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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特首施政報告提出「放
寬北上養老長者生果金離港限

制」，將離港寬限增至305天，但對許多
長者而言，生果金仍是「鏡中花水中
月」。福利過境，醫療過境，才是實現
長者北上養老的最終福祉。
2007年，CEPA補充協議允許港人在

粵獨資開辦養老機構，今年廣東省也
對港獨資醫院實施准入政策。在廣東
養老的數萬長者引頸翹盼，依據CEPA
補充協議，港府能在粵興辦醫院解決
就地看病的問題，並且向價格僅香港
三成且服務更優質的內地養老院購買
床位。

「在內地

設 立 安 老

院，可結合

兩地優勢，

為本港老人提

供更優質的服

務 ， 相 得 益

彰。」2000年10

月21日，時任財政

司司長的曾蔭權在

「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

肇慶護老頤養院」開幕

典禮發表以上講話。時

任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譚耀宗，也表示在內地建

安老院是一種嘗試，如發現確實

存在很大需求，政府願繼續考

慮。

然則時間如白駒過隙，自肇慶

出現第一家港養老院，已過去了

十年。內地養老事業依然在政

府的再三考慮中蹣跚前行。

■香港文匯報廣東分社記者

熊君慧、肖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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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江康湖安老院居住的榕姨年已
83歲，她因為沒有安身之所，每次回
去探親都是當天來回，長期居港更無
可能。「好多老人家都一樣，不是我
一個。」來回搭車辛苦不說，榕姨還
曾經在返港途中被人偷錢包，損失
1,000多元。
港府對長者離境限制是否合理？年內

兩起司法事件將其推上風口浪尖。6月
21日，特區高等法院裁定，政府限制申
請綜援前1年不能夠離港超過56日的規
定，構成違憲違法。而就此提起司法覆
核的正是由內地返港的65歲老人游文
輝。游文輝2年前因失業返港，搵工無
，只好申請綜援。但社會福利署因游

申請前居港不足1年而拒絕。
此案儘管因社會福利署提起上訴尚未

塵埃落定，但效應已生。8月9日，三名

長期在深圳居住的香港長者提出司法覆
核，要求政府放寬長者津貼離境時間限
制問題。
對此，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

示，政策僵化，令離境長者得不到長者
津貼資助，從而令他們不能選擇適合自
己的退休生活。每月1,000港元長者津貼
在港難以生存，但可滿足內地農村生
活。近年，工聯會協助在內地養老港人
申領長者津貼每年100宗左右。邵建波
表示，回鄉養老的長者，一般都會投親
靠友，居住地點應該相對固定，所以即
使香港政府放寬政策，人回鄉的數目不
會大量增加。取消生果金等福利津貼的
離港限制，對香港政府和居內地長者是
一個雙贏的措施。工聯會繼續幫助長者
向港府表達申訴，直到徹底取消離港時
間限制。

一般來說，頭疼腦熱之類的小病，長
者都不願意返港就診，因為交通成本和
時間成本太高。這樣小病的治療費用就
只能自理，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在內地養老的港人陳榮茂表示，最

希望港府能根據CEPA協議在內地興建
醫院，為北上養老的老人們提供就地
看病就地報銷的便利。記者採訪多家
養老機構負責人，以及港工聯會、國

際社會服務社工作人員，他們均表
示，醫療問題確係北上老人最關心的
頭等大事。
邵建波稱，早幾年前就有老人提出這

種願望，而港府擔心內地醫院亂收費，
但目前CEPA新政策開放港人在粵建醫
院的機會，應當考慮「先行先試」。況
且，隨 粵港一體化的推進，未來料將
有更多老人願意北上養老。

肇慶護老頤養院是內地首家香港養老
院。頤養院位於高要縣白土鎮，環境幽
靜。佔地4萬平方米，由香港賽馬會撥
款9,700多萬元興建，並由伸手助人協會
進行支援及監管。設有208個護理宿位
及100個自理膳食宿位，另有各種完善
生活設施，可與香港一流安老院媲美。
89歲的李瑞鈞入住黃江安老院，對環

境非常滿意。他說，在香港「好多有錢
人都沒住這麼好。」但是，肇慶護老頤
養院在漫長的十年內，仍未能吸引足夠
的港人入住。類似情況在珠三角廣州、
深圳、東莞均存在，養老院閒置四五成
左右。
和內地港人養老院閒置不同的是，

本港養老院人滿為患。林姨有肝病，
十年申請政府公屋未果，最後選擇黃
江康湖安老院。林姨說，香港養老院
無論公私，均得到政府購買服務，價
格普遍月租七八千元甚至高達上萬

元。而內地僅兩三千元，且環境優雅
寬敞、服務更加周到，港府卻不予購
買或者資助。「同樣的環境，在香港1
萬元都租不到！有咩理由讓我 返香
港？」
養老院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令

內地養老機構和已在內地養老院定居的
港人納悶乃至氣憤。2003年在廣州開辦
康壽頤養院的港人梁少貞表示，該院月
租僅1,000多元，預租費也僅僅三五千
元。「不要說多，政府能給3,000元就很
好了。」
「長者回香港養老，到老人院居住，

