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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背景

為應對香港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及機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自2015
年起策劃及捐助推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聯同本港四間老年學研究
單位，包括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
究所、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以及香港理工大學樂齡與家庭研究中
心，透過由下而上、地區為本的模式，於香港18區提倡長者及年齡友善文
化，希望透過與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同努力，改變大眾對「年老」的固有觀
念，讓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方。

世界衞生組織確認「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八大範疇包括房屋、室外空
間和建築、信息交流、交通、社區與健康服務、社會參與、公民參與和就
業、尊重和社會包容。世界衞生組織於2005年開展「全球長者及年齡友善
城市建設計劃」，旨在推動積極樂頤年，讓長者可以保持健康、積極參與
並得到保障，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希望透過評估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在社
區推動年齡友善的風氣；為地區建立可以持續提升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的
框 架 ； 以 及 推 動 「 齡 活 」 概 念 ， 提 升 公 眾 對 長 者 及 年 齡 友 善 城 市 的
認識，並鼓勵社區參與，共同建構「齡活城市」。

了解更多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jcaf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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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八大範疇

「齡活大使計劃」

為鼓勵公眾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概念及參與推廣，本地四間大
學的專業支援團隊於2016年至2021年期間，為全港十八區的長者
及其他市民提供培訓，並招募了超過2,600位社區人士成為「齡活
大使」，協助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以及關愛長者的訊息。

為進一步推展「齡活大使計劃」，自2022年起，嶺南大學協助統籌
進階培訓，就「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舉辦不同的公眾教育及訓練活
動，培育社會不同持份者成為「齡活大使」；與此同時，透過一系列
多元的「齡活大使學堂」，創造機會讓更多「齡活大使」進階成為
「齡活導師」，建構「由下而上」﹑「地區為本」及提升長者及年齡
友善程度的社區小改變方案，共創可持續發展的「齡活城市」﹗

了解更多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jcafc-ambassador.hk。

室外空間和建築
乾淨、舒適及安全的綠化環境和休憩空間，以及完善和安全的行人
過路設施和建築，都是適合長者的生活環境。

信息交流
透過適時、便利及可負擔的渠道，適當地向長者發佈資訊，有助
避免長者被社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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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便利、安全及可負擔的公共交通工具方便市民獲得醫療和社會服
務，融入社區生活，享受積極晚年。

社會參與
提供多元化及可負擔的社區活動，以切合長者的不同興趣。長者
參與休閒、社交、文化、教育或心靈方面的活動，有助他們持續
融入社區生活。

公民參與和就業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能夠為長者提供足夠的就業和義務工作的機
會，並鼓勵他們參與公民活動，令長者在退休後仍能繼續貢獻社
會。

社區與健康服務
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負擔的醫療和支援服務，對長者維持健、
獨立和積極的生活尤其重要。

尊重和社會包容
尊重和社會包容是指社會對長者的態度和行為。一個包容的社會是
會肯定和尊重長者，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公民和經濟活動。

房屋
提供可負擔、設計合適、安全，並與社區和社會服務有良好連繫的
房屋選擇，能夠讓長者享受舒適的生活，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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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活大使」成長之旅

嶺南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巿計劃」以線上線下的形式舉辦「齡活

學堂」，多月來超過670人次參與第一階段共5小時的「齡活城

市」基本概念培訓，深入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八大範疇

的內容，並以小組形式討論他們所居住的社區是否具備「長者及

年齡友善城市」的元素，並學會了如何將這些概念應用於日常

生活和社區事務中。

「齡活大使」

透過一系列社區資源考察和社區倡議經驗分享會，加深「齡活大

使」認識「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概念及應用，並洞悉社區問

題及需要，轉化知識為行動，建構初步具創意及可行的行動方

案，提升社區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

於第三級，共130位來自十三間機構及團體的「齡活大使」晉升

成為「齡活導師」。在「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嶺南大學專業支

援團隊以及參與機構社工的協作下，「齡活導師」就著他們對其

地區所關注的議題撰寫及策劃為期4個月的「社區小改變．齡活

大意義」行動方案，並主動向有關持份者提出相關意見，以實踐

及推動「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齡活導師」

第一級

第三級

「齡活實習生」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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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齡活大使」

