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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參與及自我充權？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香港統計處, 2012)，在

2033年，香港人口中將有27.4%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

50歲以上的人口高達47.4%；即是在二十年後每四名香

港人中就會有一名為長者，約每兩個人就有其中一人

是50歲以上。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是一個中性詞，指在一個地區內，長者比例

上升的一個過程。若能善用長者豐富的人生經驗，將

為社會帶來不可估計的資本，人口老化也未必是一個

社會問題，重要的是社會有沒有相關的政策能未雨綢

繆。(黃洪, 2008) 

 

九十年代老人權益宣言 

社聯以 1991 年的「聯合國老年人原則」為藍本，訂定了「香港老人權益宣言」: 

 

 

老年人過往曾為香港貢獻出寶貴的青春，是應該得到年青一輩的尊敬和關懷的；他們與其

他人一樣，都應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絕對不應該因其年齡而受到歧視和剝削。 

(1) 獨立自主，生活無憂  

(2) 積極參與，服務社群                

(3) 充份照顧，身心健康  

(4) 自我充實，發揮潛能  

(5) 保障尊嚴，平等看待  

65歲 

或以上， 

 27.40% 

50-64歲 

20.00% 

50歲 

或以下， 

52.60% 

2033年人口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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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充權」、「充能」與「賦權」運動發展簡史 (吳純純, 2010) 

 

 

不同形式的長者充權 (吳純純, 2010) 

 

•基本生活需要，如爭取老人刊物、社會保障、長者居所等，出版老
人刊物「松柏之聲」、家務助理服務、老人權益促進會成立 (1979) 

70年代末開始 

•長者義工參與，例如聖雅各退休人仕協會成立、「護老者」角色討
論及照顧家居長者服務成立、退休保障需推行退休前準備教育。 

80年代 

•由社聯成立長者日，社會福利署撥款「老有所為計劃」，創造機會
讓長者參與義工服務, 服務使用者參與 ‐ 關注及爭取資源提供有質素
弱老家居及院舍服務。 

•「長者日｣以金百合作象徵，喻意燦爛、豐盛、知足、感恩，代表長
者仍可繼續積極參與，貢獻社會，過著豐盛和多姿多采的晚年生活。 

90年代 

•關注老人精神健康問題 、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虐老問題、全港
性護老者協會成立、老年痴呆症服務、全民強積金計劃、長者政策評
議會、長者學苑建立等。 

2000年 

讓長者參與各項政策制定，確保長者的意見獲得充分考慮  政治參與 

提供及保障長者平等就業機會及權利，協助希望工作的長者繼
續工作。  

就業/收入 
的機會 

鼓勵長者關心社區事務，可按其興趣參與義務工作 社會參與 

提供多元化的機會，讓長者有較多選擇的生活方式，例如院舍/
家居照顧及殯葬安排。  自由選擇 

如認識老化過程及資訊科技，按其興趣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教育機會 

體弱長者醫療福利需求、服務質素/醫院與社區服務的銜接、家
庭照顧的質素及護老者支援，防止虐老等。 

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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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長者充權的理想？ 

 

權能激發取向原則及策略 (Cox & Parsons, 2001) 

 個人挑戰或改變生活情境的一種過程 

 動用個人資源來解決問題︰辨識、運用及相信長者的優勢、能力、才幹 

 推動個人、人際、社區或政治層面的行動參與 

 在參與過程中，協助長者經歷個人權力感及提升對政策與權力議題的意識 

 組織代表長者的團體，集合眾人的力量共同界定及解決問題，建立合作、信任與權力

共享的關係 

 長者與社工屬伙伴關係，共同評估及計劃工作；接受長者對問題的界定 

 教導明確的技巧，例如︰資訊科技、議題分析 

 

權能激發過程四個構成要素 (Cox & Parsons, 2001) 

 

權能激發 

Empowerment-
Oriented Practice 

共同經驗的確認 
Validation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s 

態度、價值觀 
與信念  

Attitude, values  
and beliefs 

批判思考所需的 
知識與技巧  

Knowledges and skills 
for critical thinging 

行動  

Action  

*四個構成要素彼此並非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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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能激發強項角度 

 

思考： 

 今時今日的長者有何優勢? 

 你所接觸的長者有何強項? 

 

新一代長者的特色 

身體健康狀況更佳、教育水準提高、有更大能力掌握新資訊、對服務有更大期望 

 

強項角度 (Strength Perspective) (Saleebey, 2000)  

 每個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都有本身的知識、才能、經驗及資源 

 環境中充滿各樣資源 

 人們很多時都知道甚麼對自己最好 

 人們有內在潛能為自己謀幸福 

 人們會在經驗中成長 

 

 

 

發掘長者強項的方法 (甘炳光, 2008) 

 多留意細微不顯眼的事 

 不要只著重問題，多談論興趣及喜歡做的事 

 不要只關心現在，多了解過往的歷史，特別是過往的工作與成就 

 運用個別化 

希望與可能性 

(Promise & Possibility) 

資源、韌力與儲備的能量 

(Resources, resilience & Reserves) 

能力, 技巧與個性 

(Capacities, Competencies and Charac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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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將權能激發取向/充權理念運用於組織長者及推動參與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與

局限？ 

 有沒有成功的例子？ 

 

小組討論： 

情

境

一 

 

 長者表現被動，傾向接收資訊，較少關注議題和主動發聲。如何提升長者參

與程度? 

 長者覺得關注組討論的議題「唔埋身」，如何讓長者由關心個人利益，提昇至

關心長者群體福祉? 

情

境

二 

 組織中各長者在意識提昇的步伐不一致，討論時亦有不同立場，可如何處理? 

