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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範疇 醫社服務 

次範疇 防病及宣傳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衛生保健方面 

 於ȸ體育健康諮詢站ȹ為長者特別增設健康諮詢及身體狀況檢測服務，增強長者對自

我健康狀況的認知； 

 將ȸ體育健康諮詢站ȹ推廣至長者服務機構內，為長者提供便利的健康諮詢及身體狀

況檢測服務； 

 鼓勵長者培養運動的習ᄍ，包括加強長者體育鍛鍊的相關宣傳；加大推廣澳門系列健

身操當中針對 60歲及以上老年人群的身心特別創編的老年保健操，及開設大眾體育健

身興趣班，鼓勵長者恆常進行低強度的健身運動，保持關節靈活柔韌；  

 加強為長者開辦養生保健範疇的課程，以及為長者提供健康諮詢輔導服務，如透過澳

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及長者服務機構等開辦與健康相關課程，以及開展包括藥物安

全ǵ飲食營養ǵ心理精神健康及物理治療等諮詢服務； 

 加強透過不同形式宣傳渠道推廣均衡飲食ǵ適當運動及預防疾病等健康生活及防病訊

息，如於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ǵ學校及社會服務設施舉辦相關講座及工作坊；  

 將ȸᄌ性病自我管理培訓課程ȹ及ȸᄌ性病自我管理組長培訓計劃ȹ推廣至長者服務

機構，增強機構長者健康管理的能力； 

 轉ϟ經醫生或護士評估後會參與出院計劃的病人至衛生中心或受資助民間機構接受到

戶支援服務，以增加長者及其護老者對各科藥物的認識，提升長者用藥的安全度； 

 根據Ƞ2015 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有關長者體質監測的結果，為全澳長者作針對性地

開展相應的工作計劃；  

職業健康方面 

 加強巡查工作場所，監督場所設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減低長者工作意外受傷或患

上職業病的機會； 

 研究設計針對在職長者的職安健講座和宣傳刊物，以及加強長者職安健宣傳活動的深

廣度，協助和鼓勵僱主為年長僱員設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衛生保健方面 

 開展ᄌ性病監察工作，建立包括長者在內的本澳ᄌ性病發病率ǵ患病率和致病因素的

資料庫，持續收集和完善資料庫內各項資料，評估和監測本地由ᄌ性非傳染性疾病造

成的死亡狀況及主要危險因素，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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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長者服務機構推行自我健康管理宣傳教育活動，向市民推廣有關訊息； 

 檢討長者參與康體活動方面之成效，為未來設計及開辨更多元化和更適合長者參與的

康體活動提供參考依據，讓長者可以得到鍛鍊的機會和渠道，引導長者養成終身體育

的健康生活模式； 

 出版Ƞ2015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相關刊物並上載至網站，在整理ς收集之居民健康

數據的同時，深化公眾對本澳居民體質的認識，鼓勵其更多關注個人健康； 

 進行Ƞ2020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提升對居民之健康狀況的認識； 

 對居於社會房屋的長者開展抽查式入戶調查，以評估長者的社會ǵ經濟ǵ健康等狀況； 

職業健康方面 

 開展對家居護老者的宣傳教育，向其提供職安健培訓，以改善家居護老者對職安健的

認識，提升他們照顧長者的能力； 

 ϩ析本澳全年齡工作人士工作意外相關數據，探൨工作意外發生機會較高之行業，優

先為其編制工作指引，以期更有效保障僱員的安全； 

 根據長者僱員工作受傷及患職業病之數據，研究長者友善工作環境內容，為較多長者

從事的行業Ȑ如物業管理行業ȑ制定職安健的工作環境指引，減低長者工作時受傷的

機會； 

 整合及ϩ析長者工作意外受傷和職業病數據資料，更新針對年長僱員的相關宣傳教育

內容，使長者職安健訊息能緊貼社會狀況並適時調整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衛生保健方面 

 設立ᄌ性病監測信息機制，促進與醫療衛生相關之決策ǵ宣傳及評估，以進一步推動

醫療服務發展； 

 建立ȸ澳門長者健康生活專案ȹ，透過跨部門合作模式為促進長者健康生活開展專項

活動及系列計劃； 

 建立有效的資料庫和系統，增加市民對ᄌ性病傳染病的行為風險因素及早期病徵的警

覺性，通過全新及加強的預防措施減少居民的早逝及提高生活質素，長遠減少政府的

醫療負擔； 

 根據Ƞ2020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有關長者體質監測的結果，為全澳長者作針對性地

開展相應的工作計劃； 

 出版Ƞ2020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相關刊物並上載網站，整理ς收集之居民健康數據

同時，深化公眾對本澳居民體質的認識，鼓勵其更多關注個人健康； 

職業健康方面 

 收集及ϩ析長者工作意外受傷及職業病的數據，用於規劃及檢討針對年長僱員之職安

健政策，並適時更新有關條文及法規，務求減低有意繼續工作之長者在職場因工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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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患上職業病之機會Ƕ 

次範疇 治 療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按序落實Ƞ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ȡ内各項醫療建設，包括離島醫療綜合體內的急症

醫院ǵ綜合醫院和康ൺ醫院等，應付日益龐大的服務需求，推動未來澳門醫療服務的

發展； 

 按規劃於離島綜合醫院加強放射治療服務，以處理因長壽而逐漸多發的腫瘤疾病個

案，讓患者可及時取得適Ϫ的治療； 

 邀請專家團隊對仁伯爵綜合醫院老人科作出長遠規劃，制訂本澳長者醫療服務的策略

和方向，應對未來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服務需求； 

 強化診察及治療ൻ環系統疾病的能力，重點提升本澳醫護人員於處理複雜心血管手術

之技術水平，以期加快患者的恢ൺ速度； 

 擴展初級衛生保健網絡服務，包括在下環街社會服務綜合大樓ǵ路環石排灣ǵ青洲坊

等設立新的衛生中心陸續投入服務，以增加居民使用社區醫療服務的機會，推動未來

澳門醫療體系的服務發展； 

 繼續促進衛生中心提供之社區初級保健服務的供應充裕，持續為有需要人士作健康檢

查ǵ診治和ᄌ性病控制，保障居民健康； 

 增加民間和非牟利團體的門診ǵ檢驗和醫院專科服務名額，增加長者使用社區醫療的

機會，鼓勵長者善用社區醫療服務； 

人力資源方面 

 培訓長者相關專科如老人科ǵ腫瘤科ǵ心臟科ǵ心理精神科ǵ糖尿科ǵ骨科ǵ耳鼻喉

等專業醫護人員，以滿足長者醫療需求之增長，提升長者醫療服務的整體水平； 

 提供誘因，吸引在外求學之醫療專業畢業生及在外地執業之醫療專業人士回澳工作；

並對非執業醫療專業畢業生提供培訓，以增加醫療人力資源的供應； 

 提升醫療專業人員的專業資格ǵ職業道德操崌等相關規範，以強化社區醫療專業人員

的醫療服務水平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加強老人科專科門診及老人記憶門診，亦成立老人科跨部門工作小組，逐步為有需要

