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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簡介1

雖然現時社會討論「大灣區養老」時，較集中討論院舍照顧的問題，但實際上「居
家 安 老 」 同 樣 作 為 兩 地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見 於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案》1，以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於 2021 年介紹 2，中國的養老模式形成  
 「9073」格局，即 90% 左右的老年人都在居家養老，7% 左右的老年人依託社區支持養
老，3% 的老年人入住機構養老），本研究的範圍聚焦在香港長者在大灣區社區安老的
現況。

由於社區生活環境及生活成本的不同，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認為鼓勵長者於大灣區養老，
是一個有助提升長者生活質素，亦有助香港舒緩人口老化問題的方案。另一方面，因為
社會網絡、醫療及服務配套，以至生活文化習慣差異的原因，有不少意見認為長者要於
大灣區養老其實仍面對阻礙。要分析上述兩種意見，我們一方面可從已於大灣區養老的
港人長者為入手點，分析他們實際的生活現況、他們選擇回內地養老的原因，以及當中
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我們訪問了居於香港的港人長者，理解他們如何考慮大灣區養
老的選擇，且當中涉及的引力及阻力。

現時有關港人於內地社區養老的研究不多，本研究將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對此議題作初
步探索。本報告的第一章為簡介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則簡單闡述現時港人於大
灣區養老的統計數字，使讀者對此議題有概括性的了解。第三章、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是
從訪談所得的資料，分別從大灣區養老的吸引因素、港人考慮到大灣區養老的先決條件，
以及港人於大灣區養老後實際上遇到的困難作出分析。第六章則是總結以及建議未來研
究及政策討論的方向。

本研究只為探討港人於大灣區養老議題的開端，期望藉此探討香港進一步推動港人於大
灣區養老的可能性，以及當中所需的政策及服務配套，最終可以讓長者選擇更多不同的
養老方案，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1.1.1

1.1.2

1.1.3

1.1.4

在本港人口高齡化日趨嚴峻的背景下，香港政府早於 1997 年開始，
就應對本港長者跨境養老需求推行各項支援措施，加上近年香港
與內地政府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更多合作，香港人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養老（「大灣區養老」）成為近年社會熱門議題。

1.1 研究背景

1.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安老事務委員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瀏覽自 :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tc/about-us/elderly-services-programme-plan/
2.	 央視新聞客戶端	(2021 年 4 月 8 日 )。國家衛健委：我國養老呈“9073”格局	約 90% 老年人居家養老。央視網新聞。	
	 瀏覽自 :	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cwUroEXDM4NPKGnmOuu210408.shtml#:~:text=%E5%9B%BD%E5%AE%B6%E5%8D%AB%	
	 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8%80%81%E9%BE%84,%E8%80%81%E5%B9%B4%E4%BA%BA%E5%85%A5%E4%BD%8	
	 F%E6%9C%BA%E6%9E%84%E5%85%BB%E8%80%81%E3%80%82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tc/about-us/elderly-services-programme-plan/
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cwUroEXDM4NPKGnmOuu210408.shtml#:~:text=%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8%80%81%E9%BE%84,%E8%80%81%E5%B9%B4%E4%BA%BA%E5%85%A5%E4%BD%8F%E6%9C%BA%E6%9E%84%E5%85%BB%E8%80%81%E3%80%82
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cwUroEXDM4NPKGnmOuu210408.shtml#:~:text=%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8%80%81%E9%BE%84,%E8%80%81%E5%B9%B4%E4%BA%BA%E5%85%A5%E4%BD%8F%E6%9C%BA%E6%9E%84%E5%85%BB%E8%80%81%E3%80%82
http://m.news.cctv.com/2021/04/08/ARTIwcwUroEXDM4NPKGnmOuu210408.shtml#:~:text=%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8%80%81%E9%BE%84,%E8%80%81%E5%B9%B4%E4%BA%BA%E5%85%A5%E4%BD%8F%E6%9C%BA%E6%9E%84%E5%85%BB%E8%80%81%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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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調查資料主要透過深入訪談及焦點小組取得，研究於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期
間進行。當中包括 5 個個人訪問、1 個雙人訪問（夫婦一同受訪），以及 4 個焦點小組
訪談，受訪長者總人數為 22 人。受訪長者中有 5 位於訪談時居於香港，其餘 17 位則居
於內地。居於香港的長者透過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招募，而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則主要透
過兩間機構協助招募，分別是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及新家園協會。訪談分別以電話訪談
（約 30 分鐘至 1 小時）及面談形式（約 1.5 小時至 2 小時）進行。

受訪對象包括於內地生活的港人長者以及於本港生活的港人長者，兩組受訪對象招募條
件如下：

i) 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 
 ・ 在內地生活的 55 歲或以上長者（包括廣東及福建計劃參加者、任何居於內地社 
  區的長者等），不包含現時居於院舍的長者 
 ・ 已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不少於 1 年 
 ・ 在過去 1 年中在內地居住 6 個月或以上（包括游離養老 3 及長居內地人士）

ii) 居於香港的長者 
 ・ 60 歲或以上在香港生活的長者，不包含現時居於院舍的長者 
 ・ 對於在大灣區安老有或沒有明顯意願均可參與訪談 
 ・ 已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不少於 1 年

最後，在我們邀請的 22 位長者中，當中有 17 人屬於居於內地的長者，5 人為居於本地
的長者，當中 4 男 18 女。在居於內地的組群中，年齡介乎 57-83 歲，超過 7 成半是於
內地居於 20 年或以上，當中有約 4 成獨居，4 成與配偶同住，有 1 成與親友同住，其
餘為與子女同住。至於生活於香港的組群，年齡則介乎 60-65 歲，當中 2 位獨居，3 位
與子女一起居住（詳情見附錄）。

兩組長者的訪談內容大致相同，訪談主要通過 7 個範疇了解長者的生活經驗及狀況，以
及了解長者考慮或不考慮到內地安老的原因及顧慮。當中包括 : 移居的考慮因素、兩地
聯繫、醫療護理、社區照顧及服務、住屋、社交生活和未來展望（詳見表一）。此外，
本研究亦會邀請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填寫一份他們日常生活開支的表格，以了解他們
的開支狀況。

