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青共融：樂齡科技在大學案例 (二) 

案例：嶺南大學教學合作 

與碩士課程相關的合作經驗 

 

背景 

近年，全球各地的醫療保健系統均承受著愈來愈大壓力，人口老化、公眾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不斷提

高、先進治療技術成本日增等因素均是壓力之源。全球各地的醫療保健系統需提高效率、更有效地

分配資源，並簡化運作流程。同時，面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嶺南大學近年積極培育專才教育，及

推出多個與健康管理、社會服務管理、智能安老相關的碩士課程，結合理論、醫療保健及營運管理

的方法，提高安老服務及醫療服務運作的管理效率。 

 

健康分析與管理 

健康與醫學管理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例如，政府部門會要求改善和維護健康數據。消費者的電子

健康數據將增加對健康分析的需求，以及人們可通過智能手機和其他物聯

網的數據對自己的健康進行數據化分析和管理。為了改善醫療保健的多個

領域，健康分析技能也有助於提供決策或增強新的服務內容、時間和管理

方式。健康分析技能將協助檢測健康變化，如通過自我測量血壓或移動

性，降低護理成本，或者又如減少昂貴的健康幹預措施的風險，以及從健

康數據中獲得其他信息等。 

 

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 

為培育人才以應對香港人口老齡化，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專業講求健康及

社康照顧概論，全球衛生，結合社會老年學、健康心理學、現代科技與健

康及社會服務等。同時，從學習機會及體驗，學生能應用理論和實務知識

來規劃、領導和管理健康和社會服務，從而培養創新思維和發展社會企業

的能力。 

 

智能安老及老年學 （香港都會大學和嶺南大學合辦） 

人口老化是全球大趨勢。香港政府也估算本港未來數年將出現醫生、護

士及專職醫療人手短缺，因此，公共衞生系統需要靈活應變，妥善規劃

和利用嶄新的照顧模式，包括融入現代科技。樂齡科技能幫助甚至取代

照顧者以人手介入，以有效應對人口持續老化社會的挑戰。隨著醫療䘙

生科技一日千里，政府及安老服務業界已不斷提倡設計及研發創新科技

產品，協助長者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