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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中期成效評估  

 

目的  

 

 本報告載述關愛基金 (基金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項目 (項目 )  中期成效評估的主要結果。  

 

背景  

 

2. 基金於 2011 年初成立，為經濟上有困難的市

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能納入社會安全網，或身

處安全網卻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顧的人。基

金也發揮先導和識別作用，協助政府硏究有那些措施

可考慮納入政府常規的資助及服務。  

 

3. 基金前督導委員會在 2011 年 4 月通過預留一

億元資助長者鑲活動假牙及接受相關的牙科診療服

務，並隨後於 2012 年 2 月通過接受資助的長者須符合

以下條件－  

 

(a) 年齡 60歲或以上 ; 

 

(b) 於 2011年 12月 31日已接受社會福利署 (社署 )

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或「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並在申請本資助項目時正繳

付第一級別或第二級別收費的服務使用者，而

又並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受助人；   

 

(c) 已失去全部或部分牙齒或患有牙疾，而在日常

進食或咀嚼食物時遇到困難，並願意接受本資

助項目的牙科服務資助及診療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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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獲參與項目的家居照顧服務隊及牙醫，根據香

港牙醫學會 (牙醫學會 )制訂的指引，評估為需

要並適合接受鑲活動假牙及相關的牙科服務。 

 

4. 前督導委員會委任牙醫學會為項目的推行機

構。項目已於 2012 年 9 月 24 日正式推行，初步預計

兩年。  
 

中期檢討  

 

5. 牙醫學會於 2013年 7月完成就項目推行後首九

個月 (即由 2012年 9月 24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 )的中期成

效檢討工作。中期檢討從以下的指標分析本項目的成

效：  

(a) 受惠人數；  

(b) 每名受惠長者獲得的平均資助金額；  

(c) 由申請至首次應診所需的處理時間；及  

(d) 受惠長者對項目是否滿意。  

 

6.   牙醫學會主要根據申請人、參與項目的非政府機

構及牙醫／診所所遞交的相關表格、非政府機構向受惠

長者進行的意見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及透過項目查詢熱

線或簡介會所收集的意見，進行中期檢討。  

 

結果  

 

7. 根據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的資料和數據，

牙醫學會按上文第 5 段的成效衡量指標所作的分析

如下。  

 

(a) 參與項目的非政府機構及牙醫數目  

 

8. 項目在招募非政府機構及牙醫的進度如下 : 

 

(a)  26個提供家居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共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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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服務隊）已參與轉介長者接受牙科診療 ;  及  

 

(b) 259名牙醫及 47所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牙科診所

已參與提供牙科診療服務。  

 

(b) 受惠人數  

 

9. 在獲轉介至參與項目的牙醫／診所接受牙科

服務的 637 名長者中， 343 名長者已完成牙科診療，

餘下 294 名長者尚待完成診療。在這 637 名長者當

中，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為 80 歲或以上（ 370 人，

佔 58.1%），其次為 75 至 79 歲（ 141 人，約 22.1%）。

他們多數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使用者  (482 人，

佔 75.7%)。過半數的長者在申請牙科服務資助時正

繳付有關的家居照顧服務的第一級別收費（ 353 人，

佔 55.4%），他們較多居住在九龍城區（ 100 人，佔

15.7%)。  

 

10. 在已完成牙科診療的 343 名長者中，他們大

部分於同區應診（ 326 人，佔 95%），只有少數需要

跨區應診。在應診次數方面，需要應診 5 次的長者佔

最大比數 (65 人，佔 19%)，平均應診次數同為 5 次。

當中，共有 114 人需要陪診服務 (佔 33%)，平均陪診

服務次數約 4 次。   

 

11. 在這 343 名長者中，  283 名 (82.5%)長者有接

受 鑲 活 動 假 牙 服 務 (鑲 全 副 活 動 假 牙 234 人 ， 佔

68.2%；鑲半副活動假牙 49 人，佔 14.3%)。在 343

名長者中， 20 名長者在接受檢查後或進行部分牙科

服務後，因個人理由而不願意繼續接受鑲活動假牙或

相關牙科診療，最終未有完成牙科服務。  

 