1.2 研究方法

2

1.3 訪談內容

3.	 游離養老指長者在香港和內地都有居所，而每年逗留內地的時間超過一個月。

1.2.1

1.2.2

1.2.3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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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及居於香港長者的訪問範疇

範疇 / 
長者群組

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 居於香港的長者

移居的
考慮因素

・選擇在內地安老的主要原因
・喜歡或不喜歡內地生活的哪些方面

・對於在內地安老有或沒有意欲的主要 
 原因
・對於在內地安老有甚麼顧慮或擔心
・喜歡或不喜歡內地生活的哪些方面

兩地聯繫 ・有否於內地工作或生活的經驗
・有否家人或親友現時或曾經在內地居住
・有多常來往香港

・有否於內地工作或生活的經驗
・有否家人或親友現時或曾經在內地
 居住
・有多常來往內地

醫療護理 ・現時的就醫習慣及經驗
・認為有甚麼措施能支援在內地時的醫療護理
 需要

・曾否於內地看醫生 ( 中醫 / 牙醫等 )， 
 經驗如何
・認為有甚麼措施能支援在內地時的 
 醫療護理需要

社區照顧
及服務

・曾否在生活中遇過需要求助的情況，當時如何 
 解決
・曾否使用或是否知道任何在內地的社會服務或 
 公共服務
・認為有甚麼社會服務可以支援在內地社區生活

・認為有甚麼社會服務可以促使或協助 
 在內地社區養老
・是否認識內地的社會服務或公共服務

住屋 ・如何解決住房需要 ・如何解決住房需要

社交生活 ・日常生活中有多常接觸親戚朋友
・是否滿意現時的社交生活
・認為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如何協助促進社交生活

・不適用

未來展望 ・於未來的展望，特別是如何應付長期照顧需要 ・於未來的展望，特別是如何應付長期 
 照顧需要

本研究探討港人在大灣區養老的各種現況及其考慮因素。由於為質性研究，因此未能歸
納出香港長者大灣區養老的整全現況。此外，由於研究規模所限，本研究在構思抽樣框
架時，未能把不同對養老決定有潛在影響的因素（如階級、性別、年齡、身體機能的缺
損程度等），均列入抽樣的考慮範疇。在決定樣本數目時，亦未能夠達至一般質性研究
所要求的飽和（saturation）狀況。因此本研究只能視為有關議題研究的起點。更多與
港人於大灣區養老現況、相關的考慮以及阻礙因素，仍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發掘。

1.4 研究限制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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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居於內地的長者人數

本部份將透過過去從不同調查所得的統計數據，描繪出現時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養老的整體現況，
當中包括現居於大灣區的香港長者人數及特徵、有意在未來到
大灣區養老的長者數目，以及驅使他們在大灣區養老的原因。

港人在內地養老本身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隨著香港與內地日漸融合，現時有不少港人
於內地生活，當中包括 65 歲或以上長者。

雖然現時並沒有於大灣區居住港人長者的總體統計數字，但香港政府統計處曾調查於廣
東省居住的人數。根據調查 4，2023 年約有 49.6 萬香港市民通常逗留於廣東（表二），
人數較 2013 年的 51.7 萬有輕微下降。然而以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計算，人數則由
2013 年的 6.8 萬上升到 2023 年的 8.9 萬，升幅達 3 成。現時通常逗留於廣東的長者人口，
約佔整體香港整體長者人口中的 5.4%5。

表二：2013-2023 年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居民人數

年份 ( 年底 ) 所有年齡 65 歲或以上長者
2013 516 700 67 600
2014 516 600 70 900
2015 516 000 73 100
2016 521 000 75 200
2017 531 000 77 400
2018 537 700 81 000
2019 541 900 90 200
2020 536 800 88 000
2021 538 800 87 300
2022 529 500 89 100
2023 495 800 88 900

4.	 香港政府統計處。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居民統計數字。瀏覽自 :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	
	 html?id=115-01031&param=N4IgxgbiBcoMJwJqJqAjDEAxADCANCAPoAuRmehRADudGgL6EDKAogBqogbQgDMBYmUwAmQTTo4mIAIIBxVlwAsmAG	
	 rjhvMVVowphABJce-DXRCViu+g2kBnKLCt0RhgNIAlOQAUYAbRAPAEMAdxoAUwAnIgA7EABdaQAbGBJIgFdwhiA
5.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23 年中香港 65 歲以上長者的人口約為 164 萬人。

4

2.1.1

2.1.2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5-01031&param=N4IgxgbiBcoMJwJqJqAjDEAxADCANCAPoAuRmehRADudGgL6EDKAogBqogbQgDMBYmUwAmQTTo4mIAIIBxVlwAsmAGrjhvMVVowphABJce-DXRCViu+g2kBnKLCt0RhgNIAlOQAUYAbRAPAEMAdxoAUwAnIgA7EABdaQAbGBJIgFdwhiA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5-01031&param=N4IgxgbiBcoMJwJqJqAjDEAxADCANCAPoAuRmehRADudGgL6EDKAogBqogbQgDMBYmUwAmQTTo4mIAIIBxVlwAsmAGrjhvMVVowphABJce-DXRCViu+g2kBnKLCt0RhgNIAlOQAUYAbRAPAEMAdxoAUwAnIgA7EABdaQAbGBJIgFdwhiA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5-01031&param=N4IgxgbiBcoMJwJqJqAjDEAxADCANCAPoAuRmehRADudGgL6EDKAogBqogbQgDMBYmUwAmQTTo4mIAIIBxVlwAsmAGrjhvMVVowphABJce-DXRCViu+g2kBnKLCt0RhgNIAlOQAUYAbRAPAEMAdxoAUwAnIgA7EABdaQAbGBJIgFdw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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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意於大灣區養老的香港長者人數

