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老齡化問題已成為全球熱點，受到了各國、各

地區的高度重視。港澳台地區與大陸地區在人口老

齡化上有諸多共同性問題，攜手共同探索應對老齡

化問題的策略，具有深遠的意意和重要的價值。為

深人研究老齡化問題及探索老齡化問題的應對機制，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共同

主辦了首屆“京港澳臺”人口老齡化專題夏令營。

本屆夏令營於2017年6月28日至7月9日舉辦，共12天。

來自北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

港樹仁大學、澳門大學、台灣大學、台灣中正大學、

台灣成功大學、台灣東海大學、台灣南開科技大學

師生在北京共同度過了難望的時光。



行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6月28日 註冊報到

6月29日 開幕式	  
專題演講

6月30日 老齡生活體驗活動（競賽遊戲）	  
參觀北京大學校史館	  
太極拳體驗教學

7月1日 歷史文化生活體驗與老齡訪談

7月2日 校外體驗分組教學	  
（參觀北京市立德共創智能機構人科技有限公司及	  
北京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	  

7月3日 歷史文化生活體驗	  
（參觀頤和園、	  
與“心連心”合唱團互動體驗活動）

7月4日 人口老齡化研討會、組員心得交流	  
高校教授指導課（大師課）

7月5日 歷史文化生活體驗	  
（參觀八達嶺長城、詹天佑紀念館、中國長城博物館）

7月6日 校外體驗分組教學	  
（參觀北京市養老機構）	  
自由討論與外出購物

7月7日 歷史文化生活體驗	  
（參觀故宮及國家博物館）

7月8日 人口老齡化研討會－研究成果報告	  
人口老齡化專題夏令營心得分享與總結會

7月9日 港澳台師生統一乘班車至機場



同學們認為是次交流團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解更多老人的

服務，並學習如何與老人家溝通，而且他們亦對長者的刻

板觀感完全改變。在交流團前，同學們都想不到長者能如

此的有活力，能歌能舞。已退休的長者其實都退而不休，

他們並不吝嗇自己的才能，而且會加以運用發揮，與志同

道合的人分享。這次的見聞亦提醒了同學們要以不同的角

度去看長者或其他弱勢社群，發掘他們的長處，而不是揭

露他們的不足。若果社會能多以優勢觀點看待不同群體的

人，他們亦會漸漸相信己身的能力，憑自我力量解決面臨

的困境。在這次的交流團中，同學們都能夠了解北京的老

人服務，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為將來提供更合適的老人

服務打下基礎，以面對老齡化人口帶來的老齡化問題和挑

戰。



很多人都將人口老化標籤成一個問題。然而，很多老一輩都

有自己的想法。其實，很多老人家有豐富的知識和高學歷，

他們不一定都是虛弱或需要被照顧的。雖然有部分老人足不

出戶，但主因並不是自身的健康問題，而是社會欠缺友善設

施和政策，從而限制了她們的活動。只要社會環境作出改變，

老人會懂得如何發掘和運用自己家附近的資源，以鍛煉自己

的身體和满足社交需求。其實，他們的人生經驗和知識都可

以造福社會和創造價值。只要他們的智慧得以發掘，人口老

化未必會是負累，反而有機會變成社會的機遇。



夏令營對同學們
在社區發展的啟發

這次的交流團提供頗為多方面的了解社區安老服務運作的

機會，透過參觀北京不同的機構和公司了解現有老人的服

務和相關科技的發展，讓同學們可以親身了解現時老人的

需要。例如透過直接與當地老年人就安老服務意見交流，

就地觀察無障礙設施，與四地不同主修專業交流，以及探

訪安老服務單位等活動等等。同學們了解到建立一個完善

的安老社區，不應把老人問題個人化，而是需要多方面不

同持份者積極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共建一個全面的長者

友善社會。對同學而言，能夠與不同主修科目的同學一起

思考老齡化的議題的經歷很特別，除了明白到老齡化的議

題需要跨專業的合作外，如何在自己的專業上貢獻也值得

思考。



這是個收穫豐富的經歷，在活動和交流中，我從多角度深刻的了解到老年化議題，
如兩岸三地的老年服務和其側重點，政府政策和福利，以及如何從城市規劃和公
共設施方面創建老年友善社區等，這次活動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何靖怡同學

