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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養老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截至2020年澳門總人口為683100人，65歲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12.9%，按年上升1%[1]，人口老化情況
持續，老化指數升至97.1%。

　　目前，澳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階段，據《澳門人口預測2016-2036》
預測，本澳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在2026年上升到16.0%，在2036年更
會上升到19.9%[2]。按照這個人口變化趨勢，本澳未來的老齡化程度將
會不斷增加，並將相繼踏入老齡社會和超老齡化社會。因此，未來本澳
社會所需的長者服務和配套需求將會不斷提高，如何做好安老、養老及
護老，以達到「老有所養」、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將成為社會必須共
同探討的問題。

　　除了長者照護方面，疫情持續近兩年，居民心理壓力逐漸超負，當
中更以獨居長者猶甚。疫情期間，本澳接連發生多宗長者輕生事件，亦
有個案在家中倒斃多日才被發現，足見疫下長者的心理健康已成社會問
題，必須加強關注及重視。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第一，目前本澳共有23間長者院舍[3]，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住宿照
顧和護理服務，加上特區政府已在公共房屋及未來新城區等政府用地中
所預留興建的長者院舍及相關設施，以現時本澳的護理人員數量來說，
相關人手資源是否足夠？對此，當局未來有何應對規劃，以提高每所長
者院舍宿位與照顧人員的比例？

　　第二，疫情及老齡化趨勢加重的情況下，長者照護資源更為緊張，
有居民反映部分私人安老院舍收費過高，難以負擔；且各間院舍所提供
的服務水平、醫療及護理人員的專業水平各異，居民難以了解選擇。對
此，請問當局如何增加對這些私人院舍進行監管？當局未來是否有意引
進相關評核制度，讓公眾能夠根據相關評核結果、自身經濟能力及院舍
的服務項目等選擇合適的院舍，同時促進相關行業不斷優化，以配合本
澳的社會及老年人口發展？

　　第三，鑑於長者普遍對心理健康認識不足，即使發現問題亦求助無
門，特別是獨居長者，由於缺少親朋來往或社交途徑，往往社會發現問
題已是憾事發生之時。請問當局對此有何應對之策？如何提升社會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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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理健康的重視，從而發現更多具隱性心理問題的長者個案？

 

[1]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21》。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7a5969d6-7447-41bf-aa3
d-c324b7abdb0b/C_MN_PUB_2021_Y.aspx

[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人口預
測2016-2036》。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e7df9bb4-f55c-4c61-97ea
-b07798e5f2ec/C_PPRM_PUB_2016_Y.aspx

[3] 資料來源：黃潔貞議員於2021年7月13日提出之書面質詢的回覆，批
示編號：938/VI/2021。

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1-08/80790611cb8
64b2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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