至於本港居民對於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生活的意願，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20 年 6 月
所公布的調查數據 6，在所有考慮過未來選擇到香港以外地區安居或安老的 15 歲或以上
的香港人中，約有 22 萬人對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居住或退休比較感興趣，當中約有 3.3
萬人是 65 歲以上，6.6 萬人是 55-64 歲 ( 表三 )，如果以此年齡層為退休或準退休人士，
則約有 10 萬人表示有興趣到大灣區城市退休。至於港人欲前往養老的城市，首位為深
圳，佔 23%，其次為廣州，佔 18%（表四）。

表三：按年齡劃分有意向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居住或退休的人士的人數

表四：期望前往的首五位內地大灣區城市及對此感興趣人士數目的百分比

年齡組別 該年齡層對內地大灣區城市安老 / 定居感興趣的人士

≥ 65 33 000

55 – 64 66 000

45 – 54 610 000

35 – 44 400 000

25 – 34 152 000

15 – 24 46 000

期望前往退休 / 居住的大灣區內地城市 感興趣前往該城市的人數佔整體百分比

深圳 22.6%

廣州 18.2%

中山 13.9%

珠海 12.8%

東莞 9.1%

6.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0)。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71 號報告書：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的意向。政府統計處。瀏覽自 :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201/att/B11302712020XXXXB0100.pd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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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受訪者有興趣到大灣區養老的原因方面，根據上述統計處的調查，當中近一半人選
擇家居或住宅面積較寬敞，另有 4 成人表示因為消費水平低（表五）。至於對大灣區不
感興趣的市民，他們選擇不到大灣區生活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差異（43%）及政治體制差 
異（39%），亦有 31% 表示是因為醫療 / 福利的原因（表六）。

表五：有興趣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居住或退休的原因及其百分比

表六：沒有興趣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居住或退休的原因及其百分比

有興趣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居住或退休
的原因

選擇是項原因的受訪者佔整體百分比 
 （可選多項）

家居 / 住宅面積較寬敞 49.5%

消費水平較低 44.2%

房價較便宜 26.0%

市容 / 社區環境較好 24.7%

沒有興趣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居住或退
休的原因

選擇是項原因的受訪者佔整體百分比 
 （可選多項）

文化差異 
 （例如：禮貌、排隊秩序、工作態度等）

43.0%

政治體制差異 38.9%

醫療 / 福利較差 30.6%

治安較差 3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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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分析：大灣區養老的吸引因素3
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認為，港人回大灣區養老的吸引因素有三個：
生活成本低，環境和生活質素適合退休人士，以及社區富人情味。

在大灣區養老的吸引之處在不同探討大灣區養老的研究中均有提及，例如根據 2022 年
發布的《後疫情時期大灣區養老的引力與阻力：公共福利的可攜性和社會支持網絡對跨
境養老選擇的影響》研究報告 7，提到 7 個吸引長者回內地養老的因素，分別是：1. 居
住空間大；2. 生活成本低；3. 置業成本低；4. 交通便利；5. 居住環境較好、友善社區；
6. 生活便利；7. 文化相近。

是次訪問中獲得的意見與上述研究亦相近，當中較顯著的 3 個因素分別是：生活成本低、
整體生活質素理想，以及社區有人情味。

在訪談中，不少受訪者都表示內地生活成本較低，即使受訪者於深圳生活，他們表示生
活成本仍低於香港，特別對於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來說，居於內地可確保津
貼金額已大致足夠於內地應付基本生活。因此，居於大灣區的長者被問及為何選擇在內
地養老時，所有受訪長者第一個回應幾乎都是因為生活成本低：

「喺香港主要係靠長者生活津貼，我無公屋，覺得喺香港好難生存；我而家喺度 
（指內地）租金千七蚊連埋水電，慳啲洗嘅話已經過到唔錯嘅生活。」（居於內地的     

  受訪長者，編號：G012）

這因素對於現居於香港、有意欲到內地養老的長者來說亦是最吸引的地方：

「想返去嘅原因主要都係因為價錢平啦，而且環境都 OK，趁自己而家仲識行識走， 
  我覺得都可以自己生活到。」（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3）

3.2 生活成本低

3.1 分析

7

7.	 周永新 (2022)。後疫情時期大灣區養老的引力與阻力：公共福利的可攜性和社會支持網絡對跨境養老選擇的影響。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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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大灣區租金遠比香港便宜，置業成本亦較低。另外諸如衣食住行，生活上其
他方面的所需費用亦較低。此外，在深圳市，60 歲及以上的長者申領頤年卡後，便可免
費乘坐市內公交（即巴士）、地鐵和軌道交通、電車，亦可免費進入全市各文化場所參
觀、免費或優惠使用全市公共體育場館，以及進入全市各公園和市政府投資建設的旅遊
景區免費遊覽。

於內地生活的受訪長者填寫了他們每月用於不同目的的開支。結果他們的平均開支為
5,980 港元 ( 以長者或長者及其配偶為核算單位 )，遠低於香港整體退休人士的 25,151
港元，當中於受訪者的住屋開支只有香港的 6 成，食品開支更只佔不足一半。

8

商品或服務類別 居於大灣區的香港長者 
( 註一 )

2019/20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 退休人士 )

HK$ % HK$ %

食品 
 （外出用膳、外賣、基本食品等）

2 460 41.1% 6 751 26.8%

住屋 
 （租金、管理費、保養維修等）

1 658 27.7% 11 583 46.1%

電力、燃氣及水費 374 6.3% 624 2.5%

煙酒 2 0.03% 97 0.4%

衣履 150 2.5% 402 1.6%

耐用物品（家具、電器、電話等） 180 3.0% 822 3.3%

雜項物品（藥物、報刊書籍、 
家居清潔用品等）

230 3.8% 790 3.1%

交通（交通費、養車費用等） 23 0.4% 1 147 4.6%

雜項服務（娛樂、旅遊、理髮、
電話費、醫療開支等）

903 
( 醫療開支 : 520； 
其他服務 : 383）

15.1% 2 935 11.7%

每月總開支 5 980 100% 25 151 100%

表七：受訪者及整體香港退休人士的開支模式

註一：受訪長者以人民幣填寫，為方便比較，最後以人民幣兌港幣滙率 =1.10 轉換成港幣 )