(c) 每名受惠長者獲得的平均資助金額  

 

12. 牙醫學會已就 343 宗完成牙科診療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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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服務的牙醫／診所及非政府機構發放服務費

共約 230 萬元 (包括發放予牙醫／診所的登記及診療

費約 217 萬元及發放予非政府機構的應診服務費約

13 萬元 )。每名受惠長者獲得的平均資助金額約 6,700

元。  

 

(d) 由申請至首次應診所需的處理時間  

 

13. 在 343 名已完成牙科診療的長者當中，大多

數的個案（ 263 人，佔 76.7%）由申請起計至首次應

診，時間相距少於 20 日 ;  惟少數個案 (37人，佔 10.8%)

因牙醫的診期安排或長者的個人意願而需要 31 日或

以上的處理時間。  

 

(e) 受惠長者對項目是否滿意  

 

14. 在長者接受牙科診療完畢後，負責轉介的非

政府機構需於六星期內向有關長者進行意見調查，以

了 解項目為 長者 提供的活 動假 牙對長者 是否 有幫

助，以及長者是否滿意項目。有關的調查結果須記錄

於相關的表格內，提交予牙醫學會。  

 

15. 在 343 宗已完成牙科診療的個案中，342 名長

者已完成意見調查，餘下 1 名長者因身故而無法進行

意見調查。當中，94 人 (佔 27.5%)表示非常滿意項目，

230 人 (佔 67.2%)表示滿意項目。  

 

其他相關資料  

 

(a)  參與項目的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16. 為加強營運家居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及其

轄下服務隊對項目的了解，與他們保持溝通，並分享

經驗及交流意見，牙醫學會分別於 2012 年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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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9 月 20 日、 11 月 16 日、 2013 年 4 月 9 日及 5

月 23 日多次舉辦簡介會及分享會。部分非政府機構

曾就項目提出意見，包括修訂給予非政府機構的陪診

費用以協助他們有更充裕的資源聘用足夠人手應付

項目在運作上的需要、彈性處理長者預約牙醫的安排

(由長者 /其家屬自行預約 )、提升參與項目的牙醫／診

所對項目的了解、增加無障礙方面的支援、擴闊項目

的受惠對象等。  

 

(b) 參與項目的牙醫 /診所的意見  

 

17. 牙醫學會亦分別於 2012 年 9 月 17 日及 2013

年 3 月 17 日為牙醫及診所代表舉辦了項目簡介會及

講座，讓他們更充份了解項目的詳情，以招募更多關

愛牙醫參與項目，同時讓已參加的牙醫分享經驗及交

流意見。牙醫主要查詢有關服務流程及指引的事宜，

另有牙醫詢問有關活動假牙的保養安排。  

 

(c) 公眾人士的查詢  

 

18. 本 項目 在推 行期 間， 設立 了熱 線電 話及電

郵，供非政府機構、牙醫／診所及公眾人士查詢有關

項目的資訊。自 2012 年 9 月 24 日項目正式推行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牙醫學會共接獲 1 969 宗查詢。  

 

中期評估結論  

 

19.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推行的目的，是資助長

者鑲活動假牙及接受其他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根據

截至 2013 年 6 月的統計數字，在 343 名已完成牙科

診療的長者當中， 283 名長者 (佔 82.5%)曾接受鑲全

副 或半副 活動假 牙的服 務，而 平均的 資助金 額達

$6,700。這顯示此項目對有需要鑲活動假牙而有經濟

困難的長者提供了適切的資助。大部分受惠長者認為

項目為他們提供的活動假牙對其有幫助，對服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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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  

 