宿位費用每月8,000至10,000港元，這批
老人就有近6萬人，還不包括部分能申
請到綜援的長者。」香港工會聯合會東
莞中心負責人邵建波表示，港府養老政
策是奉行英政府主導制定的「福利不離
境」思維，現在顯然已經到了放棄這種
思維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香港
老人北上養老，目

前尚是個未知數。據香港社會福利署
統計，其中領取綜援金後北上廣東和
福建兩省的港籍老人3,000多人。但
是，更多領取其他援助金或未領取政
府補貼自行北上養老的人數無法統
計。其中樟木頭養老院高峰期曾入住

110多個香港老人。但隨 本地老人申請入住增加，香港
長者要入住需輪候。

福利若過境 可減政府負擔
梁少貞（見圖）表示，希望北上養老的老人很多，目前通

過各種途徑進入廣東養老的香港老人肯定超萬人。而香港工
聯會內地中心人士曾表示，來粵養老香港長者應達數萬人。
梁少貞感慨說，「我自己也老了，也快要人來養。」目

前，她正 手籌備在花都投資過億元建一座大型養老院，佔
地600畝。「鑒於港府限制太多，未來新養老院不考慮接收
港籍老人。」她說得很坦白，康壽頤養院包吃住的單人房月
收費不到2,000元，「比起香港是大巫見小巫」，希望港府抓
緊研究切實維護香港老人的權益，購買內地價格更低服務更
好的私人養老院床位。

根據社會福利署年報，截至2009年3月，本港資
助養老院宿位25,453個。梁少貞表

示，如以平均每月資助6,000港元計，港府全年財政補貼超過
18億港元，但以內地養老院收費標準來說，補貼3,000元就很
不錯了，每年將為港府節約大約10億元。
另據工聯會的相關調查，近八成的被訪長者因無法滿足離

港時間限制而放棄領取長者津貼。採訪中，許多長者紛紛提
出疑問，為什麼港府不能對福利過境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
內地養老院價廉物美，港府如放寬限制，表面上老人佔便
宜，實際港府有望節約數倍開支。如果領綜援北上生活，反
而可以為港府節約醫療經費和入住安老院的費用。

長者批評限制離境「沒良心」
坐在樟木頭敬老院的寬敞的房間裡，陳榮茂對記者算了筆

賬：在港住滿六個月，政府補貼傷殘補助金為21,528元港
幣。但這半年間，除了這2萬多港幣外，政府至少還需要為
此支付4萬多給私人養老院購買床位。如果放寬離境限制，
陳榮茂除了用退休金支付給樟木頭敬老院，還有望每年獲得
2萬多零花錢或作為內地看病開銷。對比之下，港府仍節約
至少4萬港幣的床位費。
記者在黃江康湖安老院採訪時，很多長者紛紛表示，港府

應該更人性化，更體貼老人。榕姨指責離境限制做法「肯定
不好」，令老人徒增奔波。但是，如果放棄的話，就只有靠
積蓄或者給子女增加贍養負擔。「應該回報下我們老人啦！
我們捱得幾耐？」林姨表示，北上養老其實是幫政府減輕負
擔，限制離境「沒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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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離境限制
購內地床位
緩解看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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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養老院 租金廉服務佳

在粵建醫院 就地看病報銷

撤離港限制 長者港府可雙贏
負擔非輕

法律界人士表示，內
地居民一般都有社會保
險和養老保險，不擔心
退離休後老無所養，而
香港政府則沒有對居民
進行強制保險措施，所
以導致了現在的矛盾的
發生，這從根本上來說
是兩地政策區別而導致
的。而一旦香港政府放
寬相關限制後，一些老
人會率先選擇深圳、東
莞等較近的城市生活。
新界北區區議員黃宏

滔建議，香港與內地地
方政府應該建立聯合養
老平台，如將香港強積
金跟內地社保的聯網，
或允許香港人在港期間
購買內地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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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梁少貞2003年就在

廣州開設康壽頤養院。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很多小病要長

期服藥，大病康復後也要很好的護理、保

養，這都是很重的一筆開支。」梁少貞認

為，長者北上養老最大的困難在於，大病

還可返港治療，而小病都需自費。

每個老人全年平均自理藥費負擔程度無

統計，但看個感冒隨便都要一兩百元，全

年估計在3,000元左右。對此，東莞黃江康

湖安老院營銷主任劉刁雁也表示，每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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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人北上養老是希望和親人團聚，去

敬老院是最後的選擇，如果實在無人照顧

一般會選擇返港。王小姐表示，從跟蹤服

務經驗看，入住敬老院比例應該不到一

成。「大部分長者還是對香港的院舍更有

信心。」她說。

根據國際社工作經驗觀察，北上養老計

劃在1997年執行時，長者有2,000多元港幣

在內地生活可算不錯，但受匯率影響，如

今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回鄉看病要自

付費用，已經成為北上養老最大的負擔，

也是部分老人北上的顧慮之一。對老人們

提出港府在內地建醫院的願望，王小姐表

示，需要港府與內地具體溝通，恐怕不是

短期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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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看病 阻長者北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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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養老院
內部裝飾也很
有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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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大
多對內地養老
院的環境和服
務感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