3.2.3

3.2.4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安老的現況與挑戰 ┃ 質性研究報告

有不少受訪長者提到在大灣區居住的吸引之處是與社區的硬件設施有關。無論是居住空
間或社區，不少受訪長者都異口同聲表示大灣區空間充足，居住及生活環境理想，治安
良好；另外有受訪長者提到對比香港，大灣區空氣質素較好，而且生活節奏較慢，比較
適合養老。此外，交通便利亦令長者易於出行，使他們可以維持其重視的生活。不少居
於大灣區的受訪長者都對現時生活感到滿意。

 「香港嘅單位得嗰細細間，好似坐監咁，我覺得自己已經適應唔返香港生活；同埋
我而家打的（乘搭的士）周圍去都好方便，完全無問題。」（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

G001）

 「比起香港，內地環境無咁緊張，又多樹，空氣好好，比較適合退休生活；即使
講到娛樂方面，內地嘅生活都比香港更加多姿多彩。」（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

G012）

有受訪長者則認為內地社區較有人情味，鄰舍關係較緊密。其中一位長者分享，在她居
於內地的十多年間，遇過不少好人好事，亦與社區裡的不同人漸漸建立連繫，這些經驗
令她逐漸產生歸屬感。亦有受訪長者認為內地有敬老文化，不會視長者為負擔。除了福
利政策外（例如：60 歲以上人士很多公共服務都免費），平日在社區的生活經驗亦令他
覺得不同年齡層的人普遍都會尊敬長者，並如同家人般親切和友善。

 「我成日去屋企附近個街市買餸，去得多就慢慢同其中一檔賣豬肉嘅事頭婆熟咗。
有次好似係佢個女生咗細路，佢竟然送咗一煲豬腳薑俾我！我開頭都有啲唔習慣佢
哋嘅好意，但我慢慢發現，佢哋對於家人嘅概念同香港好唔同，原來連買餸客人都
可以好似家人咁，我覺得好難得。⋯⋯我初初到埗嗰陣有次去傢俬城買張凳仔，我
自己拎唔到返去，嗰陣無送貨嗰啲，十幾年前交通又無而家咁方便，結果有個售貨
員妹妹仔話咁啱住我附近，佢放工嗰陣就順路幫我拎返去。⋯⋯好多年前我同啲朋
友去遊樂場玩，諗住俾貼士俾其中一個服務員，但佢唔肯收；仲有內地啲餐廳唔似
得香港餐廳咁有紙巾，點知個侍應姐姐俾咗佢自己條手巾仔我用。我覺得佢哋雖然
無乜人情世故嘅經驗，但就因為咁所以仲好單純，保留到以前嗰種美德。」（居於內

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1）

 「我覺得香港人情味差啲，無內地咁親切。我細個喺廣州長大，一出街就有一堆人
一齊玩，無論識唔識嘅都會一齊玩。嚟咗香港之後，雖然物質生活好咗，但我覺得
反而隔膜大咗。」（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3）

3.3 整體生活質素理想

3.4 社區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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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分析：回大灣區養老的先決條件4
4.1 內地的生活經驗與聯繫

在是次訪問中，大部份於大灣區養老的長者，都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與大灣區有密切
聯繫，當中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類：1）年輕時都有在大灣區工作、做生意或居住的經
驗；或有不少本身於大灣區出生，年輕時曾於香港工作及生活，退休後回大灣區生活； 
2）有部分受訪長者的配偶有內地戶籍；3）有少數受訪長者於香港土生土長，亦沒有於
內地生活或工作的經驗，但因為有朋友居於內地，因而不時到內地遊玩，慢慢由短期逗
留演變成較長期的定居，及後選擇定居於內地。由於這些長者選擇於內地定居前已對內
地生活有一定了解及認識，而且在置業 / 租住樓宇或日常交通等均沒有太大困難或疑慮。
因此是次訪問問及於大灣區養老的適應問題，不少都感到沒有困難，因為對他們而言回
大灣區養老是一個自然選擇 :

 「喺呢度（指內地）生活無咩需要適應喎，同語言同文化，我又唔識英文。」（居於內

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8）

相反，在現時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中，如果他們沒有內地生活的經驗，甚少到內地遊玩，
或太久沒有在內地生活的經驗，他們則較多機會表示因不熟悉內地的生活，而表示沒有
意欲選擇跨境養老。

 「我無喺內地生活過，平時亦好少去大陸玩，唔清楚嗰邊生活係點，都無乜興趣了
解。我覺得喺香港做吓義工，啲老人家有需要時我就去陪診咁仲好，我覺得喺到幾
開心。」（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1）

 「之前因為疫情關係就少咗返去（指內地）玩，先生都係大陸人，以前環境差，十
幾歲就過咗嚟（指香港），但我對而家內地生活係點好唔認識，都唔會考慮返去
住。」（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4）

 「而家內地 60 歲以上好多嘢都免費，生活各方面好似都幾好幾先進咁，但我就驚適
應唔到，特別唔適應佢哋唔用現金，驚會消費唔到。同埋醫療都係考慮啦，香港嘅
醫療唔夠人手，內地就應該夠嘅，但實好貴啦，我驚負擔唔起。」（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

編號：H004）

綜合現時分別居於內地及香港的受訪長者之生命歷程，
可見長者對內地熟悉，是他們選擇在大灣區養老的重要條件，
而這往往取決於他們本身與內地的聯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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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所謂「熟悉」內地的生活，有時並不是指熟悉如何具體處理日常衣食住行的問題，
而是指更深層的文化熟悉感，這又往往與他們早年於內地生活的經歷相關。例如一位於
內地出生，年輕時到香港生活後就長居香港的受訪長者表示，雖然他現在對內地現況不
甚了解，不過就基於自己年少時於內地的生活經驗，令其對重返內地生活有信心，並希
望年老時回內地居住。

  「自己細個都喺內地生活，都長大到，唔會無信心喎，亦無擔心過會唔適應嗰邊生
活，反而嚟咗香港生活咗咁多年都覺得唔適應。我無同屋企人提過想返大陸住，唔
知佢哋會點反應呀，不過佢哋探唔探都係咁生活㗎啦，都無乜所謂。」（居於香港的受