這次有關北京老年學的交流總括來説是啟
發性的，而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長者友
善的概念。還記得我在頤和園的時候，我
走了差不多二十層樓才到萬壽山山頂，若
果我是長者，我根本沒辦法走上去。看來
北京的長者友善設施，要由景點開始做起。

梁梓灝同學

我觀察到北京未能提供一個長者友善社區
給大眾。北京的馬路非常長，可是只有很
少時間讓行人過馬路。而且，行人在過馬
路時，車輛仍會行駛，大大增加了過馬路
的危險，可想像長者在過馬路時感到的威
脅。這令我們想到是否因為在交通的不便

而阻礙長者外出？
馬卓怡同學

這個夏令營令我對中國老人的退休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政
府退休的員工由政府提供退休金，他們不必為金錢煩惱，甚至
有多餘的錢旅行。相反，在其他機構退休的員工，他們主要金
錢來源是家人。雖然機構需要為其提供退休金，但金額只夠最
基本的開支，而且政府不會提供任何津貼。
侯俊同學

10天的北京交流團讓我獲益良多。這次的交
流團我們有機會與北京當地的老友記互動，
與兩岸三地正在讀與老人學的同學交流，過
程中的體驗讓我非常難忘。這次的交流團讓
我從社工角度上有更多的反思，特別是有關
長者友善及長期照顧服務相關議題上我們的
可能性。
梁旭彤同學



透過這次的交流團中，除了認識不同地區的同學之外，我重新認識了長者和社
會的相互關係。長者與我們一樣，享有公民權利和自由，有能力去做許多事情，
並不是世人所想像中的那麼體弱多病。而社會應保障長者生活，令長者有尊嚴
地安享晚年。
曾宇同學

多天的活動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親身與當地老年人接觸。大部分人可能
會認為老年人身心機能都逐漸退化，但當我了解到有一位有才能的老人自發開
班，在公園裏教導其他老友記跳舞，便明白到老並不代表退化，老人一樣能有
自己的強項，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葉倩同學

在十二天的行程中，透過與老人的訪談中，得知中國安老制度十分完善，全部
受訪的長者都很滿意政府的施政。而令我最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受訪者則表示兒
子因工作關係與她分開而感到傷心難過，然而中國缺乏了個人層面的介入是難
以完善現行的安老環境。
關綽穎同學

是次的交流令我更了解北京老年人的生活，而令我最深刻的是有關長者友善社
區的概念，而我認為北京可以多加關注及考慮老年人的需要，提供更好的友善
設施，令長者可以更有動力參與社區活活動，建設一個與長者共融的友善社區。
林鈞珮同學

這次的北京之旅令我對人口老化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亦擴闊了我的眼界。令
我印象最深的是，原來台灣有一所專門讀有關老齡學的大學，而且還受到政府
和公眾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國亦投放資源在科技發展上，希望透過科展，緩
解有關老人服務業的壓力。
羅樂爾同學

是次交流令我更了解北京的老人保障政策。令我最深刻的是北京的安老政策對
長者相對友善。北京政府，企業及個人等多方面都有就老人的退休保障方面負
起相應負任，而不是單純的把沉重退休負搶加諸長者個人。令退休政策更完善，
建立一個對老人友善的社會，需要多方負起相應社會責任。
勞梓峰同學



感謝
北京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澳門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中正大學

台灣成功大學

台灣東海大學

台灣南開科技大學

北京市立德共創智能機構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

”心連心”合唱團

玖久緣養老中心

寸草春暉養老院

愛暮家養老院

北下關街導雙榆樹南里二區養老助殘服務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