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年長人士義務工作研究    

 

調查摘要 

引言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受香港義工學會（義工學會）委託進行

一項小規模的質性研究，是次研究是有關香港年長人士（年齡 55歲或以上）參

與義務工作的情況。 

 

 

調查方法 

義工學會負責招募參與該四個聚焦小組的參與者。所有聚焦小組的討論均在義工

學會的辦公室進行及被音頻記錄。協調者和觀察者均為研究中心的人員。每個小

組討論的時間約為兩小時及 5至 10位參與者。 是次小組討論共有 29位年長義

工及員工參與，他們分別來自 24個非政府機構。研究中心負責設計了半結構性

面談指引，並獲得義工學會的認可，採用了一份雙語面談指引  (中文及英文)，

選擇全面及充分地涵蓋所關注的議題。 

 

 

與年長義工的聚焦小組 

兩個聚焦小組討論是來自不同服務範疇的非政府機構/慈善團體的年長義工；該

兩個聚焦小組的參與者分別是教育程度較低的義工及較高教育程度的義工。 

 

 

與非政府機構員工的聚焦小組 

兩個聚焦小組討論是來自不同服務範疇的非政府機構員工，目的是為了確定吸引

年長義工的最佳做法 ；該兩個聚焦小組的參與者分別是經常招募年長義工的非

政府機構的員工，及鮮有招募年長義工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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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年長義工的優點及弱點 

 

優點：  

● 承諾及認真對待義務工作 

● 堅韌及不會輕易放棄 

● 經驗豐富及可能會教導員工如何提升團隊精神 

● 熱衷於彼此之間討論如何能把事情做好 

● 守時 

● 投入且具有責任感 

● 充滿熱誠 

● 能夠理解他人不如意的遭遇 

● 能夠教育願意聆聽他們經驗的小朋友 

● 似乎全都具備表演技巧 

● 良好的溝通技巧 

● 新一代的長者擁有更高的教育程度 

 

弱點： 

● 需要較長時間適應 

● 需要調節他們對於義務工作的價值及看法 

● 有時喜歡說三道四 

● 體能上的局限及可能會出現的健康問題 

● 可能需要照顧家庭成員(如孫兒) 

● 較新一代的年長人士不大高興被指導 

● 由於不同的期望，所以難以融合具有較低和較高教育程度的年長義工 

● 時間：彈性，平日早上最為合適，否則會是平日下午五時之前 

 

招募 

 

起初成為義工的動機：  

● 對社會作出貢獻 

● 與其他感興趣參與義務工作的人分享經驗 

● 從幫助他人而獲得快樂 

● 透過幫助有需要的人，從而獲得交流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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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雙方的快樂和憂愁別具重大意義 

● 與他人分享知識和技能 

● 通過與其它社區的連繫，從而獲取有效的終身學習 

● 獲得溝通技巧  

● 改變社會對長者刻板的印象 

● 增加人手及降低經濟負擔，從而造福社會 

● 退休後仍保持忙碌 

● 用樂觀的態度鼓勵他人 

● 被電視節目啟發 

● 滿足感，歸屬感及自我肯定，自我了解 

● 獲得對生命和社會的認識 

● 學習不同種類的技能 

● 學習以樂觀和感恩的態度面對問題 

● 與鄰里的長者建立緊密的聯繫 

● 幫助與自己的孩子溝通 

● 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成為新朋友 

● 與其他義工建立家庭和社區的聯繫 

 

障礙： 

● 有些年長人士可能認為義務工作是浪費時間 

● 有些年長人士可能沒有機會成為義工  

● 因員工非常懶散的態度，從而削弱義工的情緒 

● 如果沒有工作或導師，他們會感失落 

● 義務工作沒有廣泛宣傳 

● 缺乏社會的認同 

● 如果他們需要每週支付自己的交通費用，過於昂貴 

● 家人抱怨他們沒有給予其足夠的重視 

  

招募策略： 

● 透過分享愉快的經歷，成為朋友圈中的榜樣 

● 帶同配偶一起參與義務工作 

● 許多同輩退休人士並不能夠完全放開他們的工作，所以參與義務工作可

能是很好的替代品 

● 專為年長人士而設的網站或校友和機構團體的社交媒體賬戶 

● 鼓勵那些喜歡唱歌和跳舞的年長人士表演，從而不會浪費他們表演的天

賦 

● 配對過程很重要，因為有些年長人士會喜歡於前線工作，而不想出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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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會議或被給予額外的責任 

● 給予義工報銷費用，如膳食和交通補貼以表達謝意 

● 先以充滿熱誠的年長人士為招募的目標，因為他們以後可能會帶朋友參

與 

● 招募的橫幅廣告及報章宣傳是有效，但費用昂貴 

● 於互聯網招募不同地區的義工是十分有效，由於有些義工會想嘗試不同

類別的義務工作 

● 義工在參與義務工作的時候，允許他們帶同他們的孫兒到服務中心，讓

孩子們能在中心同時被照顧及學習 

● 服務接受者往往具有潛質及時間成為義工; 因此，應鼓勵他們成為義工，

與一位現有的義工配對，分派簡單的工作，從而讓他們擁有成就感和建

立信心 

● 籌辦興趣班，從而引發年長人士的興趣，接著便留住他們  

● 聯絡媒體及安排電台訪問 

● 以在區內居住的年長人士為招募的目標，由於他們與鄰里有更緊密的聯

繫，因而他們有較大可能會長期參與 

培訓 

 

