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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明中學時期已到英國留學，明白港英教育制度的分別。他憶述小時候在
香港上學要讀「尺牘」，學習長幼尊卑，但後來這些課程沒有了。而赴英

國讀中學的學生，都一定要讀英國史，英國的課程很重視國民教育，教導學生
為社區付出。英國當局亦明白語言的重要性，故威爾士及蘇格蘭都很着重保存
自己的語言。

輕國家歷史 英文凌駕母語
相反，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英文取代中文成為更重要語言，中國語文及中
國歷史科遭分拆，學生只會在中一至中三修讀中史。不少港人因此輕視國家及
母語，只求英文好，這無疑削弱中國傳統孝道觀念的傳承。他笑言，自己對兒
子談孝道時，被笑說「老豆你OUT(過氣)了」，認為「你賺錢比我多，何需我
養呢？」
全球各地文化和經濟差異，都影響安老方式。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的敬老
文化深厚，由家人照顧長者是固有傳統。西方國家講求人權利益，公眾一般認
為養老事務應由政府負責。那麽，安老和退休政策是否相同呢？陳章明指，安
老政策是給長者安穩生活，當中包括生活保障(退休保障)、社區支援及院舍治
療，而退休政策實質是安老政策中的一環。

靠政府養老 日澳賦稅重
陳章明指出，澳洲及日本安老政策較佳，長者不論貧富皆獲政策保障，又可
得到24小時院舍照顧，生活算是無憂。然而這需要國民繳付較多稅款，以澳洲
為例，除了交入息稅之外，還要繳付8%至10%的長期退休及護養稅，日本人亦
繳付高稅率(所得稅率最高達45%)，當地並於2000年起，增設介護(長期照護)保
險。
他表示，西方國家個人主義色彩濃厚，重視個人權益，父母照顧子女到18歲

便認為完成責任。子女在父母年老時，則有「我尊敬你，但照顧你是政府責
任」的想法。因此，西方敬老行為只是出於對個人權益的重視，例如在外國公
共交通工具，若有人坐了為長者而設的座位又不讓座，會遭旁人批評。他們認
為每個人都擁有人權，長者權利亦不容剝削。在這種思維裡，西方人認為養老
理應由政府負責，這也是歐美國家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原因。
相對而言，亞洲國家注重集體意識。中國、韓國及日本等的敬老文化建基於
道德觀念，家庭肩負養老責任，其次是社區乃至慈善組織。陳章明認為，韓國
至今仍保留深厚的忠孝倫常文化，在正規學校教育或非正規的家庭教育，都很
重視教導下一代尊重長者。在職場文化方面，韓國人亦保留父子以學徒形式入
行的做法，使家族企業及家族價值觀根深柢固。

隨着醫療進步、人類壽命延長，退休長者重投職場的現象愈趨常見。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2013年韓國65歲以上長者就業率高達30.9%，
在OECD成員國當中排名第2，僅次於冰島。首爾推出「健康100歲2020高齡
社會總規劃」，成立「人生二次收成支援中心」，向長者提供長者創業支援、
社會服務及退休規劃等課程，他們上課後考取各類證書並再次工作，使社會獲
得龐大人力資源。
退休公務員具昌序是一個成功例子，他退休後學了5年漢字，考獲教學證書後

成為小童漢字教師。另一名長者李金南則在退休後，考獲了咖啡師、貨車司
機、美容師、照顧員及保險經紀共5張證書或牌照。

照顧長者成企業責任
韓敬老文化深厚，照顧老人被視為企業責任。以當地最大服裝品牌衣戀集團
(E-land)為例，公司規定員工每周做一次義工，如向獨居長者送飯，另還設立了多
間老人福祉會館，免費向長者提供各種課程，並安排旅遊巴接送行動不便的長
者。

韓31%長者就業
享受人生二次收成

不少人認為照顧長者是家庭責任，但在日本經營長者日間照顧中心的大井妙
子認為，必須自助、共助(社區內大家互相照顧)及公助(政府資助)三管齊下，才能
營造有安全感的社區。她認為照護並非單向的事，而是互相支持，互相得到生
存價值與勇氣。

鼓勵居家安老 設一小時養老社區
日本鼓勵居家安老，陳章明稱，該國2000年推出「一小時生活圈養老社區」

計劃，即在長者往返居所的一小時路程內，設有超市、餐館、診所等基本設
施。這是考慮到對不少長者而言，步行一小時十分吃力。區內亦有適合年輕人
的職位，讓子女可與長者同住。
為免長者被社會邊緣化，日本亦鼓勵他們追求生存意義，許多長者抱持這種

觀念，過着高質素退休生活，他
們透過培養各種興趣如園藝、書
法或做義工，保持對生活的熱
情。
另外，當地社會因應人口老化

作出支援，例如長者視力欠佳，
科技企業會開發為長者而設的智
能手機，字體放大，介面及功能
更易操控；有企業研發智能拐
杖，讓家人可追蹤使用者位置，
確保安全；有商場為長者設置特
大價錢牌，員工還經過培訓，特
別了解長者需要。

