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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及香港人口年齡分布 
• 《中國統計年鑒2024》 

• 2023年，65歲及以上人口約有2.16億，佔總人口的15.4%。 

• 廣東省65歲及以上人口約有1,333萬，佔總人口的9.96%。 

 

• 《2024 年施政報告》 

•  65歲及以上人口從 2023年的164萬人增加至2043 年的 267 萬，
佔總人口的百分比將由 2023年的 22.8% 增加至2043年的
35.0%。 

• 香港女性平均壽命為88.17歲而男性平均壽命為82.38歲 

 

 

 

大灣區「照護食」
標準的應用前景 



「把握香港銀髮經濟新機遇」研討會 3 

銀髮經濟用戶群體 
• 不同的科學研究均表明，這個時代老年群體的收入和資產
高於平均水準 

• 50+這一群體是受過良好教育、有全球意識、品牌意識並熟
悉科技和互聯網的一代 

• 55—65歲的人在不同產品上的花費是25—44 歲年輕人的兩
倍。 

• 55—65歲年齡組追求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旅行。 

• 老年人是金融和旅遊相關服務的優質消費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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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經濟用戶群體 
• 消費者委員會於2018年公布的「共建長者友善消費環境的研究」 

• 55至 64歲人士相比較年長的組群在生活安排上較為獨立、身體
更健康，亦更具消費能力在娛樂消遣、保健及金融財務方面購
買產品及服務。 

• 首3位經常性消費項目為： 
1. 交通(94.1%) 

2. 外出用膳(82.9%) 

3. 通訊(包括上網及使用流動電話)(73.4%) 

• 首 3 位非經常性消費項目則為： 
1. 娛樂/興趣/消閒/進修(51.7%) 

2. 節日/生日開支(50.8%) 

3. 其他日常送禮(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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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一族面對的問題 
• 香港大學吞嚥研究顯示，全港大約有六成安老院舍的長者均患有
吞嚥困難。當中有「輕度」吞嚥困難的長者比例佔最多，約31%，
其次有約19%和11%長者分別有「中度」及「嚴重」吞嚥困難 

• 吞嚥困難有機會引致體重減輕、營養不良、脫水，增加吸入性肺
炎和慢性肺疾病的風險。 

• 多數照顧者為吞嚥困難人士準備的流質食物，是將平日的餸菜混
和打成糊狀，賣相和味道欠佳。 

• 以往可以外出品嘗不同美食，慢慢只能吃易吞的食物，食物種類
選擇驟減，日常社交減少，對食欲和情緒均產生負面影響。 

• 照顧者需花額外時間預備較軟/流質食物，對照顧者生活造成壓力，
隨著時間有機會影響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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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 
• 香港社聯於2023年發佈 「照護食標準指引」。 

• 香港餐飲業界已開始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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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 
• 國際吞咽障礙飲食標準（IDDSI）於2015年發佈 。 

• 建議使用一定規格的叉子、湯匙、針筒等工具進行檢測。 

• 近年美國、澳洲、歐盟等國家已經逐漸將IDDSI的質地分類方式
及檢測方法運用在臨床上，以符合臨床上簡易快速準確的需求。 

• IDDSI共有9個等級，分別是：0級－稀薄、1級－極微稠、2級－
低度稠、3級－中度稠、4級－糊狀、5級－細碎及濕軟、6級－軟
質及一口量、7EC級－容易咀嚼，及7級－食物原狀。其中，0-4
級主要代表飲品，而3-7級則代表食品。 

• 沒有考慮實際工業生產或商業運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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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 
• 日本是全球最早步入超高齡社會的國家之一。 

• 2003年日本介護協會（JCFC）由食品產業主動對應制定了標準以
幫助吞咽困難症患者的飲食安全。 

• 日本咀嚼吞嚥困難飲食使用精準的儀器來測試食物質地，在食物
在硬度、黏度、內聚力等物理特性有具體的規範。 

• 2017年由日本農林水產省推出「Smile Car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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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 大灣區「照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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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 
• 台灣發佈「Eatender」銀髮友善食品 

• 參考了日本介護食品標準，使用精準的儀器來測試食物質地，在
食物在硬度、黏度、內聚力等物理特性有具體的規範。 

• 須使用台灣在地農產食材為原料，且符合食品安全衛生規範。。 

• 根據測得硬度不同分為容易咀嚼、牙齦咀嚼、舌頭壓碎與無需咀
嚼4種等級。 

• 2024年累計入選產品已達958項(22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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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 
• 香港廠商聯合會與香港社聯合作透過粵港澳三地夥伴共同協作，積極推
動社福界與商界參與制訂「照護食灣區標準」  

• 於2024年11月21日簽訂《「照護食」灣區標準合作備忘錄》 

• 已進入標準內容審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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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標準 
• 首先針對預包裝即食食品或只需簡單加熱的食品。 

• 以三地食品安全法規作框架 + 「照護食」的食物物理性要求。 

• 首個國內類似產品的標準，從「特殊膳食用食品」分隔出來。 

• 國內類似產品市場幾乎空白。 

• 跟現時香港「照護食標準指引」一致。 

• 參考IDDSI標準，跟歐美市場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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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標準，多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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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標準 
• 以標準推動產品認證 

• 教育市埸認識「照護食」產品 

• 「長者友善」食肆 

• 善用現有香港食品的良好形象，以「香港認證」產品走進大灣
區全新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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