以來首份在房屋方面的長遠策略性文件。《長策》制

定多個策略方向，以期逐步扭轉目前房屋供求失衡的局面，包括提供更

多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單位、提供更多資助出售單位，以及穩

定住宅物業市場等。



 

 

 

 

 

 

 

 

 

 

 

 

 

 

 

 

 

 

 

 

 

  

 

     

                                                 

  

 

 

 

 

 

 

  
 

     
 

  

 

5. 長策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會」）於  2013 年 9 月就《長

策》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詳細探討社會上特定羣組（包括長者）
註 1

的住屋需要 。督導委員會特別留意到，政府的安老政策是鼓勵長者居
家安老，並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為原則。考慮到房委

會在公屋編配、屋邨設計及提供支援設施方面的工作，督導委員會建議

房委會繼續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配備適當設施而可負擔的出租房屋，並

繼續在「居家安老」的原則下，完善公屋編配政策。督導委員會並不主

張為長者公屋租戶興建專門設計的大廈。  

6. 至於專為中高收入長者設計的房屋（例如由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房協」）為中等收入長者而設的「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或其

他為中高收入長者而推行的社區計劃或市場主導計劃），則只應在有所需

的土地資源時方予支持。房協目前正在營運兩個「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

項目，即將軍澳的樂頤居和佐敦谷的彩頤居，合共提供  576 個單位及其

他附屬設施，例如安老院舍。鑑於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不足以應付各年

齡組別內的中低收入住戶的需要，政府只會於有合適用地時，按個別情

況支持及協助房協自行推展的「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項目。  

7. 在公眾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中，回應者普遍認為香港

的人口正在老化，並認同政府「居家安老」的政策，以及房委會所擔當

的 角 色， 即為 合資格 低 收 入 長 者 提供配 備 適當 設施 而可負 擔 的 出 租 房

屋。另有回應者認同房協在提供長者住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8. 考慮到督導委員會的建議及公眾諮詢的結果，《長策》訂立

的願景是協助香港所有住戶入住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有見及此，在考

慮長遠房屋需求時，《長策》的推算方法旨在評估在長遠而言，要讓所有

住戶均居於適切居所而需要的新房屋單位總數。《長策》的政策方向和措

施亦適用於所有住戶類別，包括長者。參考《長策》，政府現行的房屋政

策是為所有市民，而非特定年齡組別（如長者或年輕人）提供房屋。

房委會的政策和措施  

9. 房委會是根據《房屋條例》於  1973 年 4 月成立的法定機構，
註 2

其職責為確保向特定類別人士提供房屋 。房委會的機構願景是為有住

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並透過推出資助出售單

位

註 1 請參閱  2013 年 9 月公 布的《 長策 》諮詢 文件 第  5 章及  2014 年 2 月 公布的《長

策》公眾 諮詢報 告第  3 章。這些 文件可 於運 輸及房屋 局網站

（ h t t p : / /www. t hb . gov . hk / t c / po l i c y / hous i ng / po l i c y / l t h s / i ndex . h tm）閱覽。

註 2 《 房 屋 條 例 》 第  4 (1 )條 指 出 ：「 委 員 會 [房委 會  ]須 根 據 本 條 例 行使 其 權 力 和 履

行其職責，以確 保向委 員會決定 並經行 政長 官批准的 各類或 各種 類人士，提供

房屋和提 供委員 會認 為適合附 屬於房 屋的 康樂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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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為向這些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優質房屋，