所需的範疇： 

● 工作的性質和職責及體能的限制，以避免產生意外和出現失敗 

● 標準、操守和規則，例如守時，義工不能與服務對象在服務時段以外有

任何聯繫 

● 機構的文化及使命 

● 在職培訓，從而作出改進 

● 情緒培訓以維持他們的心理/精神健康 

● 自我保護的培訓 

● 如何與服務對象溝通 

● 對有興趣及有承擔的義工給予領導課程及培訓 

 

建議的方法： 

● 正規的培訓方式不是十分有用，由於義工可能已經在其他機構得知相關

的內容; 因而他們認為他們已具有經驗，由此他們經常就『培訓』一詞

而卻步，使用新的名詞讓他們在初期減少不情願的情緒 

● 簡報會 (PowerPoint) 太沉悶，透過利用角色扮演去營造探訪服務對象

的情形，但需要說服義工角色扮演是幫助他們掌握所需的技能 

● 多元化的培訓，例如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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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對一個特定義務工作範疇有興趣的群組，舉辦工作坊 

● 根據義工的能力、時間和體能 － 可以縮減培訓的時間、給予定時小休、

提供圖像和簡單的筆記，使培訓變得更容易，或舉辦複習班 

 

 

溝通 

● 必須確保透明度及公平性,例如經常開委員會會議,而相關的決策和討論

應妥善記錄及供所有義工查閱 

● 擁有少數全員工的非政府機構可採用多種形式的溝通方式，聯絡甚少接

觸的義工，因此需要透過活動加強義工間之聯系 

● 使用智能電話的應用程式，例如 Whatsapp增加溝通效率 

● 透過調查，了解義工的時間表及期望 

● 咨詢義工的意見，因他們可能給予令人驚嘆的想法 

● 需要與不快樂的義工傾談，從而找出問題及共同制定解決的方法 

● 義工通常會聽從那些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員工 

● 為了避免流言蜚語，最好是在所有義工在場的場合中澄清事情 

● 那些個性隨和、不說三道四及維持良好關係的義工，可以成為員工和義

工之間的中介人 

● 因為在服務中心以外的地方較願意多提意見，所以去『飲茶』會有幫助 

● 義工應被允許與員工討論活動的安排，以便在義工的實踐經驗及員工的

要求之間作出妥協 

 

建立關係、給予肯定及支持 

 

建立關係： 

● 首三個月是留住義工的關鍵時期，因此需要表現關懷和尊重，並分配簡

單的工作從而建立他們的信心，以及激發他們的主動性 

● 如果員工沒有定期與義工接觸，他們可能會離開 

● 籌辦不同種類的活動，從而逐步培養義工的歸屬感 

● 常規服務幫助義工熟習，但非常規服務可能會更有趣 

● 公布未來的計劃，使義工能夠知道何時才能再次參與義務工作 

  

給予肯定：  

● 定期對所有義工表示認可, 公平地尊重他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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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過度，但提供動力 

● 利用社交媒體作認可為他們貢獻的一種方式.  

 

報銷費用：  

● 那些經濟能力較好的義工，很少關心報銷事宜，但那些經濟能力較低的

義工，則會先考慮費用，因此這一點必須明確表示 

 

匯報： 

● 對幫助評估和改進，協助建立義工之間及與非政府機構有更好的關係很

重要 

 

設施： 

● 需要事前到活動場地考察，以計劃到活動場地的途徑 

 

管理： 

● 在初期，管理人員在場是必需的，互相熟悉後，義工會聽從初級員工 

● 義工喜歡成立小組，如果新來的義工不能融合現有的社交圈子裡，他們

便會離開 

● 由於階級觀念重，對指導義工有關人手分工及容許組內分配工作有幫助 

● 風險管理計劃是必需的，特別是有體力勞動的活動 

● 員工必須要投入，相信他們工作具有意義，而不單是為了薪金 

● 很多活動都可由義工們自己機構及統籌 

● 有時員工的教育程度比義工為低，需達至尊重 

● 需要為常規服務加入新元素，使其變得更為有趣 

● 有經驗的義工應與新來的義工配對，使他們感受責任感及得到自我肯定 

● 當義工能完成一定的要求後，應給予他們獎勵，例如海外交流 

 

未來的方向 

 

● 在未來，將會有更多較高學歷的年長義工，他們會更具能力，但卻不大

喜歡被指導，並會期望有一個更具參與性的角色，使其意見和建議被重

視 

● 需要充分利用流行的社交網絡工具，例如 Whatsapp，去促進義工們之間

的溝通，而不只是非政府機構與義工之間的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