訪長者，編號：H003）

與此相關的是，在這次調查訪問於內地養老的港人，不少都會強調內地文化的獨特性，
並會透過舉出他們早年於內地生活遇到的種種特殊事例，去展現內地文化的特殊性。例
如當問及一位受訪者過去於內地的生活經驗，他則回顧過去曾任職兩地貨車司機，當時
會有前車突然拋下死豬，然後待後車停車檢查後，乘機偷走貨物。另外有兩位受訪者介
紹自身過去在內地的經驗時，他們都表示過去在內地經商，並且在深圳「乜都玩過」，
這都是展現他們對內地文化的深層認識。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安老的現況與挑戰 ┃ 質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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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居於香港長者在訪談期間的分享，她們對於在大灣區安老的首要顧慮是住屋問題。
她們都異口同聲表示在內地無物業，較難兩邊生活，卻對於在內地置業缺乏信心，例如
不知道如何在內地租樓，擔心被騙或者物業貶值。

 「喺內地無物業，好難兩邊生活喎；同埋我信唔過內地啲樓花，都唔知會唔會變爛
尾樓嘅，有錢都寧願喺香港買多層樓收租啦。」（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2）

 「喺嗰邊要租地方先得，如果經濟能力容許就可以囉，要兩邊都有落腳地方喎。我
唔會貿貿然喺內地置業喇，即使要買都返鄉下或者去返啲親戚到買，你睇而家雅居
樂、碧桂園嗰啲好多爛尾，放樓一定蝕啦，到時實大把苦主。」（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

編號：H005）

 「嗰度啲法律同香港好唔同，買咗樓有咩事實追討唔返啦。如果婦女中心有揾屋服
務就梗係好啦，我對內地嗰啲不知名機構就真係無乜信心。」（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

編號：H004）

 「雖然我有興趣返去住，但主要都係經濟問題，嗰邊都無落腳點好難考慮，同埋都
唔知點樣喺嗰邊買樓或者租樓。」（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H003）

4.2 住屋問題

4.1.3

4.2.1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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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長者的子女是否在內地居住或工作對於長者選擇於內地定居的影響則各有不同。首
先，在已回內地養老的受訪者中，部分受訪長者的子女在內地工作及生活，會定期見面，
保持較緊密的關係；亦有不少長者其子女在香港甚或外地生活，受訪長者只會在回港時
與子女及其他家人見面，或不時以電話聯繫，但總括來說，在是次回內地養老的受訪
長者中，相對希望過獨立的生活，例如有長者表示喜歡自己一人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地 
生活。

 「喺呢度（指內地）生活無乜問題吖，又唔洗顧慮啲仔女，自己一個自由自在都不
知幾好。」（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9）

亦有長者表示不希望自己成為子女的負擔：

 「唔好俾咁多麻煩啲仔女喇，我唔想佢哋討厭我，有咩事最好就可以自己搞掂啦，
我唔想啲仔女要照顧我。」（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9）

另一方面，現時在港居住而不希望回內地養老的受訪者中，有不少表示因為不希望與家
人分離，而不會考慮回內地養老，例如其中一位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表示，對內地社區
生活及院舍生活都有一定了解，自己年輕時於內地長大，亦有朋友的親人現於內地院舍
居住，但她就不會考慮，因為其家人在港。她將家人置於首位，表示若自己在內地居住，
家人很難經常回內地探望，她覺得與家人相處的時光比一切都重要。亦有受訪長者表示
有家人在港需要照顧，所以不會考慮到內地養老。

 「年紀去到咁大，去到需要俾人照顧嘅時候都無心情欣賞鳥語花香啦，個環境幾靚
都無用，我寧願日日有屋企人嚟探我，同我傾下偈仲好。」（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

H005）

亦有受訪者因為自己是照顧者的身份，所以不會考慮回內地養老 :

 「阿媽同阿哥都喺香港，媽咪都 90 歲，雖然上面（指內地）係平啲，但將阿媽擺
上大陸都唔知可以點照顧，所以唔會考慮返內地喇。」（居於香港的受訪長者，編號：

H002）

4.3 與家人的聯繫

4.3.1

4.3.2

4.3.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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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地生活的受訪長者，雖然本身因為內地生活質素較高而往
大灣區養老，但他們在內地生活時，仍然會遇到不同的阻力，這包括
就醫問題、長期照顧的安排、對社會服務的認知，及社交網絡等面向。

根據訪問的結果，現時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在就醫方面的經驗可大致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會定時回港覆診，或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就醫的長者，這些長者對香港
的醫療系統有較大信心，而且使用醫療券可以減輕醫療負擔。有小部分受訪長者表示對
內地醫療質素始終未夠信心，認為內地醫生的診斷不夠準確或全面，或配藥亦與其所熟
悉的不同，令他們產生懷疑。亦有受訪長者表示有些醫院仍有收紅包的習慣，令他們卻
步。對於這些長者來說，回港覆診交通需時，另一方面如他們未能即日往返，他們留港
時亦未必有居所方便逗留，需要寄住在家人或親友家。

必須注意的是，另有一些受訪者本身對內地醫療制度有信心，甚至認為醫療質素比香港
高，但由於負擔不了內地的醫療費用，所以仍會選擇於香港覆診。

至於會選擇在港大深圳醫院覆診的長者，他們大多視港大深圳醫院為香港醫療體系的延
伸，因此信心較大。然而他們不少都表示每年 2,000 元港幣的醫療券限額未能全額支付
在港大深圳醫院的醫療費用；而且掛號費比香港貴一倍，亦不能用醫療券支付。此外，
港大深圳醫院亦同樣面對供不應求，輪候需時的問題。

 「疫情期間我主要喺內地嘅三級醫院睇醫生，疫情後就返咗香港嘅瑪嘉烈醫院睇。
之前試過喺港大深圳醫院睇，但嗰度好多本地人睇，三個月都約唔到期睇前列腺，
所以先轉返去瑪嘉烈。不過香港嘅醫療券轉咗返內地之後喺香港就用唔返，都幾麻
煩。同埋喺香港照超聲波要等好耐，如果真係好緊急，我都會喺返呢度（指內地）
睇醫生。」（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2）