20. 根據首九個月的推行經驗，項目的整體運作

安排順暢，例如：已完成診療的長者由申請至首次應

診所需的處理時間少於 20 日，反映現行由非政府機

構作轉介和預約診期的安排及項目的行政程序有效

可行，而參與項目的牙醫／診所亦可配合盡快為長者

提供牙科診療服務。大部份長者 (95%)可安排於同區

接受牙科診療，大大減少長者需要跨區應診的不便。

牙醫學會一直因應項目的進度及持份者的意見完善

運作安排，令服務流程更流暢。例如：就非政府機構

提出修訂陪診費的建議，有關修訂已於本年 6 月 3 日

起生效。曾有非政府機構建議由長者／其家屬直接向

牙醫／診所預約診期，考慮到項目現時的流程能確保

預約順暢及有效地進行，而非政府機構亦充份發揮作

為長者及牙醫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因此保留現時在

這方面的安排較為可取。  

 

21. 此項目的申請必須由參與項目的非政府機構

轄下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

顧服務」服務隊轉介。參與項目的服務隊會在作出轉

介前根據上文第 3 段所列的條件為長者進行初步評

估。合資格的長者會獲轉介至參與項目的牙醫／診所

接受適當的牙科診療。如有需要，非政府機構會為個

別長者提供陪診服務。  

 

22. 從項目推行首九個月受惠長者的數字顯示，

項目的初期反應跟預期有所偏差。經考慮專責小組及

其工作小組的建議後，扶貧委員會於 2013 年 5 月 2

日的會議上，通過下列的安排，以提升項目的參與

率：－ 

 

(a)  調 整 項 目 的 受 惠 條 件 －在 項 目 剛 推 行

時，合資格的長者必須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正 接 受 社 署 資 助 的 兩 項 家 居 照 顧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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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因應有長者提出要求放寬有關的指定

日期，扶貧委員會通過把項目的受惠條件

由原來「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調整

至涵蓋「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已接

受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讓更多長者獲納

入資助範圍內。  

 

(b)  調整給予非政府機構的費用－自項目推

行以來，有非政府機構曾表示因面對人手

短缺的問題，在推行此項目時遇上不少困

難。為了讓非政府機構有更充裕的資源以

聘用足夠的人手應付項目在運作上的需

要，從而加強鼓勵非政府機構為項目轉介

長者接受服務，扶貧委員會亦通過調整給

予非政府機構的費用。  

 

23. 因應上文第 22 段 (b)  項的修訂，現時給予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費 用 及 牙 科 診 療 津 貼 水 平 載 於 附 件

(一 )。由於有關修訂剛於 2013 年 6 月 3 日實施，對

項目的影響仍有待觀察。牙醫學會將繼續監察項目的

實施情況，定時向專責小組滙報。  

 

24. 儘管項目的初期反應跟預期有所偏差，項目

確實可以幫助一些未能受惠於現時綜援計劃下的牙

科治療費用津貼或「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

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的長者，獲得資助鑲活動假牙

及接受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總括而言，項目已達到

基金及本項目的目的。  

 

25. 為了讓更多經濟上有困難的非領取綜援長者

受惠，牙醫學會建議專責小組及其轄下工作小組，因

應項目的推行情況和經驗及參與項目的牙醫人數等

因素，繼續檢討及考慮逐步擴大項目的受惠資格，並

在有需要時修訂項目的推行細節，以配合將項目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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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對象擴闊至其他長者群組。  

 

跟進工作  

 

26. 在考慮具體建議時，工作小組理解如要擴闊

項目的受惠對象，必須平衡長者對有關服務的需求及

參與項目的牙醫／診所的承受能力。就此，工作小組

建議由牙醫學會研究修訂項目的牙科診療費用，從而

鼓勵更多牙醫參與項目。在參考牙醫的臨床經驗及經

商討後，牙醫學會建議：－  

 

(a)  容許參與項目的牙醫／診所，可以實報實

銷的方式申領最多五隻補牙及五隻脫牙

的 費 用 ( 收 費 上 限 分 別 為 $1,600 及

$1,725)  ；及  

 

(b)  增設 X 光檢查資助 (收費上限為 $260)。  

 

27. 扶貧委員會於 2013 年 9 月 13 日的會議上，通

過上述的牙科診療費用修訂建議，經調整後的牙科診

療津貼水平載於附件 (二 )，將於 2013 年 10 月 21 日生

效。  

 

