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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下稱“策導小組”）的積極努力，民間機構以及社
會各界的共同協作下，“2016至2025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下稱“行動計劃”）
的中期階段（2018至2020年）措施得以有序開展和逐步落實。截至2018年底，策導小組
已累計完成共61項的中期階段措施，成果豐碩。

為了讓市民了解行動計劃的各項工作，策導小組透過每半年出版一次的《長者服務十
年行動計劃資訊報》，向社會大眾介紹各項措施的最新執行情況，同時藉此提升社會大眾
對人口老齡化的關注，結合個人、家庭、社區、政府和社會整體等多方力量，構建“老有
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

策導小組於2018年11月13日在政府總部多功能廳召開該年度第二次全體會議，由
策導小組副組長、社會工作局黃艷梅局長主持。主要議程包括：簡介中期階段（2018至
2020年）執行情況、報告2018年度的工作成果及未來兩年的重點工作和相關規劃、討
論《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統籌和協作機制的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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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全體會議

第 三 期
（2019年4月）

前���言

* 策導小組由13個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社會工作局、統計暨普查局、勞工事務局、

   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文化局、體育局、社會保障基金、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土地工務運輸局、

   房屋局及交通事務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6至2025年

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



行動計劃整體執行概況

策導小組已按序開展了 141 項中期階段（2018 至 2020 年）中的 106 項措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計完成共 61 項措施。策導小組在未來兩年內將逐步完成或落實
餘下之 80 項的中期措施，並將於 2020 年後隨即進行中期評估，屆時策導小組將視乎長者
需要及社會發展，適度調整及制訂100項長期措施（2021至 2025年）的具體執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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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階段的重點成果

 一、“醫社服務”範疇

社會工作局資助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推出“戶外緊急呼援服務”，為包括失智症
患者、智障人士和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出行的保障和戶外的緊急支援服務。有關服
務於2018年9月至11月試行運作，邀請了義工、失智症患者和智障人士等參與測試，
並於12月正式投入運作。

推出“戶外緊急呼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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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衛生局開展外展專科醫
療服務，目前向兩間受資助的安老院舍提
供專科的門診治療及照顧的培訓，旨在加
強病人出院後的持續照顧，從而降低安老
院舍長者到急診就診和入院的風險。截至
2018年12月，服務量約600人次，整合專
科門診100個。此外，提供臨床指導與諮
詢近1,950人次，支援熱線亦提供515次的
諮詢與跟進服務，大大減少了病患再回醫
院急診的風險，反映專科外展醫療服務取
得一定成效。

為提升市民查詢申請安老院舍的申請進度、服務分配結果及輪候次序等資料的便利
性，社會工作局於2018年11月15日推出“統一評估及中央轉介機制輪候資訊平台”

建構“統一評估及中央轉介機制輪候資訊平台”

外展專科醫療服務

特區政府自2016年起推行失智症政
策，訂立“早期預防、早期發現、早期診
斷、早期治療、早期支援＂的政策目標，
加強社區宣傳教育，成立失智症診療中
心，構建無縫的醫療和社區照顧體系，推
動團體共同構建失智症友善社區。為加強
對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的支援，衛生局於
2018年12月15日在青洲衛生中心成立失智
症支援中心，通過跨專業合作的協同效
應，為輕中度失智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個
案諮詢、團體衛教、訓練課程，及非藥物
治療等服務。

失智症支援中心



4

 二、“權益保障”範疇

《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法律生效

長者理財講座

由體育局和澳門長者體育總會合辦、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和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協辦的“2018全澳長者運動日”，已於
2018年9月9日在塔石體育館圓滿舉行，吸引了約2,000人次參與。現場設有8項康體活
動及體質測試攤位，上述團體更進行了多項體育表演助慶，以及進行幸運大抽獎，讓
長者與家人一同享受運動帶來的歡樂，現場氣氛熱鬧歡欣。

2018全澳長者運動日

第12/2018號法律《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於
2018年11月19日起生效。社會工作局自2018年10月
起舉辦了多場《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專題講解
會，加強公共部門人員、社會服務機構主管、專業和
前線服務人員、服務使用者（尤其長者）等對法律的
了解，累計約有550人出席。社會工作局將持續進行法
律的普法宣傳工作，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和講解會，
提升社會大眾對《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的認識。

社會保障基金於2018年11月先後到工聯松柏之
家、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匯暉長者中心及筷子基
耆康中心舉辦一連四場“我是醒目老友記”長者理財
講座，向長者介紹本澳的養老保障及提供正確的理財
知識，讓其學會如何善用財富安享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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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參與”範疇