線上及線下「齡活城市」講座

「齡活城市」的基本概念

「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八大範疇討論

培訓內容：

培訓時期：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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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一直是香港市民甚為關注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八大範疇之一，是次參觀活動讓「齡活大使」認識如何佈置安

全又舒適的家居、針對不同長者的需要而靈活運用了多項樂齡

科技用品，以實現「居家安老」。

該分享會邀請到多位擁有豐富倡議經驗的專家和代表， 

分享他們過往動員社區參與及推動服務發展的經歷和見

解，當中包括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樂施會政策研

究幹事陳愷健先生及項目幹事羅卓妍女士、關注學童發展

權利聯席的代表何汝英女士及李沅盈女士，以及救世軍牛

潭尾社區發展計劃的鄧姑娘。「齡活大使」透過分享會了

解到社區參與的重要性，並學習到如何檢視社區上的現況

及問題，並有效地策劃行動以向持份者表達意見。

參觀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第二級：「齡活實習生」

培訓時期：2022年7月至8月

參觀嶺南大學賽馬會樂齡科技體驗館

「齡活大使」參觀嶺南大學賽馬會樂齡科技體驗館後，深

刻體驗到樂齡科技的進步和全面發展，並認為展品創新且

實用，更期望政府能推出「樂齡科技券」，以提升樂齡科

技的普及和晚年生活質素。

1

3

2

社區為本的倡議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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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8月，與嶺南大學創業行動合辦的「設

計．連結．社區」工作坊，協助「齡活大使」洞

悉社區問題並構思如何提升該區的「長者及年齡

友善」程度，發展「社區小改變」行動計劃的初

型，促進跨區、跨機構交流。

各組「齡活大使」就其社區行動計

劃設計問題，並收集大眾意見。

問卷經過整理及分析後，嶺大專業

支援團隊協助「齡活大使」撰寫意

見書，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意見。

於2022年12月，黃德藍女士（現任嶺南大學大學發

展及公共事務高級主任，曾任無綫新聞高級記者及主

播）擔任是次工作坊的講者，深入淺出地講解了社會

政策制定的脈絡及格局，提升「齡活齡師」的陳述技

巧，更有信心向不同持分者闡述「社區小改變行動」

的理念及內容。

培訓時期：2022年8月至12月

三分鐘演講游說技巧工作坊

1

第三級：「齡活導師」

「設計．連結．社區」工作坊

3 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意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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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小改變．齡活大意義」
地區行動

元朗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室外空間和建築

小組人數：21 人

夥伴機構：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行動名稱：河畔睇真D鑑賞團1

行動內容：為了使天水圍河畔成為「長者及年齡友善」
河畔之一，二十位「齡活大使」首先前往觀塘海濱公園
進行實地考察，主動策劃了「河畔睇真D鑑賞團」，帶
領區內居民認識並檢視天瑞徑的「長者及年齡友善」程
度，收集數據和進行問卷調查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具體
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建議。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灣仔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室外空間和建築

小組人數：8 人

夥伴機構：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行動名稱：灣仔傷健道路齊關注計劃2

行動內容：「齡活大使」以「灣仔傷健道路齊關注」作
主題，分組走遍灣仔，實地考察，瓹窿瓹罅找出具有無
障礙設施的道路，並策劃四條「無障礙路線」，方便輛
椅人士及照顧者到醫院、商場、交通交匯處及海濱休憩
區。「齡活大使」在區內舉辦導賞團，以同理心共建
「齡活城市」。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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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室外空間和建築

