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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在中國內地（內地）居留情況1

政府統計處於2011年2-3月「綜合住戶統計調
查」: 香港60 歲及以上長者在中國內地居留(是指
在統計前6個月內在內地逗留至少1個月)的情況及
意向

•共115,500人，佔整體60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總
數的9%(2007年14.1%)。



長者在中國內地（內地）居留情況2

• 男性佔60.4%

• 47%為70 歲及以上(2007年51.3%)。

• 教育程度:小學34.9%; 中學／預科43.0%，
較2007年高 (與整體60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的
情況相似)。

• 71.7%為退休人士，較2007年為低



長者在中國內地（內地）居留情況3

• 3.9% 在內地逗留5個月或以上

• 69.6%逗留少於3個月。

• 63.8%通常居留在廣東省內(2007:82.1%）

• 39.1% 「與內地親人團聚」

• 16.8% 「退休」

• 13.5% 「工作」 。

• 38.9%有意在訪問後的十年內到內地居住



• 有意向在訪問後的十年內到內地居住44,900(38.9%)

– 在內地有物業18,500(16.0%)

– 內地生活費較低15,100 (13.1%)

– 與在內地的親戚（不包括配偶／子女）團聚14,900(12.9%)

– 與在內地的配偶／子女團聚11,000 (9.6%)

• 沒有意向70,600(61.1%) 

合計115,500

長者在中國內地（內地）居留情況4



長者在中國內地旅遊/居留原因
馬文廣.周永新2004研究

原因 (%) 旅遊
(293人)
(香港)

短期居住
(2-7周) 55人
(祈福新邨)

較長期居住
(7周-6月) 63人
(祈福新邨)

購物觀光 50.2 -- --

探親 35.4 12.7 14.3

掃墓 6.8 -- --

飲宴 5.1 -- --

較佳生活環境 -- 40.0 23.8

生活水準較低 -- 32.7 50.8

交通方便、較佳生活模式 -- 7.3 --

在港沒有家庭 -- -- 6.3



長者移居內地的正反面因素

正面因素

•較佳居住環境

•生活水準較低

•有親友網絡

反面因素

•擔心醫療服務缺乏水準差

•沒有親友照顧



回應跨境養老可考慮的措施1

體健 體弱

經濟狀況
佳

私人屋苑/小區 私人 / 非牟利機構
營辦的老人院

經濟狀況
差

綜援 非牟利機構營辦
的老人院



可考慮的措施2

• 國際上較少容許以公帑支付的福利跨境可攜
(portability)

• 部分歐盟成員國之間簽署雙邊協定,確認「供款式」
的福利(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的「可攜性」



可考慮的措施3

• (2012年8月) 綜援153,818宗「年老」個案,
佔整體56.3%

•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2,288宗,佔全部
綜援個案1%

• 2006年的估計: 22%老人人口沒有領取綜援或生果
金 , 若其中的1O%申領「可攜性」生果金 , 則每年
增加開支1.67億(香港大學研究團隊)



可考慮的措施4

• 跨境租金津貼 (輪候公屋長者)?

• 跨境「改善買位計劃」(輪候資助安老院床位老人)?

• 開設定額專戶讓老人在國內診所求醫?

• 跨境醫療津貼(如「可攜性」醫療券)?

• 資助本港服務機構在國內為港人開辦／提供服務?

–會鼓勵更多老人領取綜援人士?

–經濟狀況申報／審查?

–估計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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