第二種是比較習慣內地醫療系統的長者，這些長者當遇到較嚴重的疾病，而輪候香港公
立醫院的專科服務時間較長時，會願意選擇在內地就醫，而當他們遇到普通小病就選擇
在社區的社康中心處理（由於交通關係，他們未必方便使用港人深圳醫院）。在這些受
訪者中，亦有部份認為在內地就醫的經驗（無論是中醫或西醫）比香港更好。除了不用
排期輪候，報告亦出得較快之外，他們認為內地的醫療服務更好，醫生護士都比較親切，
有時還會閒話家常。

5.1 就醫問題

5.1.1

5.1.2

5.1.3

5.1.4

5.1.5



 「基本上我哋平時都唔會返香港睇醫生，喺香港睇私家醫生成本高，喺呢度（指內地）
睇平好多。如果之後有大病都會想喺呢度睇，真係處理唔到先考慮返香港啦。」（居於內

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3 及 G004）

這些長者最常表達的顧慮都與醫療費用有關，有受訪長者表示在內地看醫生的費用雖然
比香港私家醫院便宜，不過若有較嚴重的疾病，或需要恆常覆診取藥，內地的醫療費用
相對香港公營醫療體系還是較昂貴，尤其是香港長者未能參與內地的社保，未能享用醫
療費用的相關補助，醫療開支對於長者而言仍有一定負擔。其次是用藥問題，受訪長者
表示初期對於藥物只有中文名稱不習慣，不過近年藥物開始附上英文名稱，亦有更多藥
物進入內地市場，所以亦漸漸適應。最後有受訪長者提到語言問題，他們在求醫時需要
醫生能明白廣東話，對於需要使用普通話表示有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受訪長者提到有醫療需要時，會詢問親友或鄰居介紹當區或附近相
熟、可靠又便宜的醫生、醫療機構或牙科診所，或者曾親身嘗試過有效的藥物。在居於
內地的長者群體之間，透過互相介紹或口耳相傳，來回應自身的醫療需要似乎十分普遍，
這一方面與長者面對地區醫療資訊不足有關，另一方面與內地不同醫療機構的醫療質素
較參差有關。在焦點小組中，有長者提到自己有皮膚乾燥的問題，覺得醫生處方的藥物
效用不大，而且覺得坊間的藥膏治標不治本，身旁的長者聽後表示亦有類似狀況，立即
分享一些自身經驗供其參考。另外，亦有長者在訪談中提到深圳有一間種牙的醫療機構
不錯，不太貴而且技術、設備都好，席間其他長者聞言都紛紛請他介紹。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安老的現況與挑戰 ┃ 質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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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 障礙

使用內地醫療服務 ・ 不用排隊輪候，出報告時間 
 較快，服務態度親切 
・ 一般醫療成本低 
・ 在香港輪候公立醫院專科服 
 務需時

・ 若有較嚴重疾病或者需要恆常覆診取藥， 
 在內地求醫仍然較貴 
・ 不了解藥物中文名稱和使用普通話求診

定時回港覆診或者 
港大深圳醫院就醫

・ 使用醫療券減輕負擔 
・ 對香港醫療系統信心較大， 
 包括對港大深圳醫院 
・ 對內地醫療質素未夠信心， 
 認為內地醫生診斷不夠準確 
 和全面

於本地公立醫院就醫： 
・ 回港覆診的交通需時以及未夠方便，以及未 
 能安排留港期間的住宿

於港大深圳醫院就醫： 
・ 醫療券金額始終有限，使用一段時間後不夠 
 支付費用。此外，醫療券不包括掛號費 
・ 部分服務同樣輪候需時

表七：於大灣區養老的香港長者，對使用香港或大灣區醫療服務的抉擇和原因

5.1.6

5.1.7



 「如果我平時有需要睇醫生，我會先問本地人，佢哋之前介紹過一個中醫俾我，診症先
收 30 蚊，藥就另外自己執，加埋都係好平，同埋睇過都覺得幾好。」（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

編號：G001）

 「我之前生骨刺，村入面有幾個人喺梅縣一間針灸睇過幾好，介紹我去睇，佢成個療程
係幾日，朝早針一次，夜晚食完飯再去針一次，我睇完一個療程都好咗好多。之前我有
陪過個朋友去港大深圳醫院睇醫生，但睇極都唔好，佢後尾聽朋友介紹去重慶睇就睇好
咗。」（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1）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安老的現況與挑戰 ┃ 質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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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長期照顧的安排

當被問及未來若需要被照顧時有何打算，較多受訪長者表示沒想過，只希望未來都可以
自理，甚至表示有事時可以即時過身就最好。一部份長者表示即使有長期護理需要，他
們仍希望將來盡可能留在內地，但擔心護理及醫療費用高昂，屆時只能返回香港。另外
亦有長者在焦點小組中表示對於入住院舍非常抗拒，希望將來可以由家人照顧。

  「如果將來有大病，啲仔女就想我返香港醫，因為哩邊負擔好大，但我就覺得最好唔
好啦。到時老婆照顧到就最好老婆照顧啦，仔女要返工就無辦法，不過喺呢邊請護
工起碼都要 300 蚊一日，仲未計啲藥同打針。如果條件允許，有得揀我都想留返喺
度，真係無辦法就唯有返香港。」（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1）

 「都擔心將來無人照顧㗎，呢度嘅照顧服務好似好貴喎，如果之後真係搞唔掂，可
能到時返香港住院舍囉。」（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2）

 「我將來一定唔會住養老院，好似坐監咁。我想同朋友喺順德買樓，嗰度好似係由
啲醫院定養老院經營，介乎醫院同養老院之間，可以付費買到由醫院提供嘅上門服
務，例如體檢、抽血、送飯、沖涼等等。我知深圳都有哩類服務，不過有都好貴啦，
同埋無戶籍無得用嘛。我覺得第時老咗最好就去中國啲二三線城市，上水租間板間
房都要萬二蚊啦，順德就唔同，嗰度嘅公共設施、文化、食物、環境、人文關懷各
樣都最切合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5）