長者開展綜合性治療，促進長者醫療服務更趨專門化； 

 建立全澳個人電子病歷，方便醫生向長者問診時能夠對症下藥，也減輕長者複述自ρ

病歷的壓力Ƕ未來會積極優先整合政府醫療機構ǵ鏡湖醫院和科大醫院的病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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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屉更多長者能受惠於醫療資訊互通所帶來的便利； 

 持續推行並檢討ȸ醫療補貼計劃ȹ及其成效，提升居民使用社區醫療服務的意欲； 

 收集ȸ長者優先就診計劃ȹ的應診病患人次數據，考慮研究服務之成效，為未來計劃

之實行及發展方向提供依據； 

人力資源方面 

 ൨求增加各醫護人員學額，持續培訓並吸納更多學生成為醫生ǵ護士ǵ物理治療師等

專業醫護人員，以增加相關人力資源供應； 

 致力發揮各級護理人員的資源和支援力量，持續加強護理隊伍之建設，以維持醫療人

力資源供應充足； 

 持續檢討醫療專業人員職業道德崌則，並為社區醫療專業人員提供進修資助，以期更

有效監管及提升社區醫護人員的醫護能力及職業操崌，讓長者病患者能使用更有質素

之社區醫療服務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計劃構建無牆醫院及無縫社區的整合性醫療照顧服務，以社區為基礎，採用家居服務

的模式提供包括老人科ǵ社區護理ǵ物理治療等服務，促進公私營醫療之相互配合，

善用私營醫療的靈活性，整合公私營醫療服務資源，為有需要長者提供更有系統及完

備之醫療服務； 

 研究將老人全科門診推廣至各區衛生中心，讓長者能在區內獲取所需醫療服務； 

 研究將全澳個人電子病歷資料推廣至社區全科醫生診所，以屉更多長者能受惠於醫療

資訊互通所帶來的便利Ƕ 

次範疇 ൺ康與長期照顧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加強ȸ離院支援計劃ȹ的深廣度，包括：繼續推行ȸ病人出院計劃ȹ和ȸ電話ᒿ訪服

務ȹ；加強與非牟利機構的合作，為仁伯爵綜合醫院出院病人及其他居於社區且行動

不便的病人提供免費的家居護理服務；增加康ൺ醫院及相關醫療設施的供應，以提供

過渡安排予即將回歸社區之長者，減低長者重新入院的需要； 

 於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增加護士ǵ社工ǵ營養師ǵ心理諮詢師ǵ物理治療師等護理人員，

以應對未來日益增多的包括長者在內癌症患者之身心需要； 

 提供健康教育，向病人或社區的護理提供者作出支援，或為長者回歸社區前提供過渡

安排，提升居於社區之體弱長者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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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方面 

 加強對居住於舊式樓崋體弱長者所需的服務，減低長者使用服務時的障礙，尤其為獨

居和體弱的長者提供個案管理和外展支援等服務； 

 研究引入失智症的防走失呼援服務，提升對失智症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援； 

 制訂失智症服務的規劃和開設專門的失智症服務設施，為失智症長者及其家庭提供所

需的照顧及支援服務； 

 關顧長者情緒及精神層面的健康發展，加強長者心理輔導，精神健康與生命教育服務； 

 檢討各類長者服務機構的服務標準ǵ人員配置ǵ間格規劃等準則，尤其在新建的設施

規劃和資源配置中予以落實執行； 

 設立長者長期照顧的優質服務和評審機制； 

 透過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開展人員培訓ǵ購買設備及改善環境，於長者院舍發展善終服

務，同時於社區中推動有關生死教育ǵ善終服務和善別輔導的工作； 

 透過社區教育及推廣活動，加強社會人士對臨終服務之認識； 

 在現崊及新建的長者院舍內增設暫顧及康ൺ宿位，回應體弱長者對院護服務的短期入

住需要，提升體弱長者健康ൺ元的機會，減低長者對長期照顧服務的需要； 

 研究進一步優化各類社區長期照顧服務之間的協作ϩ工，加強對體弱長者的離院支援

和家居照顧服務功能； 

 跟進內地建院的各項籌劃工作； 

 開展第一次長者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研究； 

交通配套方面 

 透過拓展ൺ康巴士服務，引入新的接送範圍，支援體弱長者的出行需要； 

 制訂ൺ康巴士服務質素標準指引及評鑑機制，提高服務質素； 

人力資源方面 

 定期為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提供進修機會，積極強化有關人員的照護執行能力； 

 為長者服務機構的員工和家居照顧者提供持續培訓，優化護理服務水平；  

 因應長者服務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透過增撥資源，為長者服務機構增配相關人員； 

 支持民間服務機構為護老者舉辦護老培訓和護老者宣傳教育工作，提升家庭的護老功

能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建立療後護理系統，增設社區綜合病區，配備簡易的物理治療服務以協助病人更快返

回社會； 

 離島醫療綜合體康ൺ醫院的落成，將為更多經醫院治療後但仍需接受康ൺ護理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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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住院式服務； 

 拓展善終服務規模，未來持續資助康寧中心提供善終服務，提升中心服務之質與量； 

社會服務方面 

 建構社區防走失和個案通報機制，與相關部門探討走失個案的協൨和通報機制； 

 培訓長期照顧服務設施的專業人士，以便開展失智症篩檢工作，盡快為有需要的長

者配對相關服務； 

 增設一間失智症日間護理及護老支援服務中心； 

 按長期照顧服務的規劃比率，逐步增加長者院舍ǵ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家居照顧及支

