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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智慧養老為銀髮一族提供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隨著科技發展，當代都市人生活日趨電子化，大眾也愈發依賴智能產品，
致使智慧養老的新養老模式在各處興起。荷蘭的一所養老院已設置機器
人點亮長者晚年光景，帶領一眾行動不便且平均年齡超87歲的長者們鍛
鍊身體，進行體操互動。廣東省亦借助創新科技手段，在全省三甲醫院
開展互聯網醫療。除了往常的線下診治，還添設了線上問診，甚至拓展
了一站式送藥到家等服務，領域從中醫至專科廣泛覆蓋。
隨著澳門生肓率持續下降、逐漸邁向「高齡社會」，一系列的社會養老
問題如看護人手短缺、高齡門診供不應求等情況徐徐衍生。據2021人口
普查數據結果顯示，現時老年人口已佔總人口的12.1%，這預見未來醫療
需求大增，將浮現醫療體系急需的迫切性。
為應對老齡化問題，特區政府積極著開展智慧養老的規劃和工作。例如
在將於本年度竣工的長者公寓單位內引入智能家居、無障礙環境等配置，
並分別在護養院及長者中心兩所機構推行「安老院舍遠程門診醫療服務」
以作試點運行，採取視像門診形式來提供不間斷服務。過去亦曾出現長
者因前往醫院復診而被感染的情況，投入遠程醫療服務不但可解決患者
與醫生之間的物理空間、距離障礙，使問診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上的限
制，亦能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零距離問診」的服務。此項醫療+養老
模式的創新若能夠覆蓋至全澳的醫療機構，將有助緩解門診壓力及提升
患者便利性、降低受交叉感染的風險。
目前本澳的智慧養老產業還處於起步階段，發展尚未成熟，政府須持續
鼓勵養老新科技與本地醫療相整合。此外，當局還須擴主動為老年人提
供電子技術的操作科普，以提高他們對電子化的接受程度，及使用智能
手機、網絡服務，和其他電子設備的能力。這樣才可充分發揮科技效用，
在各層面上為「銀髮一族」創造更理想的健康照護。
智慧養老不僅是順應老齡化社會發展要求的創新，更關聯著長者的生活
品質和福祉。一眾長輩給予無私奉獻，竭盡所能地為後輩建設城市，後
人應藉此機會採取行動回報他們一生辛勞，讓其退休後用另一種方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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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渡過豐富、舒適的晚年生活。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如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針對「安老院舍遠程門診醫療服務」，政府有無詳細的未來發展規劃，1.
鼓勵將遠程門診服務擴大至全澳醫療診所和私人醫療機構，滿足長者
居家就診、問診的養老健康醫療需求？
政府未來除了在新城A區的安老院舍投入智能科技元素及設備外，2.
會否藉著此機會慢慢在舊區眾院舍投入資源，以達到全澳邁向智
慧城市的目標？
除了與科技型企業、機構合作，政府會否考慮提供資金鼓勵私營3.
部門研究和開發智慧養老的領域使相關技術配置普及化，以保障
居住在一般私人公寓的獨居長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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