 如何讓中心/關注組中的少數群體可以放心表達想法? 

情

境

三 

 

 社工必須充分掌握最新社福資訊或政策以便與長者討論？ 

 如何處理長者對工作員/個別成員依賴？ 與長者分析議題時工作員應否有立

場取向? 

情

境

四 

 

 與局方/署方會談時，遇到官員對長者的提問避重就輕或轉換視線，不作正面

回應時，如何跟進? 

 政策的倡議需要較長時間跟進，或爭取的議題沒有結果，如何保持組員士氣

或處理組員負面感受？ 

 

思考 

 如何促進長者的參與/提升參與的層次? 

 窒礙長者參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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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長者的參與/提升參與的層次？ 

參與的八個層次 (Arnstein, 1969) 
 

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公民擁有決策權，由民間主導政府規劃和執行 

賦與權力(Delegated Power) 

公民享有很大程度的決策權 

伙伴(Partnership) 

政府與公民為伙伴關係，共同擁有決策權 

安撫(Placation) 

公民在決策中發揮影響力，但決策權在政府 

諮詢(Consultation) 

公民可以表達意見，但意見未必獲政府採納 

通訊(Informing) 

政府單方面向公民傳達政策，公民無法參與 

治療(Therapy) 

政府以不同方式誘導公民接受其政策 

操縱(Manipulation) 

政府控制群眾支持政策 

 

 

 

 

 

階層 6-8:  公民力量 

 

階層 3-5:  表面參與 

 

階層 1-2:  非參與 

Figure. Eight rungs on the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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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基本，提升參與動機 

短片參考：樂活推手－活躍老挪威系列 7 之 5 http://www.peopo.org/news/43316 

挪威長者自我充權的啟示－了解長者的想法和需要 

挪威是個長者照顧著名的國家，有一個影響長者照顧質素而外界較少介紹的因素－該

國有許多具影響力又充滿人情味的非營利組織。這些組織不斷按著社會發展和長者的需

要，創造新的社會制度，開發新的社會資源，令不少被忽略的人和需要得到滿足，包括地

方民意機關裡設有長者事務諮詢委員會、先進的失智症照護中心及懷舊資源中心。 

 

招募接觸的切入點(胡文龍, 1997) 

 
 

招募接觸的步驟 

1. 充足準備 

2. 令交談的長者信任 

3. 聆聽 

4. 鼓勵 

5. 帶領長者瞭解個人利益及整體利益 

6. 令長者明白他/她的參與是重要和獨特 

7. 邀請他們作出參與承諾 

8. 跟進承諾 

 

動員長者注意事項 

 不應為了令長者參與而言過其實 

 推動不足錯過機會，推動太多會惹人反感 

 留意對方有否口是心非 

 別與意見完全相反的人爭辯 

** 儘量掌握長者的生活處境和需要 

 

個人利益 事件利益 組織吸引力 

http://www.peopo.org/news/4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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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礙長者參與的因素 (周愛華, 1997) 

個人(內在因素) 社會環境(外在因素) 

1. 身體機能衰退及健康問題 

2. 精神壓力 

3. 資訊貧乏 

4. 失去家屬、親友及朋友的支持網絡 

5. 社交能力下降 

6. 生活質素下降 

1. 失去經濟來源及醫療開支增加 

2. 失去貢獻社會的角色(工作或公民活動) 

3. 失去社會地位 

4. 令受助人失去尊嚴的社會服務 

5. 政治層面被邊綠化 

6. 政策決策者忽略長者的需要 

 

  

增加依賴 

被標籤為無價值的群體 

政治經濟的內化壓迫 

內化無助感 歧視定型 
失去對社會的貢獻、 

平等參與社會及自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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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提升不同類型及程度的長者參與？ (陳麗雲、黃錦賓, 1994) 

 

參與層次 心態 教育重點及目標 手法 

旁觀者 

 觀望/嘗試 

 好奇 

 利益取向 

 態度：以共同利益為引子，去

關心社區 

 行為：留意宣傳活動及發表個

人意見 

 知識：明白集體行動的影響 

 提供開放式參與 

 吸引注意力及參加資料 

 以推銷方式邀請 

 明白對方的需要及興趣 

 取得聯絡方法 

嚮應 

參加者 

 資料掌握 

 活動取向 

 利益取向 

 關係取向 

 態度：認同集體參與 

 行為：關心事件進展、參與集

體行動 

 知識：了解集體爭取的目標與

途徑 

 加強彼此認識 

 加強活動滿足感 

 吸納為短期/事件性義

工、聯絡人/諮詢對象 

 提供直接參與途徑 

 針對需要提供服務 

代表會/ 

關注組 

 成就取向 

 權力取向 

 關係取向 

 意識提升 

 態度：以大眾利益、社會公義

為己任 

 行為：組織行動、動員 

 知識：政策分析、權力資源分

佈、政府架構 

 領袖技巧 

 策劃/決策機會 

 參與區內外聯繫機會 

 增加其他長者對關注組/

代表會的認同 

積極 

參與者 

 成長取向 

 調劑生活 

 服務取向 

 關係取向 

 態度：為公義發聲的精神 

 行為：主動發表意見、參與具

體工作 

 知識：分析問題及解決方案 

 以長線培訓/小組維繫 

 長線及結構的活動/服務 

 提供參與機會及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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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的層次、方法及對象(陳麗雲、黃錦賓, 1994) 

社會參與行為需要融滙知識、思考方法、感情態度、興趣與價值觀念、行為和技術掌握。 

價值 
 

     

技能 

興趣 

態度 

理解 

知識 

 
個人 小組 群體 社區 大眾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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