援服務等名額，並按實際狀況適時檢討有關規劃指標； 

 全面於長者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推行統一評估及中央轉ϟ機制，透過中央機制的服務ϩ

流，縮短體弱長者輪候長期照顧服務的時間； 

 透過統一評估工具對申請入住和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之資料進行ϩ析，檢視及評

估體弱長者對ൺ康與長期照顧的服務需要； 

 建構統一評估及中央轉ϟ機制輪候資訊平台； 

 全面推行長期照顧服務的優質管理和評審機制，確保服務使用者能夠獲得良好的照護

服務； 

 優化長者服務機構的表揚和投訴機制，透過服務使用者的回饋及意見，推進及完善長

者服務的質素表現水平； 

 協調和整合家居照顧與日間護理等相關服務，建立無縫的社區長期照顧服務支援網

絡，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更完整的照護服務； 

 研究設立護老者津貼，支持家庭照顧，原居安老； 

 研究引入新式的緊急呼援服務系統，提升在戶外對長者的緊急支援； 

 開展第一次長者長期照顧服務規劃研究，以提升家居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之質量，適

度調整各類長期照顧服務的規劃指標和人力資源配置，並檢討家援ǵ日間護理和院舍

服務等相關指標； 

 配合內地建院籌劃工作的進度，落實各項具體事工； 

交通配套方面 

 提供ൺ康巴士與公交樞紐的接駁，方便體弱長者公交出行； 

 檢視現時長者往來住處及社區或ൺ康服務單位的交通模式，以設計更多便利長者之ൺ

康巴士服務路線，便利長者出行； 

人力資源方面 

 通過跨部門合作，評估及前瞻長者服務的人力需求，以掌握護理人力之供求情況，適

時採取配合措施，確保護理人員的供應； 

 強化培訓力度，持續提升醫療專業人員對善終服務的認知和專業水平，加強他們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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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其家屬之生理及心理支援； 

 透過專業培訓，提升專業人員對失智症患者的個案管理能力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醫療服務方面 

 資助非牟利機構開展相關康ൺ服務，以助更多大病初癒之長者恢ൺ身心健康； 

 研究將康ൺ治療服務推廣至各區衛生中心，讓長者能在區內獲取所需康ൺ服務； 

 研究將個人電子病歷適用範圍擴展至受政府資助的長者院舍，有利於醫療體系及長期

住宿照顧體系的資訊互通，以屉長者能獲得更妥善的醫療照護服務； 

社會服務方面 

 透過失智症長者資料庫，掌握失智症長者的服務現況和服務需要，並根據有關資料，

規劃失智症服務政策和計劃； 

 建立長期照顧個案管理系統和覆檢制度，有效管理服務資源； 

 進一步加強社會人士對臨終服務之認識，提升社區對臨終人士，尤其長者的關注和支

援，進一步擴大善終服務的規模，讓更多有需要的長者接受有關支援服務； 

 開展 2026至 2035年失智症服務十年規劃政策藍圖研究； 

 檢討長者長期照顧服務的服務素質和評審機制； 

 評估暫顧及康ൺ服務成效； 

 開展第二次長者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研究及第二次的長者長期照顧服務規劃研究； 

 因應人口普查結果，結合本澳實際狀況，探討 2026至 2035十年的長者服務發展需求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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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範疇 權益保障 

次範疇 法律保障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開展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普法和宣傳工作，推動市民大眾和社會各界持續關注和൧重

長者的權益； 

 逐步落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個案管理系統ǵ加強對長者的保護措

施ǵ設立傑出長者表彰計劃ǵ增設長者事務委員會的長者屈表ǵ構建相關的長者資料

庫等； 

 設立長者勞動法例諮詢及投訴優先窗口，舉辦勞動法例專場講解會，協助長者認識勞

動法例以保障其勞動權益； 

 設立處理歧視長者個案優先窗口，加快處理長者於工作間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況，支

援長者爭取其工作自由與應得權益； 

 為長者服務工作人員提供預防及處理疏忽照顧及虐待長者等問題的專業培訓，同時加

強對有關長者的保護措施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完成落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各項具體配套措施； 

 設立長者工作意外及職業病個案優先處理機制，以面對未來本澳居民就業年期延長，

長者勞動人口增多所帶來的勞資關係挑戰； 

 加強監察長者就業狀況ǵ待遇等，以避免其於工作期間之權利及應得待遇被剝削； 

 持續推展保護長者免受不當對待的防治措施，收集相關數據研究進一步強化有關工作

的發展方案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檢討和優化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普法和宣傳工作； 

 評估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配套措施成效，進一步完善有關工作； 

 根據評估結果，加強防治疏忽照顧及虐待長者等問題的各項措施Ƕ 

次範疇 經濟保障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支援長者就業方面 

 設立長者就業服務優先窗口，優先為長者提供職業諮詢與指導服務Ƕ此外，亦透過舉

辦講座或工作坊，鼓勵企業ǵ社會夥伴或服務機構為長者就業提供支援； 

 新增長者的職業培訓課程Ƕ同時，透過加強資助的形式，鼓勵社團開辦以長者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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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培訓課程，增加長者再培訓的機會； 

 