由勞工事務局與社會工作局合辦，社會保障基金協辦的“聘僱長者僱主嘉許計
劃”，目的是對聘用長者僱員的商戶、機構或單位作出表揚，藉以促進社會各界對長者
的工作經驗及就業能力的欣賞和認同，為長者提供更多合適的就業機會。2018年9月27
日舉辦了有關計劃的嘉許禮，共有63位僱主獲嘉許，相關僱主分佈在多個不同的行業
類別（包括：物業管理業、餐飲業，博彩及酒店業等），合共聘用超過1,700名長者。

“聘僱長者僱主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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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共創耆職長者社企資助計劃》
為支持具工作意願和條件的長者繼續就業，社會工作局於2018年11月推出《共創

耆職長者社企資助計劃》，透過財政資助的方式，支持成功申請的社團創立適合長者的
就業崗位與工作環境，支持長者實現老有所為。

第二屆“長者導師培訓”課程

課程由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與社會工作局合
辦，目的是為有興趣成為活動班組或課程導師的長
者提供相關的教學技巧及知識培訓，使他們具備教
學的條件和能力，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會，實踐
“老有所為”的生活理念。本屆共錄取了13位長
者，課程已在2018年10月至11月上課，並將安排學
員到長者中心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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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3日，由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與
高等教育局大學生中心共同合辦“新「耆」相縫”
活動，目的是透過耆青兩代交流，使年青學生了解
長者以往的生活點滴。來自本澳各高等院校的30多
位學生參加了活動，四位長者學員透過簡報及即場
教授年青學生製作針線包、編織及絲襪花等傳統的
小手工等。

文化局轄下公共圖書館於2018年10月至11月分
別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及沙梨頭圖書館舉辦“移動設備
操作系統設定及應用課程”及“移動設備拍攝技巧及
編輯課程”兩個資訊科技課程，有關課程以長者為主
要對象，課程內容分別介紹手機或平板電腦之日常使
用及應用程式，以及介紹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拍攝及
編輯的技巧，以鼓勵長者接觸新媒體並使用網上公共
服務及網上資源，課程共吸引142人次參與。

“圖書館e學堂”課程

為支持長者持續學習，以改善身體機能及提升
生活素質，教育暨青年局自2012年推出“支持長
者及殘疾人士學習”資助計劃，以滿足長者的學習
需求，豐富長者的晚年生活。
考慮為長者及早做好生涯規劃及退休準備，教

育暨青年局修訂該計劃對象的年齡，將其下限調整
至55歲，為巿民準備進入長者階段作更充份的預
備。
新規定已於2018年7月正式生效，凡以年滿55周歲澳門居民為服務對象的不牟利

持續教育機構、社區組織或社團，其開辦有利提升上述人士生活素質的課程，均可參
與此項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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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資助計劃

“新「耆」相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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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與文化局澳門藝術博物館合辦，共有12位長者書院
西畫班的學員參加。活動包括展品欣賞、導賞技巧觀摩、寫生、“變遷中的風景—藝
博館澳門水彩畫展”實踐體驗等，讓長者書院的學員體驗成為藝術大使。

“藝海傳耆—藝術欣賞及實踐體驗”活動

 四、生活環境範疇

全面檢視無障礙的士數量及應用情況，研究增加無障礙的士數量

特區政府於2018年4月21日推出巴士票價調整
方案，其中持有效長者卡的人士可免費乘車，以體
現特區政府對長者出行之關懷。

特區政府於2018年8月開展不多於200部八年
期限之經營的士客運業務特別准照（即特別的士）
公開競投，並分別提供不少於5部無障礙的士及不
少於10部大型的士，以回應包括長者在內的居民出
行訴求。

檢討“長者車資優惠計劃”



8

編　　者：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
出　　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
出版日期：2019年4月
書刊編號：IAS/C-PUB-02/DI-03.2019-3,000exs

澳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網：www.ageing.ias.gov.mo

澳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站手機應用程式：

持續推廣及鼓勵《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的應用

於2018年11月1日舉辦“應用《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嘉許活動
2018”，表揚各參與單位為無障礙環境作出貢獻，獲嘉許的單位共20個政府部門及
54間受資助機構，於2018年合共開展了1,003項，共6,835次的無障礙建設工作。 

隨着東望洋街行人天橋已使用多年，加上社會發展對無障礙通行有迫切的需求，
以及配合特區政府致力創造無障礙步行環境的規劃，在上述天橋加裝無障礙設施，以
優化該區的步行及過路條件，工程已完成並開放市民使用。

東望洋街行人天橋機電設施改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