 「老咗打算返香港住啦，啲親戚都喺香港，頭先佢（指受訪長者編號 G015）話喺順
德買樓都好吸引，不過太遠喇，啲屋企人都唔知點探。」（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

G017）

 「之前真係無諗過原來社會服務可以幫手處理呢啲喎，如果有人幫我搞到身後事好
好呀，新家園搞講座講呢啲我有興趣呀。」（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7）

5.2.1



5.3 對社會服務的認知問題

即使近年政府嘗試加大香港與內地在社會服務上的融合，容許長者移民大灣區後，仍享
有特定香港福利，內地政府亦開放更多社會服務予有需要的香港長者。例如有移居大灣
區的長者表示滿意當區的社區照顧服務。

 「其實內地都有推廣居家安老，我覺得而家社區支援幾好呀，我仲有間屋喺大鵬，
當區有兩間市政府營辦嘅老人支援中心，社區入面嘅老人都可以登記，佢哋啲服務
都免費，又會幫獨居長者安裝平安鐘，只要住喺當區，無居民證都可以使用。」（居

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2）

然而，對於大多數長者來說，他們對可享有甚麼公共福利或社會服務資源的了解程度並
不多。例如有長者在訪談間才得知可以於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亦有長者表示經新
家園同工協助下才申請廣東計劃，之前並不知道有相關計劃。此外，不少長者分享，當
他們在生活上遇到問題需要求助時，他們都傾向自行處理，例如透過電視接收資訊，或
向身邊親友或鄰舍詢問；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不少受訪長者都是透過朋友介紹才認
識新家園的服務。

 「我哋都知道附近有老人活動中心，不過未去過，亦唔清楚佢提供咩服務。平時
有咩唔識，可能就問吓教會入面嘅年輕人囉。」（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3 及

G004）

 「開頭啱啱定居嗰陣工聯會係幫到好多，我之前都成日去，而家就嚟多咗呢度（指
新家園的安老服務中心），呢度可以提供到唔同資訊，幫我申請福利，同埋解決咗
唔少法律上嘅查詢。」（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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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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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社交問題

居於內地的長者大部分都過著比較獨來獨往的生活或者主要與伴侶生活，他們在社區中
都有認識彼此的鄰居，平日會打招呼，或會在附近的休憩空間與其他長者一起下棋，但
大多沒有建立深厚關係，平日亦較少相約外出遊玩或聚會。他們表示間中回港時會與家
人朋友見面，或者有朋友到內地遊玩時會結伴同行；亦有長者因為疫情停止了以往的社
交參與，而疫情後因為無法恢復就少了社交生活。有長者受訪時笑言自己喜歡待在家做
「宅男」，表示年紀大不需要太多社交。

 「我之前都會成日返香港探啲仔女，但之前跌過之後而家都好少出去，主要都係同
太太生活。我覺得新家園中心可以搞多啲家訪活動，或者最少一年一次電話問候，
主動啲聽吓長者需要。」（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4）

 「我之前有去上老人大學，但因為疫情停咗，疫情後都無去返，佢哋因為我年紀大
唔收我。有時返香港嗰陣都會見吓朋友，喺呢度就好少。」（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

G009）

缺乏社交網絡，除了影響日常的社交生活外，亦會減低他們應付突發狀況的能力，例如
有受訪長者表示擔心在內地養老無人無物，會應付不了緊急狀況。

 「我有個朋友喺到（指內地）住咗 10 幾年，佢自己一個住，前排佢過咗身，但無人
解鎖到佢部電話，聯絡唔到佢屋企人，都幾麻煩。...... 我另外有個朋友，佢自己一
個喺類似酒店式公寓嘅單位住，我哋平時日日都會聯絡，之前有一日突然間佢無應
我，後來先知原來佢中風暈咗喺房，好彩咁啱嗰幢大廈嘅員工發現咗，打 120（相
當於香港的 999）送咗去深圳醫院，後來再轉去香港嘅公營醫院。佢喺呢度無人無
物，如果唔係個職員咁啱發現，下次可能就無咁好彩。」（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

G007）

 「第時如果有咩事，最好就有人幫我叫救護車直接送去關口，再通知香港啲仔女。」  
 （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09）

在大灣區養老的受訪長者中，有不少都表示他們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的聯誼活動，幫助他
們擴闊社交網絡。

 「平時都無乜社交生活，都少啲同香港嘅朋友見面，不過好在新家園中心有個社交
群組，喺個群組到都可以睇到唔少港人資訊。」（居於內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2）

 「我平時都有參加小區入面嘅港人聯誼會，有個社交群組，個聯誼會時不時都會搞
下免費飯聚。聯誼會入面啲港人都經常互相關照，有咩都會同大家分享。」（居於內

地的受訪長者，編號：G013）

5.4.1

5.4.2

5.4.3



考慮到大灣區城市養老的要素

先決條件是： 
對內地生活環境有若干熟悉感

總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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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旨在探討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養老的現況與挑戰，
並通過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入了解港人長者在大灣區的生活狀況、
選擇回內地養老的原因及所遇到的困難。本研究主要分析以下
幾項範疇：大灣區養老對港人的吸引因素，港人考慮回大灣區養老
的先決條件，以及港人於大灣區養老後遇到的挑戰。

研究發現不少受訪者都認為於內地生活開支較低，是最大的吸引因素，當中由於房屋開
支較低，因此對沒有居住於公屋的長者，以及只靠社會保障或微薄積蓄支撐生活的長者，
特別有吸引力。此外，內地的生活環境較香港寬敞，空氣質素好，以及較有人情味等，
都是港人希望回大灣區養老的因素。

然而，研究亦發現願意回大灣區養老的長者，首先必須要對內地的生活環境及文化有一
定的熟悉程度，而長者有過去於內地的生活經驗，往往是先決條件。其次是必須解決住
屋問題，對置業或租屋沒有信心或資訊不足，是長者回大灣區養老的障礙。第三，則是
長者與在港家人的聯繫，如他們需要被在港親人照顧，或是需要照顧在港的親人，於大
灣區養老便難以成為他們的選擇。

