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估計及行動計劃 

 

一些政府機構將發展並履行涉及長者的政策。一個完整且融貫的“老有所為，

老有所樂”政策需要各個機構的合作。各個機構之間的合作是“老有所為，老

有所樂”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爲他們提供了一個完成這個目標的途徑，而

且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政府為創建一個可以“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社區而

努力。 

 

每年各個政府機構的執行官都會和他們的部長討論計劃方案。這些計劃方案就

是這些機構對“老有所為，老有所樂”政策的貢獻。行政計劃應辨認個別部門

的工作項目，並由各個政府部門共同承擔和互相協調，回應在公開諮詢中所提

出的問題。第一期“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行動計劃在 2001 年 7 月 1 日到

2002 年 6 月 30 日間實行。 

 

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托起未來的希望 

 

由各個社區代表組成的“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小組發展的一個能讓紐西蘭長

者“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爲題的長遠目標。此小組的代表由“年長公民部

長”任命，以他對“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議題的興趣及認識來進行推選。 

 

我們的目標是發展成一個人們可以“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社會。我們希望

長者可以被高度的重視，也能成爲家庭和社會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們希望生活

在紐西蘭的長者可以很驕傲地說紐西蘭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們也希望他們可

以生活在一個尊重他們，了解他們的貢獻及鼓勵他們參與的社會。 

 

當這個目標達成時： 

 

• 社會將更尊敬長者，重視他們的知識，智慧和技能並了解他們對社會及

家庭的貢獻 

• 我們創造了所有年齡都可以享有令他們滿意生活的社區 

• 讓各性別、年齡、文化背景及能力的居民都了解步向晚年為一非常正面

的經歷 

• 長者可以隨心所欲地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社區居民也重視並尊敬他們的

參與 

• 整個社區可以一起合作來提供一個居民可以“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

環境 

• 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及各個社區及其它支持團體之間的合作下積極實

施“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計劃 

 

 

 

 



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 長者能被年輕一代視爲支持者及輔導者 

• 步向晚年能提供新的經歷，也是一個能打開他們視野的機會 

• 社會了解年長人口正在漸漸地增加，也對長者的潛力及天份有正確的認

知 

• 長者也有機會繼續學習並充份發揮他們的天份 

• 社會的各個階層消除對年齡的歧視，而且各個年齡的居民都被重視 

• 長者在就業市場中享有彈性的就業方案 

• 人們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閒及娛樂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 推廣健康的重要性並建立一個健康步向晚年的機制 

• 當長者不再能獨立生活時，他們能居住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並享有必要的

支持 

• 紐西蘭人有權利享有一系列的健康服務 

• 穩定且固定的退休金政策能提供他們在老年也享有合理生活水準的生活 

• 方便的交通能促進社會參與 

• 良好的住屋保證年長者能享有尊嚴的生活 

• 多種服務範圍支持長者步向晚年 

• 住在偏遠地區或被隔絕的農村地區的長者也不會被奪去接受服務的機會 

• 紐西蘭人對長者及步向晚年情況持有正面的態度 

• 人們對“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概念及重要性有廣泛的了解 

 

 

“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原則 

 

年長居民顧問委員會對政策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年長居民顧問委員會是

由社區代表組成，並對長者福利議題向“年長居民部長”提供個別的建議。 

 

 

“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原則是： 

 

1. 讓長者有權利選擇，並讓他們過令他們滿意的生活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讓長者有機會參與社區活動，並對家庭及社區有所貢獻 

3. 對長者持有積極正面的態度 

4. 對長者的多元性有所認知，並視步入晚年為正常生涯的一部份 

5. 肯定年老毛利人和他們家庭的價值並加強他們的能力 

6. 對年長太平洋島國人民的多元化有所認知，並加強他們的能力 

7. 賞識其他居住在紐西蘭多元文化背景的年長居民 

8. 認識男人和女人面對的不同問題 

9. 確定居住在城市或鄉村的長者均能居住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並能接受他們需要

的服務 

10. 讓長者能在不同的環境中對他們的個人成長和發展負責任 

 

 



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目標及具體行動 

 

1. 收入：年長者有固定及足夠的收入 

2. 健康：給長者公平、實際及負擔得起且易得的健康服務 

3. 住房：給長者負擔得起且合適的住房選擇 

4. 交通：給長者負擔得起且容易得到的交通服務選擇 

5. 步向晚年：長者感覺安全及在沒有憂慮的情況下步入晚年 

6. 多元文化：給長者適合其文化背景的不同服務 

7. 鄉村：住在鄉村地區的長者不會喪失使用服務的機會 

8. 態度：各個年齡層的人對步向晚年及對年長者都有正面的態度 

9. 就業：消除年齡歧視，提供彈性工作選擇 

10. 機會：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長者自我成長及參與社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