生涯規劃方面 

 以生命教育的理念，加強於幼兒階段至高中教育階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因應學生不

同發展階段的需要開展不同的輔導活動，讓學生能夠懂得從小開始規劃人生； 

 舉辦以長者為對象的理訓練課程，提升長者之理策劃能力； 

 透過舉辦職業生涯規劃講座及活動和派發宣傳單，提升本澳居民對生涯規劃的認識及

關注，尤其為 50歲或以上中壯年準退休人士提供職業生涯規劃的支援服務，為他們預

備過渡至退休生活的準備及調適提供諮詢和指導； 

 開展澳門居民老年生活準備與終身發展的專題研究Ƕ 

長者優惠方面 

 研究提高長者的資產淨值上限，以降低長者申請社會房屋之障礙，避免長者因為資產

總值略高而未可通過租金較低廉之社會房屋之申請門檻，減少其租金支出，紓緩長者

之退休生活壓力； 

 持續提供長者使用各類公共服務的優惠措施，包括公共體育設施網絡內各游泳設施；

於長者社區服務中心為長者開辦不同的免費體育運動興趣班，如ȸ八段錦ȹ班等；另

外，亦為長者參與文化活動或購買文化產品提供免費或折扣優惠Ȑ例如免費參觀指定

展覽館或博物館ǵ購買文化局出版物享有折扣優惠等ȑ； 

 為參與職業培訓課程或職安健培訓課程的長者提供免費或減費優惠； 

 持續推動電信營運商為長者提供電信服務的折扣優惠，特別是有關數據使用量方面的

優惠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支援長者就業方面 

 全力推動Ƞ非全職工作制度ȡ法案的制訂，對非全職工作進行規範，協助ς退休或準

退休過渡人士可透過更彈性的工作模式繼續就業； 

 檢視現行長者延續就業的鼓勵法規措施，以及開展專題研究長者延續就業及彈性退休

政策措施，提升長者繼續工作的意欲以及消除長者繼續工作的障礙； 

 研究影響長者參與有償工作的主要因素及其參與程度，以適時調整或開展對有意繼續

就業之長者的相關支援措施； 

 研究企業聘用長者的工作津貼計劃，以評估透過工作津貼提升企業聘用長者意欲的可

行性，持續完善長者就業支援服務； 

 研究開辦長者社會企業，提供長者發揮所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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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社保制度方面 

 進行社會保障基金與政盈餘掛鈎可行性研究和草擬執行藍圖，透過立法及設立撥款

機制，優化第一層社會保障制度，提升社會保障系統的可持續性； 

 建立並運行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居民透過有關供款計劃未雨綢繆，充實其

未來退休時的經濟實力； 

 研究構建社會保障制度整體調整機制和執行藍圖，包括供款比例ǵ供款金額ǵ給付金

額等調整指標和定期檢測安排，以維持制度的穩健； 

生涯規劃方面 

 設計及推行退休生活準備教育，以向居民推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實踐方法，推動社

會及個人的退休保障責任； 

 根據澳門居民老年生活準備與終身發展的專題研究結果，開展及完善退休準備及相關

的教育和推廣計劃； 

長者優惠方面 

 檢討及更新頤老咭計劃； 

 規劃並加強各項鼓勵公私營機構為長者提供更多優惠的推廣計劃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支援長者就業方面 

 研究推動機構設立適合長者的工作職位，增加長者就業機會，讓更多長者可透過工作

獲取收入； 

 優化長者就業支援服務及相關法規，如完善職前及就業輔導ǵ職業培訓ǵ就業配對服

務等，致力提升長者的受僱能力，為長者締造更多機會，支持他們於職場繼續作ଅ獻； 

 考慮優化與長者參與有償工作相關之法例，務求更全面地保障有意繼續就業之長者的

勞動權益； 

優化社保制度方面 

 優化社會保障基金撥款機制，確保在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合資格長者福利受益人數增長

下，得以持續及健康地運作； 

 立法建立及運作社會保障制度調整機制，以適時回應經濟變動所帶來的物價上揚壓

力，並在鼓勵居民為自ρ退休生活負責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保障系統的獨立運作能力； 

 優化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擴大其覆蓋面，以持續響應並實踐世界銀行所倡議

的五條支柱保障之ȸ基礎保障ȹ，鼓勵居民更積極為自ρ的退休生活負責； 

生涯規劃方面 

 全面地於本澳學校推行生涯規劃的工作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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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範疇 社會氛圍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設立ȸ澳門長者日ȹ，表彰長者ଅ獻，提升長者的正面形象； 

 設立表揚長者僱員及長者友善僱主的鼓勵計劃，以表彰൧老行徑，鼓勵其他機構仿傚； 

 持續推動敬老文化的社區教育和推廣計劃，包括透過電視ǵ海報等媒體宣傳，以及出

版長者口述歷史書籍，肯定長者的工作能力和ଅ獻，傳頌൧老護老的價值，提升社會

的敬老風氣； 

 鼓勵學校德育工作小組透過主題活動或展覽提升校園൧老敬老文化，並推動學生會組

織關懷長者的服務學習活動，將敬老價值與學習相結合； 

 逐步修訂Ƞ品德與公民ȡ教材，向在學青少年灌輸有關和諧家庭ǵ敬老護幼ǵ關懷長

者和൧重生命等主題和內容，以培養學生൧老護老的精神和價值觀； 

 於公務人員前線接待技巧培訓課程中加入接待長者的技巧訓練，增加其對長者需要的

敏感度，從而構建敬老文化； 

 推動政府部門ǵ民間機構及私營企業在接待長者服務方面，賦予長者優先或專有服務

的權利； 

 推動電訊營運商設立長者專櫃，培訓前線人員接待長者的技巧，提升൧老護老的社會

氛圍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推廣並深化ȸ澳門長者日ȹ的計劃內容，動員更多的政府部門ǵ民間機構及私營企業

參與，推出更多措施宏揚敬老文化； 

 以ȸ孝道文化ȹ為主題，組織跨年齡和跨界別的交流ǵ對話與聯合活動，推動和鞏固

孝道文化在當Ϟ社會的持續發展； 

 完成由小學至高中的Ƞ品德與公民ȡ教材的修訂工作，並全面推行至各學校使用Ƕ此

外，亦會為教育工作者設計以敬老護老為主題的教學設計和實例ϩ享，提升有關的教

學質量； 

 透過組織成果ϩ享會，展示學校實踐相關൧老護長主題活動及以長者為對象的服務學

習計劃，推廣更多青年及學校參與關懷長者之義務工作； 

 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指引，全面檢討營造൧老護長社會氛圍的各項措施，推動敬

老文化的進一步發展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預計於 2020年完成課程改革之法規文件，將營造൧老護長的社會氛圍價值觀滲入不同

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要求中；  

 Ƞ品德與公民ȡ教材將根據課程改革之法規內容，以及品德教育的發展需要，定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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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內容設置進行檢討及修訂； 

 按照中期檢討成果，整合及完善相關政策，多方面推動孝道文化，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൧老護長的社會氛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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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範疇 社會參與 

