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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回應《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主要報告》意見書 

 

前言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一直關注照顧者政策和服務的發展，社聯認為要長

遠制定照顧者政策，要透過整合常規服務以及發動社區和跨界別支援照顧者，於身

心健康、財務保障、培訓及知識、照顧者所需資訊和個人發展等的需要，尤其是必

須盡早識別及支援高風險照顧者。此外，需推動社會關注不同種類照顧者的福祉和

需要，肯定照顧者的身份和貢獻，從而落實以「照顧者本位」的政策和措施。 

 

勞工及福利局(下稱：勞福局)於 2020 年 7 月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就香港長

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支援展開顧問研究，並於今年 6月 9日公佈《香港長者及殘

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主要報告》(下稱：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提出

未來從「四個方向、三個分層模式」支援照顧者，並同時提出 11 項具體建議，以

推動照顧者支援的發展。  

 

政府就 2022 年施政報告進行公眾諮詢，社聯建議政府需盡早落實研究報告所提出

的方向和具體建議，以推動支援照顧者的政策發展。就此，社聯提出以下具體建

議： 

 

 

(1) 制訂照顧者為本政策 

 

(1.1) 盡快落實照顧者定義 

社聯關注到勞福局在設定是次研究框架時，只針對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的照顧者。社

聯認為照顧者定義應以照顧者的「照顧能力」角度出發，並應涵蓋更闊的被照顧者

對象。社聯提議將照顧者分為「一般照顧者」及「有特別需要的照顧者」兩項類

別。「一般照顧者」是指任何為他人提供持續照顧的非受薪人士；「有特別需要的

照顧者」是指因其自身或被照顧者的個人需要、社經特徵或面對高危處境，需要更

多社會支援的照顧者。 

 

(1.2) 定期進行照顧者數據統計 

由於缺乏照顧者數據統計，現時難以透過有關統計數字作出服務發展規劃及評估。

社聯認為照顧者人數的統計，將有助政府以及社會不同界別了解服務需求，繼而規

劃不同類型服務支援照顧者。因此，社聯建議政府定期於全港進行照顧者數量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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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及透過跟進調查進一步了解照顧者的服務需要、現時支援照顧者的服務需加

強的地方，以及阻礙他們使用服務的因素等。調查結果不但有助政府落實更針對性

照顧者需要的政策和支援措施，更可有效地調配現有或增加照顧者服務的資源，回

應服務需要。同時，亦可透過相關數據，與社會各界和公眾人士溝通，從而更有效

推動持份者(例如商界或地區組織和人士)共同關注照顧者的需要，並於社區提供協

助優化現行照顧者的支援服務。 

 

(1.3) 委派專責部門或人員統籌及協調 

社聯留意到現時照顧者的支援服務，大多數附設於現行以「需要被照顧的對象」為

本的服務，並由不同政府部門或服務營辦者提供。因此，照顧者針對自身的需要往

往要向不同服務營辦者尋求協助，因而減低照顧者求助意欲，而相關政策規劃和措

施間之協調亦有待加強。因此，社聯提議設立較高層次的協調機制或增設「照顧者

政策專員」一職，負責協調不同政策局及部門於其所屬政策、服務、部門運作、社

區環境和處所規劃等範疇。此外，專責部門或人員亦負責推行公眾教育，推動社會

肯定照顧者的身份和貢獻，並透過訂立照顧者友善政策和措施(例如：推動設立

「照顧者友善約章」)，提升社會對照顧者的關注和支援，回應不同類型照顧者的

需要。 

 

 

(2) 支援高危照顧者 

針對高危照顧者所面對的困難和需要，社聯相信「盡早識別高風險照顧者」及「提

供即時支援」將大大減少發生社會悲劇的機會。建議措施包括： 

 

短期措施 

(2.1) 設立 24 小時照顧者支援熱線：能夠為照顧者提供方便求助的渠道作即時情

緒支援和服務資訊及跟進，例如，提供暫託服務空位或上門服務的最新資訊，

或轉介至合適服務跟進。 

 

(2.2) 推動發展和推廣照顧壓力快速檢測工具：不但有助社會大眾增強辨識高危照

顧者的能力，亦可提昇照顧者是否出現壓力的認知和敏感度，促進自行檢測

和發掘社區高危照顧者，從而促進他們能向合適社會服務單位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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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措施 

(2.3) 設立以「照顧者為本位」的評估系統及個案管理模式：推動為高危照顧者家

庭作整全的評估及服務計劃、配對服務、定期檢視服務需要、 檢討服務成

效、服務轉介等，及早識別和支援高危照顧者。 

 

