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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人口老化已成為全球性的社會問題。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積極老化策略。本文描述

澳門人口老齡化現狀，對人口老化在澳門的挑戰進行梳理，概述積極老化策略，檢視澳門積極老化實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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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global challenge with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Facing the challenge, WHO Centr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developed a public health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aging which is "active aging".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and rel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Macau. It summarizes the active aging strategy and 

the coping strategy of aging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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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逐漸延長，預計 2050 年將

達 76 歲，屆時 60 歲以上人口將從 2000 年的 6 億增

至 20 億，佔總人口的 21%，其中增長最快的是 80

歲以上者（聯合國，2002）。因此，人口老化是全

球面臨的重要議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定義（WHO Centre for Health Development，2004），

一個社會 65 歲或以上人口（長者）佔總人口比例達

7% 時，稱為老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該比例達

14% 則為老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 20% 即為

超老齡社會（super/hyper aged society）。澳門同樣面

臨人口老化的挑戰。

1.　澳門人口老齡化現狀

澳門從1994年起進入老齡化社會（統計暨普查司，

1995），預計於2023年進入老齡社會（統計暨普查局，

2012），即澳門從老齡化社會到老齡社會只需 29 年，

而法國、瑞典分別需要 115 年和 85 年（經建會人

力規劃處，2013），說明澳門人口老化速度較快。

再者，澳門人口老化實際速度較預期快，如圖一所

示預計 2016 年澳門長者人口比例為 9.69%，但實際

上 2016 年此比例為 9.83%。澳門出生人口的平均預

期壽命由 1997 年的 76.79 歲上升至 2016 年的 83.3 歲

（統計暨普查局，2000、2017），澳門人口老齡化

的趨勢不可逆轉，且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更快。

 

30.77 32.20 35.64 40.88

63.40 59.10

86.50

117.40

143.40
157.3

7.23 7.37 6.99 7.33

9.83 9.69

12.90

16.78

19.51
20.70

0.00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2016預測2021預測2026預測2031預測2036預測

%千
人

65歲或以上人口 長者比例

圖一　澳門長者人口及其比例情況

( 資料源於：統計暨普查局，1999、2012、20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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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雖然澳門長者比例不及鄰近的香港、韓國、

台灣和新加坡，其長者比例於 2010 年已分別達

12.90%、11.08%、10.69%、9.01%（經建會人力規

劃處，2013），但澳門人口老化速度加劇，使得人

力資源面臨更大壓力、加重社會福利負擔、增加醫

療保健需求（統計暨普查局，2014），其中面臨的

最大挑戰是醫療需求和社會福利。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減退，市民體

質監測（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局，2016）結果顯示，

59.7% 的長者患有經醫院確診的疾病，其中高血壓

和糖尿病是長者中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調查發現，

澳門 23.8% 的長者患有兩種疾病，患有三種疾病的

長者更高達 37.4%（澳門鏡湖護理學院，2006），

約 75% 和 10% 的長者於近三個月到醫療機構就診、

住院（香港老年學會，2008）。如圖二所示，各醫

療服務中長者比例最高，使用住院及手術服務中長

者比例更高達約 20% 或以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

日趨嚴重，澳門現有的醫療是否能滿足社會的需

求？得益於博彩業的發展，澳門經濟高速增長，但

澳門地少人多，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建成更多的醫療

場所？澳門現時開辦醫護相關的高等課程種類不多

（尹一橋，2016），那澳門醫護人力供應是否能滿

足社會需要？澳門沒有醫學院為醫生提供繼續教育

（尹一橋，2016），那麼醫療水平是否能應對老齡

化社會的需求？

隨著長者人口劇增，澳門社會福利負擔也日

趨嚴重。澳門特區政府（下簡稱澳門政府）向合資

格的長者發放現金福利津貼，包括社會保障基金按

月支付的養老金和由社會工作局按年發放的敬老金

（統計暨普查局，2014）。與 2008 年相比，2016 年

澳門養老金受領人數增加了 2.56 倍，敬老金金額發

放總額增加了 3.15 倍，養老金金額發放總額更增加

7.08 倍（圖三）。社會保障制度供款收入與發放支出

嚴重不平衡，2008 年發放支出是供款收入的 2.65 倍，

到 2016 年更達 17.94 倍之高（圖四）。澳門養老金

支出佔社會保障基金各項福利發放總額 80%以上（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2015）。