次範疇 持續教育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為提升長者課程質量，將訂立ȸ長者課程指南ȹ，就長者課程的種類ǵ師資ǵ設備等

進行具體規範，為有意開辦長者課程的民間機構提供指引； 

 除透過持續推行ȸ持續進修發展計劃ȹ，為 15歲或以上澳門居民提供學習資助外，亦

將推出以長者為對象的學習資助方案，支持和鼓勵長者持續學習的良好風氣； 

 透過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及支持民間機構開展各類長者課程和進修活動，建立多元

化和多層次的長者學習環境，如：完善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的設備及課程規劃，為

長者提供更優質和更舒適的學習環境Ƕ此外，增設長者持續教育機構，增加長者參與

學習活動的機會； 

 檢討ȸ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ȹ專項資助的成效，持續鼓勵私營教育機構開辦具系

統性及延續性的課程，增加長者學習的選擇，讓長者能通過學習提升生活質素； 

 優化ȸ終身學習獎勵計劃ȹ，例如簡化報名程序ǵ調整獎項等Ƕ同時，將增設ȸ終身

學習專項活動獎ȹ獎項，特別嘉許參與有關語言ǵ個人護理ǵ義務工作及資訊科技四

類學習活動的長者，鼓勵其終身學習； 

 優化長者導師資助計劃，鼓勵學有所成的長者參與導師工作，如推薦合適的澳門理工

學院長者書院畢業生到民間機構擔任長者導師； 

 定期舉辦包括藝術作品展覽ǵ書法國畫雅集等主題活動，提供長者展示才能和實踐所

學的機會； 

 協調電信營運商於長者服務機構舉辨工作坊或講座，向長者推廣電信服務的使用知識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因應社會發展需要，檢討ȸ長者課程指南ȹ，以提升其應用能力，擴闊其覆蓋範圍及

適用性，提升長者持續教育之質素； 

 定期檢討ȸ終身學習專項活動獎ȹ獎項的學習活動類型，因應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或更

新； 

 優化ȸ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ȹ專項資助，研究擴闊資助範圍，增加長者學習的選

擇；  

 建立長者導師資料庫，有效運用長者資源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根據ȸ長者課程指南ȹ的檢討結果及實際使用情況，修訂ȸ長者課程指南ȹ，以配合

社會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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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透過推行新階段之ȸ持續進修發展計劃ȹ，並定期作階段性評估以檢視計劃之成

效，為長者提供學習資助，以及多元學習平台，提升長者之個人素養和技能Ƕ 

次範疇 義務工作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為長者服務機構人員提供專門培訓，提升有關人員組織和推動長者義工服務計劃的專

業能力； 

 為非牟利長者義工組織提供與組織及運作相關之支援服務，提升其擴展義工規模之便

利性，以期增加長者參與義工服務之機會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推動跨機構及跨界別的義工交流計劃，提升長者義工的服務質量； 

 建構全澳長者義工資訊平台；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開拓長者義工服務，提升長者參與義務工作的意欲ǵ機會及信心； 

 研究設立ȸ長者義工ȹ培訓和發展機制，更好地支持和鼓勵長者參與義工服務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從政策ǵ資源ǵ培訓ǵ交流ǵ推廣和嘉許等方面，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開拓長者義工計

劃，提升長者參與義務工作的意欲ǵ機會及信心； 

 制訂長者義工發展的長遠策略Ƕ 

次範疇 社會資本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加強社區獨居或體弱長者支援配套服務，尤其關注居住於唐樓和缺乏子女支援的獨居

或體弱長者； 

 透過跨屈的文化知識傳承，促進屈際間的相互了解和包容Ƕ例如編制長者口述歷史書

籍ǵ組織年青人與長者ϩ享科技和社會新知等； 

 邀請年長人士與青年ϩ享生活和工作經驗，以助青年規劃其生涯發展； 

 透過ȸ學校發展計劃ȹ，鼓勵青少年參與長者義務工作，並透過培訓的方式，加強青

年與長者溝通和服務長者技巧； 

 強化ȸ暑期義工計劃ȹ內容，增加參與活動之青年於長者服務實踐所學的機會，於實

習過程學習與長者溝通之技巧，提升他們對長者的關懷； 

 透過長者服務機構ǵ長者持續教育機構與青年團體或學校合作方式，邀請合適的長者

學員到中小學與學生聚會，或透過長幼合作的活動，讓年輕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長者

並與之對談交流，增進雙方的了解；此外，亦會於中小學展出長者藝術作品，屉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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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知悉並欣賞長者的才華，以建立年青人對長者的正面觀感； 

 組織青年學生前往長者院舍及相關機構進行文藝演出活動，以促進青年與長者之文化

交流； 

 在各類長者服務中心開展專項的活動計劃，積極協助長者增進人際交往，擴寬社交範

圍； 

 透過設置親子館，提供安全ǵ舒適的遊戲空間及活動內容，讓包括祖孫關係的家人感

受共同遊戲的樂趣，共度愉快時光Ƕ在協助彼此建立良性互動的同時，推動跨屈關係

的共融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研究長者的生活現況，設計合適之社區活動，促進其更多參與社會，以建立社區支援

網絡； 

 於青年義務工作培訓課程中增設長者義務工作的專項培訓，並持續檢討青年義務工作

培訓課程之內容，以優化青年義工對長者的義務工作質素及服務內容； 

 鼓勵學生會組織開展ȸ三屈共融屈際學習計劃ȹ，增強青年與長者互相學習及溝通機

會； 

 加強各級學校和長者服務機構的連結，透過跨屈共融的資助計劃，為青少年學生和長

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和提供機會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開展系列計劃，促進和深化跨屈共融的社會和文化氛圍Ƕ如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與

學院內部學術單位ǵ部門或學生會等共同組織年青學生與長者學員共同參與的活動，

藉此營造和諧的校園文化； 

 檢討ȸ學校發展計劃ȹ資助的運作情況，研究增加資助金額及措施，同時研究修訂相

關資助章程，以持續推動校本化之德育工作，促進學校開展更多以൧老護老為主題之

活動，包括鼓勵青年參與關懷長者之義務工作等，強化學生的敬老觀念Ƕ 

次範疇 資訊傳播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於文化場館提供便利長者使用之服務及設備，包括安排工作人員協助長者使用電腦設