房委會致力締造長者宜居及無障礙的屋邨環境，照顧不同年齡及身體能

力的居民的需要。

長者住屋和老人住屋  

10. 以往，房委會曾推出長者住屋和老人住屋等為長者而設的
註 3

計劃，惟效果未如理想。長者住屋 屬特別設計、設共用設施的院舍式

公共租住屋，但這類單位不太受歡迎，而且空置率高。因此推行了一個

逐步轉型計劃，將空置率逾  30% 的一型設計長者住屋大廈，和空置率逾  
50% 的二型／三型設計長者住屋大廈改建為一般公屋。老人住屋則於八十

年代推出，當時公共屋邨尚未有一人單位。在該計劃下，一些公屋大廈

內的合適處所會被編配給一些志願團體，讓其安排三名至四名長者共住

一個需共用設施的單位。不過，由於長者不願共住這類需共用設施的單

位，所以老人住屋也跟長者住屋一樣，不太受歡迎。

為長者公屋申請者和長者租戶提供的支援  

11. 為照顧長者公屋申請者和現居長者租戶的需要，房委會現

正實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公屋申請  

12. 對很多有需要的住戶而言，公屋是最便捷、穩定及容易負

擔的安老居所。房委會實施多個賦予長者公屋申請者優先資格的住屋計

劃，這些計劃包括：  

(a ) 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

年滿  58 歲或以上的高齡單身人士可在這個優先配屋計劃下

申請公屋，惟在配屋時必須年滿  60 歲。  

(b) 共享頤年優先配屋計劃

兩位或以上年滿  58 歲的人士，如同意於獲配公屋後共住一

個單位，即符合資格在這個優先配屋計劃下申請公屋。無

親屬關係的成員，須於申請表內一同簽署或蓋章。當全部

成員均年滿  60 歲後，才會獲安排配屋。

註 3 長者住屋 設計共 有三 款，即一 型設計、二型 設計和三 型設計。長者 住屋一型 設

計是最早 期的設 計，以 內部間隔 把一般 住宅 單位分隔 為兩個 至四 個較小單 位，

廁所和廚 房設施 則共 用；二型 設計則 有共用 廚房和廁 所設施；三型 設計在單 位

內設有獨 立廁所 ，但 廚房設施 則需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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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

在這個計劃下，有年長家庭成員的合資格公屋申請者可享

有六個月的輪候時間優惠。視乎申請者的選擇和房委會的

資源，年青家庭及其年長父母／受供養的年長親屬可在任

何地區共住一個單位，或分別入住非市區地區的兩個就近

單位，以便互相照顧。

註 4
13 . 長者一人申請者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 為 2.6 年，而相對一

般申請者（即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則為  4.6 年。

為現居租戶推行天倫樂計劃  

14. 為配合政府促進家庭和諧共融的政策，鼓勵年輕一代照顧

年長父母並與他們同住，房委會在  2007 年及  2008 年間推行了以下計劃，

協助建立以家庭為核心的支援網絡，貫徹「居家安老」的精神。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約有  48 540 個家庭受惠於這些安排。  

(a ) 天倫樂調遷計劃

居於不同區議會分區的公屋租戶可申請遷往其子女／年長

父母現居或附近的屋邨，以便互相照顧。計劃的調遷配額

為每年  1 000 個單位。  

(b) 天倫樂加戶計劃

如符合「一個家系」的規定（即長者租戶只能與一名已婚

成年子女的家庭同住），並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及住宅業

權審查，公屋長者租戶可在戶籍內加入一名成年子女及其

家庭成員。  

(c ) 天倫樂合戶計劃

居於公屋的年青租戶可與年長父母或受供養的年長親屬合

併戶籍。如資源許可，合併戶可選擇遷往任何地區的公屋

單位。

註 4 輪候時間 是以公 屋申 請登記日 期開始 計算，直至首次 配屋為 止，但 不包括申 請

期間的任 何凍結 時段（ 例如申請 人尚未 符合 居港年期 規定；申請人 正等待家 庭

成員來 港團 聚而 要求 暫緩申 請； 申請 人在 獄中服 刑等 ）。一般 申 請者的 平均 輪

候 時 間 ， 是 指 在 過 去  12 個 月 獲 安 置 入 住 公 屋 的 一 般 申 請 者 的 輪 候 時 間 平 均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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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設計及設施  

