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馬耀鋒議員

關注本澳長者家庭的支援規劃

　　根據《澳門人口預測2022-2041》，本澳老年人口比例於2020年超
過14%，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老齡社會」，並預計於2029年超
越21%進入超老齡社會[1]，可預見長者安老及照顧將成為亟待解決的社
會議題。尤其是2021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65歲及以上的獨居長者戶
有9,430戶，而65歲及以上的兩老家庭亦超過萬戶[2]。本人雖認同政府聯
合社會團體，為長者提供適切支援的做法，但相關服務網絡如何有效觸
及長者群體，避免其成為隱蔽而孤獨的一群，則需要社會和政府共同努
力及關注。

　　正如政府當局多次強調，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在於加大力度發掘社
區內的隱蔽長者，日前口頭質詢時亦表示將聯同社服機構開展大規模普
查活動，掌握全澳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的數據和情況，工作方向值得肯
定。惟早前亦有社會意見指出，政府2018年構建的「獨居長者及兩老家
庭服務使用者資料庫」，其長者錄入率偏低，而政府2023年透過資助專
項計劃主動發掘潛在個案，成效同樣不顯著[3]。情況再次突出相關群體
的高隠蔽性，當局有必要透過更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如透過社保機制
每年收集長者群體資料的渠道，或來年人口中期普查的契機，以進一步
擴大覆蓋面，追蹤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的數據及其變化情況。

　　另外，針對近年偶有發生本地及鄰近地區獨居長者或兩老家庭，在
家中離世一段時間後才被發現的情況，當局於去年初表示將聯同衛生局
開展合作，為其院後開展轉介支援跟進服務，而參考現有資訊相關計劃
一直在研究和制訂當中[4]， 期望當局能透露有關措施的最新研究情況。

　　最後，由一名或兩名年長父母以及一名45歲或以上有智力障礙者組
成的「雙老」，甚至「三老」家庭，其生活及照顧等問題需要社會和政
府更多關注和重視。根據國際研究指出，智力殘疾者的身體老化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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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早約二十年（即45歲），且老化的轉折點從35歲開始尤為明顯，身
體機能老化無疑加重年長父母的照顧壓力；加上澳門社會老齡化的情況，
上述照顧問題將會更加凸顯。隨著《2016至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
即將結束，除增加院舍供應，以及提供照顧者津貼外，當局在下一階段
如何結合規劃的制定，以及獨居及兩老家庭服務的中長期規劃，提供主
動的支援配套措施，期望當局能一併考慮。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政府表示將聯同社服機構面向獨居及兩老家庭開展大規模的普查活動，
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同時透過社保機制每年收集長者群體資料的申請措施，
以及來年人口中期普查的契機，進一步加大相關長者群體的觸及率？

2. 針對政府於去年表示將聯同衛生局開展獨居長者離院後的轉介支援計
劃，請問相關計劃目前制訂的進度為何，又將於何時實施？

3. 針對由長者父母及年長智力殘疾者組成的「雙老」或「三老」家庭，
請問當局會否考慮針對相關群體制訂本地標準，以精準劃分支援對象？
同時，請問當局又會否藉下一階段《康復十年規劃》，提供一系列主動
且相配合的支援措施，並為智力殘疾者提供專項養老保障及機制，為其
老化問題提供實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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