自助共助公助
照護中相扶持

看着親生骨肉呱呱墜地、含辛茹苦養大他們，長者在晚年獲兒女侍奉，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然而受
西方個人主義衝擊，亞洲敬老觀念逐漸動搖。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嶺南大學社會老年學講座教
授陳章明接受本報專訪時慨嘆，英國管治香港期間，通過政治和教育手段，蓄意把尊卑思想等中國傳
統文化「連根拔起」，導致現時香港的個人權利意識高漲，凌駕群體利益。有些人只顧考量本
身的經濟條件，照顧父母的觀念幾近蕩然無存，甚至認為應由政府負起養老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賢

有知識經驗有知識經驗
銀髮族職場有價銀髮族職場有價

陳章明教授認為，要達到全民皆保，公眾難免要繳交重稅，
故必須有強勢政府，但目前港府在施政上舉步維艱，相信推動
「共付」概念會更適合，即安老成本先由個人及家庭承擔，最
後才是政府。

居院舍長者 比例冠全球
在本港，不少長者都會入住安老院。陳章明表示，目

前65歲以上入住安老院的長者佔整體的6.8%，比例上全
球最高。他認為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有幾方面，一是因
為本港家庭居住面積較小，如長者不小心跌倒，並
要坐輪椅的話，難以容納。另一方面，不少長者
都不想成為子女的負擔，又或是寧願騰出空間
給年輕一代，故寧願入住安老院。
陳章明認為，本港要鼓勵居家安老，需要政

府跨部門政策，例如房屋配備。現時政府一些
新建房屋便使用了「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方法，這設計能因應住戶年齡改變
而更改屋內結構。此外，子女亦可與父母居
住相連單位，方便照應；政府亦可提供更多
社區支援，照顧獨居長者。
世衛在2005年推出「全球長者友善城
市及社區網絡」計劃，鼓勵各地根據
「長者角度」、「長者參與」及
「適合長者」的原則發展區內設
施及服務，本港亦有參與，其中
葵青區、西貢區及荃灣區，
便於今年先後獲世衛認證，
成為長者友善社區。

現時香港不少企業的退休年齡，都定在55至65歲之間，但香港積金
局訂立的領取強積金年齡限制，卻是65歲。雖然當局容許60歲長者宣
誓，提前領取退休金，不過對一些55歲便退休的「年輕長者」而言，這
幾年便成為真空期。陳章明承認這種情況的確存在，認為最簡單的解決
方法，便是重訂退休年齡，另外私人企業亦可以兼職形式聘請已屆退休
年齡的員工，讓他們賺取收入。
事實上，長者是重要的人力資源，韓國便非常着力發展銀髮就業，這

既可為他們帶來收入，亦令他們生活有寄托及增添樂趣。陳章明表示，
港府提高最低工資後，也吸引不少退休人士重投職場。他同時指出，香
港邁向知識型經濟，需要有經驗有知識的人，如從事文字工作的傳媒
業，表現優秀的往往是一些老記者，且不少長者年屆60仍然壯健，故政
府應鼓勵員工按喜好及身體狀況，選擇延遲退休。他稱全球老化問題嚴
重，歐、美等地都已延後，甚至取消退休年齡的規定。

長者勞保過高 政府宜帶頭解決
然而聘請年長人士須繳付昂貴的勞工保險，長者的勞保更是年輕

人的3倍，令不少企業卻步，有些公司也存在年齡歧視。陳章明認
為，政府可帶頭延後退休年齡，並與保險公司商討降低長者的保
費，從而推廣這種文化。

港宜推「共付」概念
家庭政府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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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每年9月第3個星期一為「敬老
日」，屬全國有薪假期，兒孫與
長輩慶祝，送禮物表達敬意，亦
鼓勵人們探望獨居長者，鄉郊地
區更會為長者表演。
中國內地：
父母可因子女在經濟和情感上
照顧不足而控告子女，企業需
撥出時間給僱員探望雙親。

蘇格蘭：
推出「重塑對老人家關懷」計
劃，提倡聆聽長者的聲音，着
重預防性護理，加強支援家居
護理服務。

希臘：
「老人」這稱呼在希臘絕無貶
意，等同「智慧」及「與上帝
親近」。

越南：
推崇「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的觀念，三
代同住，祖父母是家中決
策者。

韓國：
為家中年滿60歲的長者盛大
慶祝，傳統上，韓國男子年滿
60歲即可退休，由兒子供養。

■■韓國一座老人福祉會館內的長者在跳舞韓國一座老人福祉會館內的長者在跳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中國傳統文化向來
強調孝道強調孝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章明接受本報訪陳章明接受本報訪
問問。。 記者孫志賢記者孫志賢 攝攝

■■長者年輕時貢獻長者年輕時貢獻
社會社會，，養育子女養育子女，，
理應獲得尊重照理應獲得尊重照
顧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長者在日本長者在「「敬老日敬老日」」舉啞鈴強身健舉啞鈴強身健
體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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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敬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