15. 長者由於身體機能退化，或甚至行動不便，可能需要合適

的實際環境，才能自行安全地料理生活起居。這些配套包括屋邨內的無

障礙通道及合適的家居間隔和設施。為回應長者的需要，房委會落實了

一系列措施。

通用設計  

16. 房委會自  2002 年起，在新建公共屋邨的住宅單位和公用地

方，陸續採用了「通用設計」的概念。「通用設計」的主要元素包括各類

於公用地方和單位內的無障礙設施，包括在適當地面鋪設防滑地磚、預

留 日 後安 裝扶 手 的空 間 、洗 滌盆 ／花灑 的 水龍 頭 和 門柄採 用 推桿 式 開

關，以及使用較大的燈掣和門鐘按鈕，並將其安裝在易於觸及的高度。 

17. 現有公共屋邨方面，房委會透過無障礙通道改善計劃、升

降機現代化計劃及加裝升降機計劃，在室外及公用地方完成設置多項「通

用設計」設施。至於個別公屋單位，房委會亦已提供調適工程，為長者

或殘疾人士租戶進行特設的改裝，以配合他們的需要。 

18. 於 2002 年推行、耗資  3.3 億元的無障礙通道改善計劃，進

行了各項改善工程，例如改善升降機控制按鈕的設計、在升降機門加裝

偵測裝置、在升降機廂內加裝扶手、發光的視像顯示器和聲音訊號、改

善行人道、及加設扶手和觸覺警示帶。上述工程均已竣工。  

19. 房委會亦陸續更換所有老化的升降機，同時在可行的情況

下為沒有升降機到達的樓層加裝升降機。升降機現代化計劃自  1990 年代

推行以來，房委會先後完成了 1 000 多部老化升降機的現代化工程，去年

則更換了 107 部老化升降機。房委會計劃在未來六至七年更新約 30 個公

共屋邨內約 500 部升降機，預計耗資  10 億元。此外，自 2008 年推行的加

裝升降機計劃後，已在 32 個公共屋邨完成加裝  83 部升降機。

公屋單位的改裝工程／調適工程  

20. 凡現居租戶／準租戶為長者或家中有年逾  60 歲的成員，房

委會會為他們進行所需改裝工程／調適工程，並悉數承擔工程費用。如

有需要，房委會會就合適的改建工程徵詢物理治療師或醫生的意見。改

善工程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擴闊門口並設置斜道、在適當地面鋪設防滑

地磚、將浴缸改為淋浴間、在浴室加設扶手，以及加高露台的地台使之

與客廳地面齊平等。如該等工程申請是於入伙前或入伙期間提出，房委

會會迅速處理，以協助有關家庭及早入住公屋單位；如有需要，更會考

慮把租約的生效日期延至竣工之後。倘若單位受其他限制不能進行該等

工程，或租戶因身體狀況而有需要入住空間較大的單位，房委會將安排

租戶調遷至其他合適的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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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因環境限制導致單位不適合進行調適工程，長者租戶可

