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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專題研討三 (區域) 

跨界創新：共建老齡友好社區 

 

專題研討三(區域)於11月19日下午在香港舉行，邀請了台灣、越南、香港及澳洲的創新者分享實例，探討

如何由下而上創新制度，鼓勵大眾及政府共同參與，營造年齡友善社區。 

 

有限責任台灣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林依瑩女士，分享了她推動及培育當地專門服務高齡

臥床者的長期照服員(即是香港的護理員) 紮根原鄉的實例。林女士成立伯拉罕勞動合作社，每一位照服員都

會成為合作社的老闆。短短兩年間，成功吸引到愈來愈多年輕人加入，並獲得營利160多萬新臺幣。照服員的

經濟條件得到了改善、臥床者同樣得到了專業的長期照護，合作社這種雙贏的經驗也得到了多項大獎及社會

各界的認可。她認為這種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的模式值得長期發展，能成功彌補當地照服員依賴外勞的問

題。 

 

有限責任台灣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林依瑩女士 

 

國際助老會越南國家主任Thuy Bich TRAN女士介紹以長者自主管理的跨代自助俱樂部(ISHC)的模式。ISHC

是由約70位老年人組成的跨代自助組織，目前越南全國已經有3500多個ISHC。Thuy Bich TRAN女士介紹了俱樂

部八個特點，其中重點介紹ISHC能提供多元互助的功能，例如提供社會文化活動、可持續收入保障、健康照

顧體檢、社區護理、自助網絡發展、終身學習、爭取權利和服務意識、動員不同資源。目前ISHC的模式已成

為越南國家政策，更獲得很多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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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助老會越南國家主任Thuy Bich TRAN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JCDISI)空間項目經理II李雅筠女士 （Karen），則分享JCDISI在探索

跨代共融遊樂空間設計和管理的案例。在2019年以來JCDISI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及活動，鼓勵大眾從跨代共融

的角度重塑公園及公共空間，當中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參與、結合理大跨學科專業知識、以及設計思維。Karen

結合JCDISI項目如麗閣邨跨代共融療愈花園、駿發花園跨代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比賽、以及九龍健身徑跨代共融

設計，講解了JCDISI的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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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JCDISI)空間項目經理II李雅筠女士 (Karen) 

 

來自澳洲社會創新中心首席未來家居專家Brugh O’BRIEN 先生介紹了如何透過協作設計方式，讓政府和設

計師建立醫護架構，為病人及其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並以阿德萊德 Repat健康中心 (Repat Health Precint) 的

神經行為部門 (Neurobehavioural Unit, NBU) 作為案例。南澳經常存在長者暴力行為，而這些暴力行為往往是老

人的認知障礙症或神經問題導致。為了幫助這些患有認知障礙行為及精神病症的極端人士提供專業照顧及治

療，政府主導成立了神經行為部門。Brugh介紹整個輔導設計過程，他們著重患有認知障礙人士家人的親身經

驗，當中亦有政策制定者、建築師和消費者權益倡議者等直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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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社會創新中心首席未來家居專家 Brugh O’BRIEN 先生 

 

在最後討論環節，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署理總監陸永康博士擔任主持。他指出，目前政策太

零碎、改變舊派長者接受新事物是最困難，他因此鼓勵年輕人多參與，感受幫助老人帶來的收穫，共創年齡

友善社區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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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環節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