(2.4) 成立「照顧者社區支援隊」：透過與社福、社會保障、醫療等服務單位，以

及教會、物業管理等機構合作，識別隱蔽的高危照顧者，並按他們的需要轉

介至合適服務，並以社區工作手法支援照顧者需要，避免發生照顧者悲劇。 

 

 

(3) 加強支援照顧者的喘息需要 

根據社聯於 2021 年進行《照顧者喘息需要研究》之結果，受訪照顧者的照顧時數

中位數高達每星期 62小時。全職照顧者的照顧時數中位數更達致每星期 80小時以

上，他們的照顧時數接近一般在職人士的雙倍。他們投入大部分的個人時間於照顧

工作當中，照顧責任沉重，缺乏他人支援，並由於照顧者缺乏喘息空間，導致身心

俱疲。因此，社聯有下列建議： 

 

短期措施 

(3.1) 建立社區支援網絡：推動鄰里建立照顧者社區互助網絡，並組織有照顧經驗

的同路人或受過訓練的義工，為有需要的照顧對象提供簡單暫託或基本看顧

服務服務，應付照顧者緊急喘息和其他支援需要，同時有利於協助識別潛藏

社區的高危的照顧者。 

 

(3.2) 加強「殘疾人士住宿暫顧服務、長者住宿暫託服務及長者緊急住宿服務空

置宿位查詢系統」的覆蓋範疇 (下稱查詢系統)：在加強暫託服務的可及性方

面，將查詢系統的覆蓋範疇，擴展至現時各項安老服務及復康服務所提供的

日間暫託服務。而在提升系統功能方面，不論是日間暫託服務還是暫宿服務，

系統應即時更新服務的空置情況，並提供網上預約服務的功能以便利照顧者。

另外，為使照顧者能夠尋找到合適的服務，應增加查詢的篩查條件。  

 

(3.3) 優化服務申請手續或配套措施：簡化暫託服務和居家照顧服務的申請手續，

讓照顧者在有需要時更容易獲得短暫休息紓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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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措施 

(3.4) 探討支援有特別需要照顧者聘請傭工之可行性：減低照顧時數是照顧者得到

喘息的關鍵，探討由政府支援有特別需要照顧者聘請傭工，讓照顧者有喘息

空間。 

 

 

(4) 改善對照顧者的經濟支援 

為照顧者提供經濟支援，是對照顧者最直接及實用的措施。研究報告提出措施予政

府考慮跟進，分別是 1)照顧者生活津貼及 2)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摸式。社聯建議政府

盡快跟進落實照顧者經濟支援方案，並就著其他的經濟支援措施持續諮詢業界及不

同持份者，探討社會可承擔的方案並達成共識；相關經濟援助的目標應以減輕照顧

負擔，並支援照顧者的個人發展及喘息需要。社聯對照顧者經濟支援有以下建議： 

 

(4.1) 恆常化現有照顧者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設立照顧者津貼 

(a) 照顧者津貼：恆常化「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及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並將兩者整合

為「照顧者津貼」，增加對護老者及低收入殘疾人士照顧者的經濟支援。 

 

(b) 津貼金額：「照顧者津貼」的津貼金額應與現時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看

齊  (即$3,915 元)，而申領資格亦應在試驗計劃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包

括把入息審查的門檻放寬至入息中位數的 100%，容許領取傷殘津貼者同

時申領照顧者津貼，同時讓合符服務資格而未有輪候服務的長者及殘疾

人士照顧者申領 。 

 

(c) 培訓津貼：將現時的「培訓津貼」擴闊為「培訓及支援津貼」，讓照顧

者有更大的彈性參加照顧身心社靈的服務及活動，以舒緩照顧者因照顧

工作而引起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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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區照顧服務券 

政府亦應繼續改善社區照顧服務劵計劃，包括進一步增加服務券的靈活性及涵蓋服

務種類，並透過個案經理協助服務使用者使用服務劵，以支援照顧者的需要。建議

重點包括： 

 

(a) 服務券的靈活性：容許持券人向多於一間的認可服務單位獲取服務。 

 

(b) 服務券涵蓋的服務種類：增加服務券可涵蓋更多的服務類別，例如租用

有助加強照護的器材。 

 

(c) 服務券的服務兌現：為照顧者提供較大的彈性，但建議必需保留部份券

值作為獲取專業服務之用，例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 

 

(d)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服務，讓有需要協助的持券人尋求支援，

讓個案管理員按他們的需要，配對最合適的服務組合；而個案管理費用

亦應視為必須的服務開支項目。 

 

(e) 服務質素監察：設立整全和有系統的服務質素監察機制，並發放具透明

性的資訊，讓持券人可以作出合適的選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