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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支援, 珠澳合作及銀髮產業的發展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公 佈 的 資 料 顯 示 ， 2 0 2 1 年 1 2 月 底 澳 門 總 人 口
為683,200人，其中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12.2%，澳門即將步入老齡
社會。而2021人口普查初步結果顯示，2021年8月澳門總人口為682,100
人，較2011人口普查增加23.5%；過去十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1%。
與2011年比較，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大幅增加1.07倍至82,800人，
老年人口撫養比率由十年前的8.9%增至16.6%。從2021年人口普查中與
長者人口相關的結果可見，澳門亦正逐漸發展成為超老齡人口社會。
 
　　今年二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
系規劃》，首次提出大力發展銀髮經濟，包括發展壯大老年用品產業，
促進老年用品科技化、智能化升級，有序發展老年人普惠金融服務等。
對澳門來說，進入老齡社會和超老齡社會，是挑戰也是機遇，隨着大灣
區、橫琴粵澳深合區的持續發展，在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
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四大產業的基
礎之上，可同步發展與四大產業都可以有所聯繫的銀髮產業，藉此整體
規劃及研究銀髮產業的發展，既滿足未來長者整體生活需求，也形成長
者經濟。澳門和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兩者優勢互
補發揮協同效應，不僅有利於滿足澳門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還可激活
大灣區醫療養老産業，達到互利共贏。隨着橫琴粵澳深合區的不斷發展，
特區政府可積極與內地商討，研究以橫琴為試點建立珠澳合作養老機構，
甚至以橫琴的醫院為試點單位，珠澳合作探索“醫養結合”的模式，為大
灣區其他城市作參考及示範。
 
　　針對老齡及超老齡社會的需求，除了醫療照護之外，另一個重點在
於生活照顧，有必要普及照顧服務、支持家庭照顧力量、提升照顧品質、
發展照顧服務的人力資源，而政府計劃今年內完成檢討“照顧者津貼先導
計劃”，並設立支援家庭照顧者的家居護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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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針對未來增設的支援照顧者中心，請問有關當局在照顧者的支
持服務方面，會否按區域特色、資源、照顧者的能力及個別需求，例如
在職照顧者、已離職的照顧者、超老主要照顧者、新手照顧者等，提供
多元支援模式，達到照顧支持服務的普及性與可近性，構建對照顧者友
善的政策與服務環境，真正紓緩照顧者的壓力，提升照顧品質？
 
　　二、由於澳門市場較細，不少產業都難以發展，即使投放大量資源
和時間順利起步，但由於收支不平衡，往往難以生存，銀髮產業亦不例
外。因此，請問有關當局未來會否參考長者社企資助計劃，研究推出銀
髮產業資助計劃，由民間提出產業內容，政府根據內容的實用性、可行
性和成效等決定是否提供資助，讓該產業能夠在澳門有效發展，應對未
來可能到來的超老齡化社會?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2 頁  共 2 頁

http://www.tcpdf.org

		2022-05-30T17:29:03+0800
	Ion Sang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