小組人數：6 人

夥伴機構：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行動名稱：屯門碼頭安全釣魚區及環境優化3

行動內容：「齡活大使」為讓該區的釣魚愛好者能享有
更安全及長者友善的釣魚設施，決定以「屯門碼頭安全
釣魚區及環境優化」為行動主題。「齡活大使」透過考
察香港不同地區的釣魚區，制定問卷收集居民意見，並
提交予有關當局，期望於屯門設置安全釣魚區並優化碼
頭環境，以完善長者及年齡友善設施。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元朗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交通

小組人數：10 人

夥伴機構：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

行動名稱：牛潭尾交通改善計劃4

行動內容：為了改善牛潭尾村內交通不便的狀況，「齡
活大使」自發地策劃及開展了《牛潭尾交通改善計劃》
。他們在村內候車位置設立三個人流監察點，分別在平
日和假日的早上繁忙時間記錄各站的候車人數及班次等
數據，並訪問牛潭尾村村民，整合數據及意見，向小巴
及巴士公司提交建議書。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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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社區與健康服務

小組人數：12 人

夥伴機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長者鄰舍中心

行動名稱：口齒「齡」「利」5

行動內容：長者們普遍缺乏牙科保健意識及昂貴治療費
用，直到牙痛難耐才意識到口腔健康的重要性。「齡活
大使」透過收集市民尤其長者對牙科保健服務的意見，
向政府反映相關資料和公共牙科護理政策建議，以完善
公營牙科醫療服務。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北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社區與健康服務

小組人數：17 人

夥伴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行動名稱：改善區內長者牙科服務大行動

行動內容：香港公營牙科服務短缺，以北區為例，該區
31萬人口僅有一間公營牙科診所，每日名額嚴重不足，
導致眾多長者不得不通宵排隊求診。「齡活大使」著手
收集長者對公共牙科護理政策的意見，向相關政府部門
提交針對公共牙科政策的建議書。

6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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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社區與健康服務

小組人數：5 人

夥伴機構：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行動名稱：嶺大「明目」齡活大使計劃7

行動內容：「齡活大使」針對香港現有的眼科醫療服務
進行研究，與相關的專業團體進行諮詢交流，又以問卷
方式收集長者對自身眼睛健康及對本港眼科服務的關注
，期望透過具體數據和發現，向相關政府部門遞交建議
書，為本港眼科醫療及保健服務帶來一點改變。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屯門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社區與健康服務

小組人數：23 人

夥伴機構：仁愛堂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行動名稱：鄉郊長者支援行動8

行動內容：「齡活大使」夥拍香港都會大學護理系師生，
為鄉郊長者安排健康講座及兩次探訪活動，上門協助行動
不便的鄉郊長者量血壓、進行簡易身體檢查和護理指導，
提升他們對自身健康的關注，以實現居家安老的願望。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油尖旺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公民參與和就業

小組人數：6 人

夥伴機構：旺角街坊會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

行動名稱：豐盛樂活新一頁9

行動內容﹕退休是人生新階段，雖然看似無憂無慮，但退
休後生活模式改變，需適應身心轉變。「齡活大使」作為
過來人，在社區開展「豐盛樂活新一頁」行動，為剛退休
人士籌備講座及義工探訪活動，除了學習退休規劃和理財
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發掘興趣和專長，提升自我
價值及肯定，並持續參與社區各種活動。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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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社會參與

小組人數：22人

機構名稱：嶺南大學

行動名稱：影像連繫社區10

行動內容：「影像連繫社區」工作坊的目標是培訓青年
「齡活大使」運用手機拍攝於社區進行編採，從中能夠
深入了解「齡活城市」發展和「齡活大使」的貢獻與價
值，同時也提高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和責任感。透過這些
交流和相遇，青年「齡活大使」能夠接觸不同年齡、文
化和社會階層的人，並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建立
關係，創造一個平等的參與機會。

