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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支援

核心議題 

現時香港社會福利制度的資源分配及服務規劃，絕大部份以傳統弱勢社群(長者、殘疾人士、幼兒

等)作為主要的對象。然而，不少這些弱勢社群背後，都有一位甚至多位照顧者在支撐著他們的日

常生活，在現時社會福利制度的資源分配及服務規劃中，他們很多時候都是隱形的，社會對他們的

狀況亦較少深入研究。近年，通過不同的研究、意見書等，照顧者的議題終於漸走入政策制定者的

視線。 

本期研訊以照顧者為主題，收集近五年學界、業界的照顧者研究，試圖描述不同照顧者的健康現狀

，以及了解照顧者的服務需要。 

研究重點觀察 

過去五年有關照顧者的研究，涵蓋了不同類別的照顧者(護老者、殘疾人士照顧者、兒童、幼兒等)

，主要關注的課題包括照顧關係綑綁、照顧者的健康、壓力、個人空間及社交生活。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於 2017 年進行了殘疾人士照顧者支援需要研究，是次調查以該會的會員為象，

結果共收得 240 份問卷(當中包括照顧者及殘疾人士)，研究採用了台灣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所製作

的壓力量表，量表中 14 個項目的總評分綜合為照顧者壓力指數（最低 0 分，最高 42 分），結果

被訪照顧者的壓力指數中位數為 26，水平偏高，而殘疾人士被訪者評估他們照顧者的壓力指數中

位數則為 19，這反映被照顧者或會低估他們照顧者承擔的壓力。此外，研究亦顯示照顧者使用支

援服務的比率偏低，只有不足五成照顧者表示有使用各類照顧者支援服務。 

2017 年社區組織協會進行《以老護老：基層年長護老者服務需要問卷調查報告》研究，訪問了 80

名年齡 50 歲或以上、現在或過去一年內須照顧 60 歲或以上配偶、父母或其他親屬的人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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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年長護老者本身亦有被照顧的需要，被照顧者多患有多種長期病，中位數為 4 種，而「年長護

老者」長期病中位數亦達 2.5 種長期病。此外，有 50%受訪者認為頗多及經常因照顧家人以至個人

健康受損。研究亦採用沙氏負擔訪問(ZBI)量表評估護老者的照顧壓力，當中 24 分或以上人士可能

會有較大機會患上抑鬱症，結果 87.5%受訪者的分數在 24 分或以上。 

2018 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進行的《年長護老者身心狀況及服務需要

研究》亦發現類似狀況。該研究透過全港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接觸護老者，進行了 1,115

份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63%受訪護老者表示照顧壓力沉重、55%有抑鬱的症狀、40%表示家庭支

援薄弱。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社區研究計劃，以及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分別於 2019 年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了

解照顧者對照顧責任的主觀感受。前者與 10 位婦女全職基層家庭兒童照顧者進行深入訪談，後者

則與 12 位居於深水埗的婦女照顧者(照顧對象包括兒童、殘疾人士、長者，及精神病患者/復康者)

進行了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這兩項研究都指出傳統的性別分工，使她們需要獨力承擔大部份的照

顧工作，難以得到喘息。她們一方面視照顧為她們理所當然的責任，並從中獲得意義，但當她們的

照顧努力被受質疑時，心理上亦會受到衝擊。外界對她們作為照顧者的期望，成為了她們的壓力來

源，這對她們的身心健康構成不良影響。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 2021 年曾進行《照顧者喘息需要研究》，向 719 名殘疾人士及長者照顧者進

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照顧者平均每天只有 6.6 小時的睡眠時間和 2.6 小時的閒暇活動時間，

他們對日常生活的時間分配表示滿意的只有 27.9%，遠少於一般市民；有 46.8%每星期照顧時數更

達 71 小時以上。照顧者缺乏喘息空間，導致身心俱疲。就照顧時數與負擔，研究亦進行了的國際

對較，發現本港的照顧者情緒壓力比美國、英國、中國內地更嚴重。 

香港理工大學在 2022 年公佈《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研究就不同

範疇進行了一系列深入訪談/聚焦小組(共訪問 224 人)及問卷調查(共訪問 4,571 人)，並參考了本地

的文獻及不同經濟體的照顧者政策進行對較。報告指出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均每星期分別

花 41.9 及 77.2 小時提供照顧。對護老者而言，如照顧對象是配偶、女性照顧者、低收入照顧者、

確診有情緒問題、患有癌症、患有糖尿病或自我感覺健康狀況較差者的照顧負擔顯著較高。對於殘

疾人士照顧者而言，則年輕照顧者、男性照顧者、診斷有心血管疾病或行動不便的照顧者照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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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較高。整體而言，大多數護老者(87.6%)和殘疾人士照顧者(76.9%)認為他們的健康狀況一般至

非常好。在服務期望方面，兩類照顧者均認為「其他服務」(包括暫託、緊急支援、現金津貼及個

案管理等)是最有幫助的支援，另有部份照顧者建議建立一站式平台以協助他們獲取與照顧工作有

關的資訊。 

服務及政策倡導 

上述研究都指出，照顧者面對照顧關係綑綁、健康、壓力、個人空間及社交生活層面的困境，綜合

而言，上述研究對促進照顧者生活質素作出如下建議： 

1. 加強暫託服務 

 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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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包括把覆蓋範疇擴展至各項安老及復康服務的日間暫託服務，並即時更新服務的空置

情況及提供網上預約功能。 

 改善暫託服務及居家照顧服務的申請手續，並加強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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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訂立辨識和支援高危照顧者家庭的措施 

 成立「照顧者社區支援隊」，以外展形式識別潛藏在社區的高危照顧者，提供即時資訊和支

援。 

 設立照顧者支援熱線。 

 設立以照顧者為本位的評估系統以及個案管理模式，為高危照顧者家庭作整全的評估及服務

計劃。 

 

3. 加強社區及家庭支援照顧者 

 推動建立照顧者社區鄰里互助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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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應付照顧者緊急喘息和其他支援需要。 

 制訂照顧者友善的人力資源政策及推行公眾教育，並推動商界及社會各界持份者關注照顧者

需要。 

 建立照顧者為本的一站式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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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恆常化照顧者津貼 

 將現行由關愛基金推行的照顧者津貼試驗計劃恆常化，降低申請門檻及調高津貼金額，並擴

展培訓津貼的使用範圍，支援照顧者的個人發展及喘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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