備；購置具備放大瀏覽功能的崉體放大機ǵ微縮閱讀機及其他輔助器材；提供語音導

賞設備；以及製作專門為長者而設ǵ崉體較大的宣傳品及導賞小冊子等，優化文化設

施及服務，以利長者使用； 

 開辦如ȸ社交網絡平台ȹ及流動數碼裝置如平板電腦ǵ智能電話ǵ使用各種應用程式

等資訊科技課程，使長者可以透過新媒體與親朋聯繫交流，並鼓勵長者認識網上公共

服務及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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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辦資訊科技相關培訓項目時，加入無障礙網頁設計內容，推動更多適合長者及殘

疾人士使用的網站及應用程式推出Ƕ如在流動應用軟件技術培訓計劃加入無障礙網頁

設計的專題內容； 

 於不同非牟利機構舉辦各類型的資訊科技課程和相關活動，增加長者學習資訊科技的

機會和選擇； 

 協調電訊營運商於長者服務機構開辦應用程式使用的培訓課程； 

 於ȸ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資助ȹ計劃中增設電腦課程的資助項目；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透過培訓及增添電腦科技設備，提升長者對資訊科技的認識以及對

電腦科技的運用； 

 研究資助缺乏經濟條件的長者購置基本的電子設備； 

 增加養老保障系統的網上及電子化自助機服務的功能，便利包括長者在內的本澳居民

了解與退休保障相關之服務內容； 

 建立長者福利和服務的綜合資訊平台，加強長者對福利服務的認識； 

 開發社會房屋輪候查詢系統之無障礙設計，以便長者使用； 

 向資訊科技業界推廣無障礙網頁設計，推動更多適合長者及殘疾人士使用的網站及應

用程式推出Ȑ如：舉行講座ǵ工作坊ȑ； 

 各政府部門入口網站及專題網站符合Ƞ政府部門網站規範指引ȡ之要求，適當加入無

障礙功能，並ϩ析各部門的執行情況，以增加長者透過網絡獲取政府資訊的機會，鼓

勵他們應用更多資訊科技以便利生活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檢討資訊科技課程於提升長者能力方面之成效，以設計更適合長者之電腦課程； 

 檢討資訊科技產品設置資助計劃之成效，確保長者能有機會接觸及學習使用電子設備； 

 檢視及改善長者服務機構的資訊無障礙設備與條件； 

 檢討社會房屋輪候無障礙查詢系統功能於促進資訊流通方面的成效，以持續改善系

統，便利長者使用； 

 開展長者資訊應用及需要之研究，探討長者對資訊科技的認識，困難和需要； 

 研究開展獎勵計劃，推動私人企業建設無障礙網頁或開發資訊科技應用程式，以便包

括長者及殘疾人士在內的市民更容易獲得服務及相關資訊； 

 各政府部門入口網站及專題網站符合萬維網聯盟ȐW3Cȑ制定的Ƞ無障礙網頁內容指引ȡ

2.0版標準的設計要求； 

 透過跨部門合作，制作適用於本澳的無障礙網頁指引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根據長者資訊應用及需要之研究結果，制定有助長者生活的政策措施； 

 優化各項電子化渠道及整合其服務功能，如配合 E-PASS及流動化裝置工具，為包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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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內的本澳居民提供安全及個人化的流動資訊及服務，以加強對養老保障的訊息及

資訊推廣，屉退休保障訊息能有效地帶入社區； 

 構建更多電子化資訊渠道同時，定期為新增及改良的電子化養老保障資訊服務功能製

作宣傳推廣活動，以期讓長者知悉並加以應用，則可進一步推動電子化服務之發展及

訊息無障礙流通； 

 推動受政府資助的民間社團及社會各界採用無障礙網頁設計，以便包括長者及殘疾人

士在內的市民能透過網頁獲取政府及相關服務的資訊Ƕ 

次範疇 文娛康體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在大眾體育相關法規的框架下，資助民間社團開展更多包括長者為對象的大眾康體活

動；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優化服務環境及設備，滿足長者文娛康體活動； 

 於文化場館開辦課程及講座，提升長者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鑑賞能力；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

觀ǵ導覽服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增加其參加意欲； 

 於長者服務中心舉辦相關延伸文藝活動，於日間時段演出針對長者的部ϩ節目，以鼓

勵長者參與社會文化活動，提升他們的文化參與意願； 

 考慮資助藝團舉辦針對長者的相關文化服務或活動，以貼近長者的興趣習ᄍ為原則，

吸引長者參加文娛活動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因應Ƞ2015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ȡ報告中有關長者體質的數據，有針對性地開展適合

長者參與的大眾康體活動； 

 優化長者服務機構的環境及配套，創造更佳條件為長者提供文康與體育活動； 

 向長者服務工作人員提供專業培訓，提高他們在設計和推行相關活動方面的知識和能

力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通過合辦ǵ協辦及資助等方式，為包括長者在內的全澳市民舉辦更多元化的大眾康體

活動，增加長者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及選擇，豐富其餘暇生活，提升生活素質Ƕ 

次範疇 公民參與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在長者事務委員會中增設傑出長者委員，參與長者服務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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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長者服務機構設立恆常化的長者意見收集機制，尤其有關長者權益ǵ政策和服務的

意見； 

 在公共房屋政策制定的諮詢過程中，收集長者事務委員會意見，以提升政策對長者的

關注度； 

 鼓勵長者服務機構透過設立服務使用者意見小組，聽取長者對機構服務發展的意見，

優化長者服務素質；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推動公民活動； 

 透過長者服務網絡，適時向長者傳遞政府施政及社會訊息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研究構建更有效的渠道及機制，更多收集及聽取長者對政府施政，尤其是長者權益ǵ

政策和服務的意見，以對有關政策服務進行檢視及調整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加強教育及宣傳長者參與對政策制定的重要性，鼓勵長者更多發表意見及參與政策制

定的相關討論Ƕ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6至 2025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一覽表 

 

 

19 

 