受益於博彩業的發展，澳門政府向長者發放

的津貼越來越多，但博彩業的高速發展狀態是否能

持續？現在社會保障制度公款收入與支出的嚴重不

平衡是否會引致將來的長者，現在的年輕人供款增

加或福利減少？現在長者的福利是否可以延續？除

現金津貼外，澳門政府也為長者提供社會服務設施

及服務，亦定期資助民間團體和機構為長者提供服

務，但服務名額的增長速度不及長者人數的增長（統

計暨普查局，2014）。調查顯示，澳門 11.4% 長者

使用輔助器具，日常生活能力隨年齡增加而下降，

43.2% 的長者在生活上需要幫助（澳門鏡湖護理學

院，2006）。澳門長者院舍床位與長者人口之比例

為 1：29，較鄰近地區如香港（1：15）、    加拿大（1：

10）低（陳章明，無日期），澳門高達 91.9% 有需

要入住老人院的長者但未能接受其服務（澳門鏡湖

護理學院，2006），且長者服務設施服務名額的增長

追不上長者人數的增長（統計暨普查局，2014）。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

長者 住院長者比例 醫院門診長者比例

急診長者比例 手術長者比例 衛生中心門診長者比例

圖二　長者比例及各醫療服務長者比例

( 資料源於：統計暨普查局，2009、2013、2017)

 

26338

37379

63561

77384

93694

364223
644792

1141427

2262558

2944093

141789

224004

318488

445413

588753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人千
元

養老金受領人數 養老金金額 敬老金金額

圖三　養老金受領人數及發放金額情況

( 資料源於：統計暨普查局，2009、2013、2017)

 

164526 157160 180667 184742 191500
436162

748401

1305634

2611713

3436165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千
元

供款收入 發放支出

圖四　社會保障制度供款收入與發放支出

(資料源於：統計暨普查局，2009、2013、2017)



26澳門護理雜誌 2017 年 第16卷 第1- 2期 Macau Journal of Nursing 2017 Vol.16 No.1-2

3.　國際應對人口老化策略：積極老化

全球各國都面臨人口老化挑戰，WHO 於 1990

年提出『健康老化』（Healthy Aging）概念，有學

者認為此概念暗含長者是社會負擔，通過健康老化    

克服和減少負擔的思想（何迎朝、左美云、王丹

丹，2016），從長者需要角度而非社會權利角度處

理    長者的健康（宋全成、崔瑞寧，2013）。2002

年   聯合國大會第二屆老齡化會議正式提出『積極

老化』（Active Aging）的概念，WHO 基於對長者

的人權和聯合國獨立、參與、尊嚴、關懷和自我實

現的基礎上提出『積極的老齡：政策框架』（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WHO，2002）。

WHO 將積極老化定義為「盡可能增加健康、參與和

保障機會的過程，以提高人們老年時的生活質量」，

積極老化的含義比健康老化更為廣泛，積極老化的

決定因素包括圖五的 6 大因素以及影響這些決定因

素的文化與性別環境（WHO，2002）。積極老化

改變以往長者與退休、疾病及依賴相連接的觀念，   

積極老化強調長者不僅在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處

於一種良好的狀態，而且需主動參與，積極參與社

會生活、參與社會建設、參與社會發展。積極老化

將長者視為資源，是家庭、社區及經濟發展的寶貴

資源，而不是依賴者，長者可以繼續為社會貢獻，

是不能被忽視的。

健康、參與、保障是積極老化的三個支柱，

其政策制定可從圖六各要素中著手。長者的失能並

非與其實際年齡密切相關，健康狀況對長者獲得資

源及機遇影響重大，但不良健康狀況不應成為最主

要的限制性特徵。長者可通過多種方式為社會發展   

做出貢獻，慣常使用的老年撫養比這一指標是帶有

歧視的，我們應將用於長者的支出視為促進其貢獻

和福祉而進行的投資而非消費（WHO，2015）。      

政策制定者需破除陳舊落後觀念，重新審視長者為

社會做出的貢獻，認識壽命延長和人口結構的變化

為我們帶來的機遇。按照積極老化的概念對長者進

行投資，如衛生系統、終身學習等，即可得到健康、

技能和知識等收益，進而得到個人健康、社會和文化

貢獻等回報（圖七），有些投資的回報是很明顯的，

如對衛生系統的投資可促進健康，進而提高長者的

社會參與度（WHO，2015）。

另外，研究顯示積極老化與長者生命意義、  

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李輝、王麗珍、王惠婷、駱

俊宏，2017；劉雪萍，2017；戴向唯、周里路、王

鵬云、喻婧，2017）。

4.　澳門積極老化的實踐

為了應對人口老化問題，澳門政府亦在健康、

參與、保障中逐漸完善其政策。在健康方面，澳門

政府一直堅持『妥善醫療，預防優先』的衛生政策，

長者於衛生中心及山頂醫院就診時享有免費醫療，

亦資助多間非牟利機構為長者提供醫療服務（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7）。2009 年起，政府

更推出『醫療補貼計劃』，補貼居民的醫療開支。

政府設立健康城市委員會和慢性病防制委員會，    

以多種形式開展慢病預防工作。為滿足日益增長的

醫療需求，澳門政府於 2012 年推出《完善醫療系統

建設方案》，計劃於 2020 年使澳門初級衛生保健網

絡增至 11 間衛生中心和 2 個衛生站，並建立離島醫

療綜合體（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1）。在參與、

保障方面，2007 年澳門設立長者事務委員會，以協

助政府制定和完善長者政策，於 2012 年為進一步保

障長者能獲得社會支援，促進長者的福祉，澳門政

府就《長者權益保障綱要法》進行公眾諮詢（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2012），在此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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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擬定《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法律草案並獲