與家人申請邨內調遷，或申請特別調遷往邨外另一個單位，而且無需通

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和住宅業權審查的資格審核程序。房委會會按個別

情況考慮有關申請，並作出適當安排。  

22. 礙於舊大廈類別的面積和間隔所限，於翻新已回收的公屋

單位時進行大規模改建，從而納入大部分「通用設計」元素，也許不受

個別公屋申請者歡迎。倘若他們發現單位並不合適，或會拒絕接受一次

編配。從實際經驗所知，長者申請者和殘疾人士往往有特殊需要，在徵

詢物理治療師的意見後，其單位可能要進行特設的改裝工程。調適工程

一般可在兩至五個星期內完成，並會納入最受租戶歡迎的「通用設計」

元素，包括推桿式水龍頭、可調節花灑頭，以及將浴缸改為淋浴間。與

此同時，房委會會致力把翻新回收單位的所需時間維持於  44 日的目標，

以配合租戶的需要。

長者健體設施／器材  

23. 現時，公共屋邨約有  1 800 套長者健體設施／器材。這些專

為長者租戶而設的設施包括太極揉推器、關節健身架、健體步行機、及

腳底按摩徑等，都是供他們舒展肌肉、強身健體之用。此外，房委會計

劃在長者租戶比例較高的  102 個公共屋邨逐步增設各種康樂設施。截至  
2017 年 12 月，房委會已在  94 個公共屋邨展開這類設施的安裝工程，預

計所有有關工程將於  2019 年 3 月完成。

寬敞戶政策

註 5
24 . 現行租約規定，寬敞戶 須遷往房委會認為面積適合其家

庭人數的公屋單位。將寬敞戶調遷至適當面積的較小單位，無疑可騰出

較大單位以編配予有需要的家庭。然而，房委會亦一直顧及長者和殘疾

人士適應新環境的困難，亦容許長者於一直居住的單位安老，不會要求

他們調遷。因此，凡家中有殘疾成員或 70 歲或以上年長家庭成員的住戶，

均會從寬敞戶名單中剔除；至於家中有介乎  60 至 69 歲年長家庭成員的

住戶則會被置於寬敞戶調遷名單的最後位置。截至  2017 年 9 月底，有最

少一名  70 歲或以上家庭成員的公屋住戶的平均居住空間為每人  14.4 平方

米；除去這些住戶，有最少一名  60 至 69 歲家庭成員的公屋住戶的平均

居住空間為每人  13.4 平方米。全部公屋住戶的有關數字則為每人  13.2 平

方米。

註 5 租戶在承 租公屋 單位 後，若因 家庭成 員遷出、離世、結婚、移民等 原因而刪 除

戶籍，使 餘下的 家庭成 員享有的 居住面 積超 逾既定的 編配標 準，便 成為「寬 敞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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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援助  

25. 全長者家庭租戶（即所有家庭成員的年齡均在 60 歲或以上）

可在簽訂租約時申請豁免繳付租金按金，或申請退還租金按金。此外，

在租金援助計劃下，收入低於公屋入息限額  70% 或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過  
18.5% 的長者家庭可獲減一半租金。

房屋以外的服務  

26. 房委會會於可行的情況下與服務提供者合作，以提升健康

護理的相關意識、加強互助精神，並為長者租戶在公共房屋社區中締造

和諧的生活環境。  

27. 舉例來說，房委會一直支持非政府機構（例如理大─梁顯

利流動結合保健中心）及衞生署轄下的口腔健康教育組的工作，為長者

租戶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和健康教育／推廣服務，以推動「積極樂頤年」

和宣傳預防疾病的信息。房委會亦支持慈善機構（例如仁愛堂、博愛醫

院、東華三院）在公共屋邨內提供「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另一個例

子為，現時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家庭可在市場上選用任何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緊 急 召 援 系 統 服 務 ， 並 以 實 報 實 銷 形 式 獲 發 一 筆 最 多  
2,500 元的特別款項，用以繳付一次過的安裝費用。

結論  

28. 政府和房委會一直以一般公屋申請者平均約三年獲首次編

配單位為目標，並會不遺餘力縮短長者和家庭申請者的公屋輪候時間。

為此，增加公屋單位供應至關重要。房委會的首要工作仍是善用已覓得

及現有的公營房屋用地，務求盡快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29. 與此同時，房委會會繼續推行上述政策及措施，以配合長

者公屋申請人及租戶的需要。房委會會因應公屋住戶人口老化的情況，

繼續研究新措施，以改善長者租戶的居住環境，並會徵詢持份者的意見，

確保有關措施適切有效，並能滿足長者租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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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參考  

3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房屋委員會秘書郭慧玲

電話： 2761 5003

傳真： 2762 1110

檔號 ： HD 3-4/RD/6-20/15/3

（屋邨管理處）

發出日期 ： 2018 年 2 月 2 日

副本送：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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