至於現時在大灣區養老的長者，在生
活上亦面對不少挑戰，包括他們不論
回港就醫或是於內地就醫都遇到不同
阻力、難以在內地找到合適及可負擔
的長期照顧服務、不認識內地的社會
服務，以及缺乏熟悉的社交圈，感到
孤獨和疏離等。

整體來說，大灣區養老對部份長者來
說，是一個能提升他們生活質素的選
擇，但是他們要作出此選擇，仍有不
少先決條件及面對不少挑戰。因此，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本報告提出以下
政策建議，希望減少有意回大灣區養
老長者作出此選擇時面對的阻力，從
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6.1 訪談所得

6.1.1

6.1.2

6.1.3

6.1.4

整體生活質素	
及開支	
的改變 與家人的

聯繫

住屋對內地社會	
服務的認識

社交關係

內地醫療	
服務及費用

內地長期	
護理及費用



不少港人不了解在大灣區養老的現況，當中包括內地生活的具體狀況，以及與大灣區養老相
關的政策安排，例如跨境使用醫療券及社會保障的安排、港人使用內地服務的情況、港人移
居後對使用香港福利的影響等。因此，本報告建議可以透過不同媒介解釋現行的政策，或邀
請回內地養老的港人解釋他們的生活處境，及提供專門的諮詢服務等。相關部門應透過更 
多講解及宣傳，讓港人更清楚了解到大灣區養老的利弊，從而作出更切合自己需要的抉擇。

6.2 加強講解大灣區養老的政策及現況

6.2.1

香港長者於大灣區社區安老的現況與挑戰 ┃ 質性研究報告

研究發現港人移居大灣區後，不論選擇使用本地及內地的醫療服務，都遇上不同的困難，
建議透過加強中港醫療的協調，以及便利港人使用內地的醫療服務，以解決港人移居大
灣區後的醫療需要。

在便利居於大灣區港人使用醫療方面，本研究建議透過遙距診症，「港澳藥械通」等的
支援，展開跨境救護車的服務，方便港人繼續使用香港的醫療服務。

在便利港人使用內地的醫療服務方面，本研究建議增加可以使用醫療券的醫院 8，增加
醫療券的適用範圍，協助港人參加內地公私營的醫療保險計劃，增加港人對內地不同醫
療機構服務的了解（如社康中心的健康服務），都有助港人更有效地使用內地的醫療系
統。事實上，上述提出各個改革方向，現在已有相應的不同計劃推行，期望這些計劃在
未來可進一步深化。

6.3 加強對移居大灣區港人的醫療支援

6.3.1

6.3.2

6.3.3

8.	 政府於 2024 年 2 月 19 日公佈把 7 間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機構納入「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當中包括五間提供綜合服務（全部均有提供	
	 牙科服務）的醫療機構和兩間牙科醫療機構，分佈於廣州、深圳、中山、東莞及南沙。各試點醫療機構預計於今年第三季起陸續展開相關安排，讓合	
	 資格香港長者可用醫療券支付費用，預計近 170 萬名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將會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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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成立服務港人的機構，透過加強聯繫於大灣區生活的港人，建立他們的組織網
絡，加強彼此的支援，當地親族同鄉組織可以是其中一個積極協作的團體。

此外，這些服務港人的機構，可以為到內地的港人提供適應內地生活的諮詢及支援服務，
如協助租屋置業、到埗後安頓、辦理證件等。機構亦可以扮演內地及本地社會服務的橋
樑，轉介他們使用適當的社會服務，一步步協助香港長者實現在大灣區社區安老。

香港現時較少有與港人到大灣區養老的研究，較近期進行的相關全面統計調查，已是
2019 年出版的政府統計處第 71 號報告書。隨著香港與內地融合，與內地有聯繫的長者，
在未來將不斷增加。因此，政府需要持續進行研究，收集更多數據，以動態評估港人到
大灣區養老的狀況。這不但有助香港與內地政府以及相關持份者設計措施、產品和服務，
以支援於大灣區養老者，也對香港規劃如何面對人口高齡化十分重要。

6.4 協助長者建立社會網絡及適應內地生活

6.5 研究與評估

6.4.1

6.5.1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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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受訪時居於內地  
(N=17)

受訪時居於香港  
(N=5)

性別
男 4 (23.5%) 0 (0%)
女 13 (76.5%) 5 (100%)

平均年齡（範圍） 71 歲（介乎 57-83 歲） 63 歲（介乎 60 至 65 歲）

子女數目

沒有 2 (11.8%) 0 (0%)
有一名 4 (23.5%) 2 (40%)
有兩名 1 (5.9%) 3 (60%)
有三名或以上 4 (23.5%) 0 (0%)
沒有透露 6 (35.3%) 0 (0%)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2 (11.8%) 1 (20%)
中學 7 (41.2%) 4 (80%)
大專或以上 7 (41.2%) 0 (0%)
沒有透露 1 (5.9%) 0 (0%)

主要經濟來源
（可多選）

積蓄 8 (47.1%) 1 (20%)

家用（伴侶或子女） 1 (5.9%) 5 (100%)

工作、生意收入或退休金 2 (11.8%) 1 (20%)
政府津貼 11 2
     - 生果金 2 (11.8%) 0 (0%)
     - 長者生活津貼 8 (47.1%) 2 (40%)
     - 綜緩 0 (0%) 0 (0%)
     - 沒有透露 1 (5.9%) 0 (0%)
其他（收租） 1 (5.9%) 0 (0%)

於內地居住年期

5 年以下 3 (17.6%)

不適用
5-10 年 1 (5.9%)
10-20 年 7 (41.2%)
21 年或以上 6 (35.3%)

居所類型
自置 / 祖屋 7 (41.2%) 公屋：1 (20%)

自置（私人樓宇）：1 (20%)
自置（公屋或居屋）：3 (60%)

租住 9 (52.9%)
沒有透露 1 (5.9%)

居住模式

獨居 7 (41.2%) 2 (40%)

與伴侶同住 7 (41.2%) 0 (0%)

與子女同住 1 (5.9%) 3 (60%)

與親友同住 2 (11.8%) 0 (0%)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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