28. 牙醫學會在適當時候會為項目進行期終檢討，屆

時除了進一步檢討項目的成效之外，亦會探討項目的可

持續性及應否恆常化等事項。  

 

 

 

 

 

食物及衞生局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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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一 )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現時給予非政府機構的費用及牙科診療津貼水平  

 

(I) 給予非政府機構的費用  

 

 給予  

非政府機構的費用  

 

無需非政府機構提供

陪診服務的個案  

 

行政費： 50 元  

轉介費： 50 元  

 

需要非政府機構提供

陪診服務的個案  

 

行政費： 50 元  

轉介費： 50 元  

陪診費：每小時 70 元  

 

(II) 牙科診療津貼水平  

 

  

診療情況及服務項目 

牙醫/診所 

收費上限
1
 

(a) 登記及檢查 (包括若經檢查後確

定長者並不適合鑲活動假牙，或

長者表示不願意接受鑲活動假牙

服務，亦無需提供洗牙、補牙和

脫牙服務 ) 

 

$55 

 

(b) 經檢查後確定長者需要並適合安

裝全副活動假牙  

 

$8,000
2
 

 

                                                 
1 
 

參 與計劃 的牙醫 可申領 第 ( a )至 ( d )項 所列的 診療項 目收費 外，不 可向  

受 助長者 收取任 何費用 。  
２ 不 論涉及 的牙齒 數目， 第 ( b )及 ( c )項 的收費 均如以 上所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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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情況及服務項目 

牙醫/診所 

收費上限
1
 

(c) 經檢查後確定長者只需要並適合

安裝上顎或下顎活動假牙  

 

$4,005
2
 

 

(d) 無 論 個 案 是 否 涉 及 安 裝 活 動 假

牙，牙醫按長者的口腔牙齒狀況

需要診斷，提供其需要的洗牙、

補牙和脫牙服務
3

 

 

 

刮除牙石  

和打磨牙齒  

($375) 

 

補牙  

($320) 

 

脫牙  

($345) 

 

                                                 
3
 第 ( d )項 所列的 收費已 包括涉 及相關 的牙科 診療服 務 (例 如止痛、麻醉、 X

光 檢查等 )的開 支，個 別診療 項目的 收費不 得超出 該項所 列的有 關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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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二 )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生效的牙科診療津貼水平  

 

 

  

診療情況及服務項目 

牙醫/診所 

收費上限
1
 

(a) 登記及檢查 (包括若經檢查後確

定長者並不適合鑲活動假牙，或

長者表示不願意接受鑲活動假牙

服務，亦無需提供洗牙、補牙、

脫牙及 X 光檢查服務 ) 

 

$55 

 

(b) 經檢查後確定長者需要並適合安

裝全副活動假牙  

 

$8,000
2
 

 

(c) 經檢查後確定長者只需要並適合

安裝上顎或下顎活動假牙  

 

$4,005
2
 

 

(d) 無 論 個 案 是 否 涉 及 安 裝 活 動 假

牙，牙醫按長者的口腔牙齒狀況

需要診斷，提供其需要的洗牙、

補牙、脫牙及 X 光檢查服務
３

 

 

 

刮除牙石  

和打磨牙齒  

($375) 

 

補牙 

(每隻 $320, 

最高收費總額  

為 $1,600) 

 

                                                 
1 參 與計劃 的牙醫 除可申 領第 ( a )至 ( d )項所列 的診療 項目收 費外，不 可向

受 助長者 收取任 何費用 。  
２ 不 論涉及 的牙齒 數目， 第 ( b )及 ( c )項 的收費 均如以 上所列 。  
３ 第 ( d )項 所列的 收費已 包括涉 及相關 的牙科 診療服 務 (例 如止痛 、麻醉

等 )的開 支，個 別診療 項目的 收費不 得超出 該項所 列的有 關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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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情況及服務項目 

牙醫/診所 

收費上限
1
 

脫牙  

(每隻 $345, 

最高收費總額  

為 $1,725)  

 

X 光檢查  

(每張 $65, 

最高收費總額  

為 $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