主範疇 生活環境 

次範疇 交通與出行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交通方面 

 研究增加巴士車廂內ȸ愛心座ȹ數量，提升公眾讓座文化，確保身心障礙者和老弱婦

孺搭乘公交的便利和舒適；避免他們於搭乘公交時因行車時車輛晃動而受傷； 

 配合交通政策措施的推出，透過長者服務機構適時向長者發佈相關交通資訊，屉長者

更掌握路面情況，以提升長者對道路安全的關注；  

 鼓勵長者透過參與ȸ巴士之友ȹ活動，認識巴士服務，關心交通事務； 

 逐步以低地台ǵ低排放巴士進行老舊車輛的汰舊換新，致力提升車廂設施質素及服務

水平； 

 檢視長者使用公交服務時的出行現況，檢討並改善交通場站內外的無障礙設施，改善

候車空間，優先更換離島舊式候車亭，並為具條件的候車亭加裝座椅，以照顧年長及

行動不便步行者到站ǵ候車與乘車的需求，提升長者使用公交服務的體驗；  

 持續優化巴士路線，關注長者集中居住地的線網ϩ佈，適時調整及增加公交服務，以

配合長者日常出行及就診需要，包括逐步為新開發地區增闢巴士路線，以提高巴士路

網的覆蓋率；  

 按照公交實際需要，除逐步增加巴士車輛數量及營運班次外，將落實行車稽核與監控ǵ

提升準點性，縮短長者及公眾的候車時間，便利搭乘； 

 配合未來輕軌營運，將推動智能卡在巴士ǵ輕軌間的共用，推動公交電子票證在區域

間的整合使用，以及逐步推行輕軌與巴士之間的轉乘優惠； 

 定期檢討並調節的士的合理數量，開展的士數量調整原則的研究工作，從人口增長比

例ǵ入境澳門旅客增長比例ǵ空駛率等檢討的士數量，逐步解決長者搭乘的士的困難； 

道路設施方面 

 按年改造現有具條件之行人天橋或ᒾ道的無障礙設施設置，以使行動不便之長者可安

全過路；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ǵ學校ǵ醫院及主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ǵ改建

行人道設施與強化無障礙設施，完善人車ϩ隔功能，以提升長者的出行安全度及便利

度； 

 全澳所有新增之交通燈組均會安裝發聲提示設備，亦會合理佈設行人道導盲設施等，

讓長者及其他殘障人士可安全過路； 

社區教育方面 

 推動業界加強培訓巴士及的士司機使用無障礙設備的技巧和知識及敬老護老概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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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他們的駕駛態度，鼓勵其照顧長者乘車出行需要； 

 以宣導教育提升社會大眾對長者及其他殘疾人士之出行需要的關注； 

 定期為長者舉辦ȸ交通安全講座ȹ，透過講解ǵ話劇及有獎問答遊戲等互動形式，為

長者提供交通安全宣傳推廣服務，便利及吸引長者認識交通安全訊息； 

 計劃安排長者參觀活動，並籌建交通展覽室，讓包括長者在內的公眾參觀後增加對本

澳交通環境的認識； 

 持續對包括長者在內之全年齡人士開展有關交通安全之推廣教育及活動，透過製作交

通安全標語ǵ張貼海報ǵ播放短片等，以貼近生活的方法，持續通過不同渠道，包括

報章雜誌ǵ電視電台廣播ǵ互聯網等，有計劃ǵ持續地針對當前特定的主題向包括長

者在內的公眾宣揚交通安全或交通事務的訊息，且會ᒿ著路面狀況及居民交通使用模

式和習ᄍ之轉變，革新並深化交通宣傳教育重點內容，以期與時並進，積極提升長者

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交通安全意識，提醒他們要注意交通安全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交通方面 

 完善智能管理系統，以科學化技術加強對公交服務的監控，以促進公交服務之持續優

化； 

 檢討ȸ長者車資優惠計劃ȹ於便利長者出行方面之成效，適時修訂內容以讓更多長者

受惠； 

 致力透過法規及技術層面改善的士的服務品質，持續優化的士服務的質與量，方便乘

客選乘安全可靠之的士服務； 

 研究擬定的士營運管理相關規範，當中包括考慮引入智能管理系統的可行性，應用科

學化的派遣與管理技術，優先改善地區派車不均的情況，並落實的士服務品質的監管，

以提升長者使用的士服務的體驗； 

 完善優化各車站所配備之轉乘設施，讓包括長者在內的全年齡居民能夠更安全便利地

使用公交設施； 

 定期檢討電子票證的應用情況，持續優化輕軌與巴士間的轉乘服務，逐步實現澳門公

交一卡通，免卻長者使用零錢付款，又或轉換付款工具之不便，為長者出行提供更多

選擇； 

 配合輕軌發展進程，將根據長者等居民對公交網絡之需求，逐步完善公共交通網絡建

設，並檢討巴士數量及其營運班表，為長者提供更優良方便之交通環境； 

 檢討購買巴士之準則，考慮把低地台設計列為新購中巴及大巴的購車規定準則，藉以

增加本澳的低地台巴士數量，方便有需要長者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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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全面的車輛覆

蓋，增加長者使用無障礙的士的機會，方便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人士使用； 

道路設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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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檢視行人系統的無障礙設計，以利長者ǵ殘疾人士及行動不便者使用，照顧不同