行政會通過以維護長者權益，構建老有所養、老友

所屬和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行政會，2017；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

2017）。於 2008 年澳門政府公佈《社會保障和養老

保障體系改革方案》以滿足社會對老年保障的需求，

其核心內容是構建雙層式實惠保障制度：1) 讓所有

居民獲得基本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以改善居

民的生活素質；2)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為退休

提供較寬裕生活保障（社會保障基金，2008）。

四大範疇組成 ( 見圖八 )（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

澳門政府就四大範疇目標制定

短、中、長期計劃（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2016），並已按

序落實各計劃的建設，其中個

人電子病歷的建立、培訓長期

照顧服務設置的專業人士進行

失智症篩檢、構建社區防走失

和個案通報機制提前開展（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養老保障機

制跨部門策導小組，2017）。

經過澳門政府的種種措

施，澳門長者在健康、參與、

保障方面均趨向正向。與 2010

年相比，2015 年澳門參加體

育鍛煉的長者人數增加，每次

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也有所增

長，長者高血壓和糖尿病患

病率有輕微下降（澳門特別圖七　老齡化人口的投資與回報 ( 資料來源：WH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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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體育局，2016）。94.7% 的長者參與社會活

動，12.9% 的長者參與義工活動（澳門敬老總會，

2013），長者勞動參與率從 2005 年的 9.6% 上升至

2016 年的 14.4%      （統計暨普查局，2006、2017）。

然而在積極老化 6 大決定因素中，澳門長者的行為因

素、社會因素及經濟因素將阻礙其積極老化。行為

因素方面，13.3% 的長者每星期進食 3 次或以上高脂

高糖類零食，有 11.9% 和 19.0% 的長者有吸煙和飲

 

• 保障長者能

在安全、包容和 
無障礙的環境之中生

活。 

• 支持長者 
參與家庭及社會 
的生活，創造條件

協助長者實現老有

所為的積極角色。 

• 確保長者與其他年齡人    

• 士一般享有平等的權利 

•      及待遇，並為 

•       他們提供所需的

支        支援和保護。 

•支持長者增進身心 
健康，維持獨立和 
自主的生活能力。 

醫社服務 權益保障 

生活環境 社會參與 

圖八　澳門養老保障機制四大範疇目標　

（資料來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

澳門政府於 2012 年成立澳門養老保障機制

跨部門研究小組，小組由 13 個公共部分組

成，於 2016 年完成《澳門特別行政區養老

保障機制及 2016 至    2025 年長者服務十年

行動計劃》政策文本以指導 澳門養老保障服

務發展的政策方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6）。此行動計劃涵括了健康、參與、保

障三大支柱的內容，計劃遵循「尊老護長、

匯入主流、共同承擔、社會共融、平等公正、

實證為本、持續發展」七項理念原則，由「醫

社服務、權益保障、社會參與、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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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習慣（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局，2016）。社會因

素方面，69.0% 的長者教育程度為小學或以下（澳

門敬老總會，2013）。在經濟因素方面，61.3% 的

長者表示每月收入不夠用或勉強夠用（澳門敬老總

會，2013）。為了滿足長者需求，完善政策，澳門

政府及民間團體進行多次調研，如澳門特別行政區

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健康狀況研究、澳門長者長期

照顧服務需求評估研究、長者照顧供給體系研究、

澳門社區長者活躍老化調查研究、澳門長者生活現

狀和服務需求問卷調查等（香港老年學會，2008；澳

門鏡湖護理學院，2006；梁氏顧問有限公司，2004；澳

門敬老總會，2013；澳門工會聯合總會，2009），這些

調研的對象以長者為主，然而政府制定中、長期長

者計劃和政策不能只關注現時長者的需要，還需考

慮往後長者的需要。

澳門在實施積極老化政策方面還面臨以下挑

戰：1) 缺乏為照護人員提供教育和培訓。澳門大部

分的醫療專業人員在境外取得相關學歷，澳門高等

院校設有中醫生、中藥師、護士、醫務化驗師、放

射師、心理治療師、藥房技術助理 / 藥劑技術員、藥

劑師等專業的高等教育課程。然而澳門缺乏為醫療

健康專業人員提供繼續教育的相關課程（尹一橋，

2016）。 2) 受到土地資料缺乏的制約。澳門現時安老

院舍和醫院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陳章明，

無日期）。3) 澳門《勞動關係法》明確規定平等就

業原則，但澳門居民在求職時會遭受年齡歧視（澳

門日報，2017），不能使得澳門居民在老化過程中，

活躍參與正式工作。

5.　小結與展望

澳門人口正加速老化，且速度比預期快。澳門

政府也意識到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政府各個部門

也因應其職能開展應對老齡化的相關調研，並制定

規劃和政策，務求循證施政。政府的措施已在積極

老化的參與、健康、保障方面略有成效，但政府各

部門要有全局觀，破除各自為政的局面，合理配置

資源，以提升長者生活質量，並向積極老化邁進，

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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