葵青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尊重和社會包容

小組人數：17 人

夥伴機構：南葵涌社會服務處長者中心

行動名稱：耆青友里關懷探訪11

行動內容：「長幼共融」不只是一個口號。一班「齡活大
使」費盡心思，特意設計行動方案，主動走入區內中學，
擔任家政老師教授生活技能予中學生，同時與學生一同為
區內體弱獨居長者進行家居清潔、推廣敬老、尊重和互助
文化。當兩代人有共同目標，一起結伴參與義工服務，關
係就建立起來了。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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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房屋

小組人數：14 人

夥伴機構：嶺南大學校牧處

行動名稱：家居安全守護者13 葵青區

行動內容：根據2017年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的統計，超
過一成的65歲以上社區長者在過去半年內至少跌倒一次
，部分更導致骨折。有見及此，嶺大專業支援團隊夥拍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洪水橋新發展區社區聯絡隊及社
會企業，招募嶺大學生成為青年「齡活大使」，以教授
他們有關居家安老的概念及關懷技巧，並透過小小改善
工程提升長者家中浴室地板的防滑程度，讓長者擁有更
安全的居住環境。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行動內容：在數碼世界中，仍有一群鄉郊長者與科技保
持著遙遠的距離。5位「齡活大使」透過實地考察，深入
了解鄉郊長者的需求，並制定《鄉郊長者數碼共融服務
中心計劃》。他們期望透過建立「長者數碼共融服務中
心」，提升鄉郊長者對數碼科技的知識及應用，推動數
碼共融。

屯門區

長者及年齡友善範疇：信息交流

小組人數：5 人

夥伴機構：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行動名稱：鄉郊長者數碼共融服務中心計劃12

請掃瞄二維碼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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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活動

2023年1月28日（大年初七），嶺南大學「賽

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專業支援團隊，與「小龍馬

慈善基金」合辦「齡活新春樂『油』遊」活動，

逾80位長者及30位青年人攜手進行「小龍馬」

彩繪活動，以藝術推動長幼共融，並參與「小龍

馬環遊世界 — 打破健力士力世界記錄」盛事。 

「齡活新春樂『油』遊」活動 1

2023年4月25日，嶺大專業支援團隊舉辦了一場

「齡活大使與港鐵交流會」，促進港鐵公司與屯

元天居民進行交流，並針對鐵路不同範疇的服務

及設施給予意見，有效提升「長者及年齡友善」

程度。

「齡活」交通—齡活大使與港鐵交流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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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2日，嶺南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市計

劃團隊」與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合辦「元

朗牛潭尾鄉村導賞」，帶領「齡活大使」走進鄉

郊了解元朗牛潭尾村當地的歷史文化﹑從社區壁

畫看社區發展，促進跨區文化交流。

元朗牛潭尾鄉村社區導賞3

2023年5月2日，嶺南大學「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專業支援團隊假香

港基督教青年會北座四樓大禮堂舉行「社區小改變．齡活大意義」的

「齡活大使」成果分享會。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及嶺大亞太老年

學研究中心總監陳澤群教授出席活動，與13個地區夥伴機構單位共同見

證了來自港九新界逾130位「齡活大使」成長為「齡活導師」的歷程。 

社區小改變．齡活大意義 —「齡活大使」成果分享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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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影片﹕

「齡活大使」成果之旅 

電子書﹕

「齡活大使」地區行動成果集

網站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賽馬會齡活城市—齡活大使計劃

齡活港

www.jcafc.hk

jcafc-ambassador.hk

www.jcafc-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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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豪教授，嶺南大學副校長
黃淑慧女士，嶺南大學研究生院及政策研究院經理
譚敏萍女士，嶺南大學研政策研究院高級項目主任
余幸蓓女士，計劃社工（兼職）

@2023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節錄或轉載。

2023年6月編印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嶺南大學專業支援團隊

本刊物僅供參考之用。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沒有就刊物內容及
所載建議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申述或保證。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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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afc@ln.edu.hk

www.ln.edu.hk/api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