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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地区社会福利的发展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华人的家族伦理，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
正因为抱持传统的家族互助理念，香港华人在遭遇困境时很少主动向政府求援，而是向家庭成员、家
族组织、宗亲会，以至同乡会寻求帮助。
东华三院是香港历史上最悠久的华人慈善团体，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刚开始只是庙宇中一个小小的
中医诊症厅，后来逐渐扩大。
1931年，其最初的三间医院——东华医院、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组成了东华三院。
多年来，东华三院致力于造福香港社会，为大众提供医疗、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多种服务。
其次是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
回顾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宗教团体始终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直到今天，香港仍有众多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著名的
如天主教明爱中心、基督教青年会等。
最后，香港自开埠以来就一直由殖民地政府统治，而他们更关注的是有效率地管理社会，而不是建立
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对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影响显著。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多年来香港的社会福利始终偏重于社会救助，尤其是强调应首先以家庭协助为
先，社会只对那些无法获得家庭协助的人承担有限的救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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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香港老年社会福利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在实务操作层面作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并应
用相关理论对其进行了讨论和评析，在目前中国内地相关书籍中尚不多见，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这里，编者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香港的安老服务和家居照顾经验对于中国内地来说有很多可借鉴
之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养老>>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香港人口的老龄化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二、人口高龄化现状及趋势    三、粗出
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变化趋势    四、老年人口扶养比的不断升高    五、家庭结构模式的变迁    六、香港
老年人的居住状况    七、小结第二章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简介  第一节  老年社会福利的一般概念    一、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关系    二、老年社会福利的概念  第二节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发展简史    一、香
港社会福利发展简史    二、香港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简史    三、香港回归后的老年社会福利发展及其
现状第三章  香港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  第一节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一、综援的发展历史 
  二、综援的具体内容    三、公共福利金计划    四、综援的相关统计数据    五、对以综援为代表的香港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简要评价  第二节  香港老年人的住房保障及健康服务    一、香港公屋政策的发展
历史    二、香港老年人的公屋计划    三、香港的长者健康服务第四章  香港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一节  香
港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香港养老保险发展简介    二、香港的《职业退休计划条例》  第二节  香
港的强积金制度    一、香港强积金制度的建立    二、强积金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五章  社区支援服务  第
一节  社区支援服务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社区支援服务系统现状    一、长者中心服务    二、长者社区
照顾服务    三、其他社区支援服务  第三节  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  第四节  长者长期护理服务的中央
轮候册第六章  院舍照顾服务  第一节  院舍照顾的发展变迁  第二节  安老院舍的类型    一、长者宿舍    
二、安老院    三、护理安老院    四、护养院    五、附设于院舍中的长者服务  第三节  政府对安老院舍的
管理第七章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第一节  影响香港社会福利模式建立及发展的
几个因素    一、政治因素    二、经济因素    三、文化因素  第二节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特点    一、
剩余型与制度型相结合，以剩余型为主但向制度型发展    二、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并重，社会服务模
式更具特色    三、政府、商界、NGO等多方合作，NGO发挥特殊作用    四、社会福利资金来源多元化
，政府合理控制福利开支    五、社会广泛参与老年福利事业，专业化程度非常高    六、福利资源和服
务趋向整合，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七、小结  第三节  老年社会福利服务案例：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及其
“平安钟”服务    一、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及其“一线通平安钟”服务    二、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及其服
务发展的启示第八章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启示  第一节  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及其挑战    一、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征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及挑战  第二节  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
式的启示    一、“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提出    二、“社会化”需要清楚界定各方责任    三、在职责分
工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四、大力推动服务的专业化，以专业提升服务组织的水平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养老>>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章 香港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们提到，无论是在香港政府还
是在香港学者的界定中，社会保障都属于社会福利的一个部分。
在概念上，其社会保障的界定与内地政府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
按照目前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应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狭义的社会福利
以及社会优抚等内容，但是从实际的运作来看，香港的老年社会保障更多的是一些社会救助的内容，
典型的如下面将要详细论述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因此，有研究者也把目前由香港社会福利署所负责的“社会保障”业务划归为老年人的社会救助范围
。
（1）龚维斌等认为，“香港官方界定的社会保障是以政府为责任主体并通过向有需要人士直接发放
款项的方式提供的福利，包括综合保障援助计划、公共福利金计划、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计划，交通
意外伤亡援助计划、灾民紧急救济”。
②可见，由社会福利署负责的香港社会保障并没有涵盖现代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柱——社会保险。
事实上，除了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及私人保险之外，涵盖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才
正式实施，比较重要的是1993年颁布实施的《职业退休计划条例》，然后就是2000年开始正式全面运
作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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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养老》是老龄科研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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