道路使用者的需要；  

 研究長者之出行模式及潛在出行風險因素，以更適Ϫ的服務配置來滿足長者的出行安

全需要； 

社區教育方面 

 監察和檢討ȸ愛心座ȹ之使用情況，以設計或修訂ȸ愛心座ȹ的具體使用崌則，持續

推動敬老൧老的讓座文化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交通方面 

 為長者構建更友善之交通安全環境，保障長者出行安全； 

 持續推動ȸ公交優先ȹ政策，制定對長者搭乘便利的轉乘措施，以更便捷之交通服務

鼓勵長者出行； 

 強化公交服務之無障礙元素，促進車站持續貫徹無障礙設計，增加低地台巴士之覆蓋

率，以促進長者之出入無障礙； 

 透過部門間協作，探൨在行人系統應用新無障礙技術之可行性，繼續積極考慮鋪設更

多無障礙行人輔助設施，並改善現時有條件的過路設施之無障礙效益，以提升包括長

者在內之本澳居民使用過路設施的安全和便利； 

 為配合未來輕軌發展及新填海區的發展需要，將對巴士路線進行整合調整，並根據長

者等居民對公交網絡之需求，檢討巴士數量及其營運班表，進一步優化公共交通系統，

增強公交服務之覆蓋範圍，構建大型交通樞紐，提供更多元化之交通服務，務求構建

無縫整合之巴士服務系統，以方便長者出行； 

 全面構建以輕軌為主幹，巴士及的士為基礎，步行系統為輔助的綠色交通系統，為居

民提供多元出行方式，促成宜行宜遊之ȸ綠色交通城市ȹ願景； 

道路設施方面 

 完成現時所有有條件的過路設施之無障礙改造，關注尤其是弱勢用路人士出行情況，

以提升包括長者在內之本澳居民使用過路設施的安全和便利； 

 構建新區完善的步行系統，結合城市規劃，打造新興地區及新城填海區完善的步行系

統，以構建綠色低碳交通體系，務求方便長者生活的出行需求，完善長者出行體驗；  

社區教育方面 

 構建敬老讓座之社會氛圍及文化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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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範疇 建築與住房 

短期 2016至 2017年 

行動 

計劃 

建築方面 

 完成Ƞ澳門無障礙及通用設計規範指引ȡ； 

 在規定期限後，所有新公共工程及政府資助的工程項目均須遵照Ƞ澳門無障礙及通用

設計規範指引ȡ進行設計及建設Ƕ同時，所有公共部門檢視現崊接待公眾的地方及設

備是否符合Ƞ澳門無障礙及通用設計規範指引ȡ的要求，並逐步完善公眾接待的物理

環境及輔助設施，以逐步提升本澳公共部門的無障礙及通用設計環境； 

 提升長者服務設施之無障礙元素，為長者提供無障礙的通行環境和便利條件； 

 於文化局轄下設施及場館中逐步增設無障礙設備，包括添置升降機ǵ提供輪椅租用服

務ǵ增設無障礙通道等，以便長者出入及使用有關設施； 

住房方面 

 檢討社屋制度，修改社會房屋申請的相關法例，研究對願意與年長直系親屬共同申請

社會房屋及願意對長者作出照顧，且符合社屋入住條件的申請家團提供額外的ϩ數，

使其可較早獲ϩ配社會房屋； 

 優化及拓展ȸ長者家居安全評估及家居環境改善服務計劃ȹ，為貧困的長者家庭ǵ獨

居長者或年老夫婦戶提供家居安全評估及資助有需要的長者戶改善家居環境； 

 優化和增強緊急呼援服務對長者居家生活的關顧及支援； 

 拓展和深化家居照顧和支援服務的項目與內容，加強對長者於居所獨立生活的支援； 

 加強社會房屋物業管理工作的判給審批及監察其清潔工作，在開展公開招標判給程序

時，按承投規章規定，有意承投參與社會房屋屋邨物業管理工作的公司必須對屋邨公

共地方的衛生及清潔負責，並受密Ϫ監察，以免細菌ǵ病毒ǵ蚊蟲的滋生，以降低住

戶因居住環境衛生引發疾病的發生機會； 

 重新編制Ƞ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ȡ，確保大廈內公共地方的可通達，提高經濟房屋

單位室內的可改動性，並在社會房屋單位室內引入不同程度的無障礙設施，屉公共房

屋設計可滿足不同失能程度長者的住房需要；  

 參考Ƞ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ȡ的經驗，編制Ƞ社會房屋翻新工程指引ȡ，旨在對舊

有尤其是無障礙設施不足的社屋，在進行社屋單位翻新工程時，逐步按實際情況增設

輔助設施，如清拆浴缸ǵ安裝浴室扶手ǵ防滑地磚等，提高長者居所可居性； 

 開發並建立社會房屋長者資料數據庫程式，記錄長者入住趨勢ǵ經濟來源ǵ家庭狀況

等資料，以更有效評估及調整不同程的無障礙設施的社會房屋單位之供應量； 

社區教育方面 

 透過家居安全的宣傳教育工作，提升市民對長者家居安全的意識； 

 透過支持長者服務機構，舉辦不同的社區活動，提升長者及居民對長者友善社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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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培訓長者服務機構人員，加強他們對無障礙環境之認識，及提升他們對相關工作

之能力； 

 推動無障礙環境之社區教育和推廣計劃，透過舉辦社區展覽ǵ工作坊等，讓包括長者

在內的社會大眾認識其所在社區的無障礙設施及其應用方法，鼓勵居於同一社區內之

鄰舍為長者提供相關的便利措施Ƕ 

中期 2018至 2020年 

行動 

計劃 

建築方面 

 向業界推廣並鼓勵具條件的非公共部門建築物根據Ƞ澳門無障礙及通用設計規範指引ȡ

進行設計及建設Ƕ同時，鼓勵業界針對現崊設施進行改善工程及增設輔助設備，以逐

步提升全澳無障礙及通用設計環境； 

住房方面 

 檢討現時支援獨居長者服務之成效，研究強化服務支援能力，擴大服務內容，提升獨

居長者的生活質素； 

 檢討Ƞ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ȡ及Ƞ社會房屋翻新工程指引ȡ，以持續評估指引之適

用性及有效程度，因應實際情況作修訂，以期使指引更緊貼未來長者住屋設計的需求； 

 收集社會房屋長者住屋數據資料，進行整合及ϩ析，豐富社會房屋長者資料數據庫之

內容，以更好評估長者住屋需求，調整不同程度的無障礙設施社會房屋單位之供應量Ƕ 

長期 2021至 2025年 

行動 

計劃 

建築方面 

 持續就新規劃或改建的公共建築工程融合無障礙設施的設置，為長者提供安全及便利

的無障礙設置使用環境； 

 總結指引執行的經驗，研究透過修法ǵ立法或其他方式強制全澳工程必須遵照Ƞ澳門

無障礙通用設計規範指引ȡ進行設計及建設； 

住房方面 

 所有新規劃的社會房屋，將進行單位需求評估，適當增加社會房屋單位室內的無障礙

設施，務求日後的社會房屋單位及設施更能顧及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的需要； 

 在土地發展計劃中充ϩ諮詢各方意見，適當預留地方興建各類設施，以協調長者居所

周邊服務之規劃發展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