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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2397/05-06(05)號文件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家居照顧人手不足  員工工作量超負荷 
2006年 6 月 12 日 

在長者照顧服務中，主要分為兩類，一類為院舍照顧服務，分別由政府資助的社

會服務機構及私營之院舍提供；另一類便是家居照顧服務，過往一直被稱為家務助理

隊，現易名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同時政府為體弱及傷殘人士提供家居改善服務，以

競投模式3年合約，推行服務。 政府資助的機構提供上門的照顧、清潔服務和護理服

務等，主要照顧在家的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之人士。 

 

過往全港合共有132隊家務助理隊，在2003年初因為社署一連串削減社會福利服

務撥款要求機構進行服務整合，將家居綜合照顧服務、長者中心的膳食服務與機構院

舍服務人手合併。現時全港只有 60 隊綜合家居照顧隊及 18 隊家居改善服務隊，為全

港長者及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雖然政府推出的家居改善服務是為了照顧較為體弱

的長者，但數量並不足夠。這些機構逐步削減人手，而剩餘人手調到其他單位工作，

院舍廚房同時承擔社區膳食供應量，甚至院舍內工友兼負送飯工作，將服務人手壓至

縮無可縮，員工工作量超負荷，服務質素是否能確保實在令人質疑。 

 

另一方面家居改善服務以三年合約模式，服務使用者、員工、機構每隔一個時

候，需要重新適應及建立服務關係，大部份地區綜合隊服務的工作量更超負荷一倍以

上，情況反映現時員工面對工作量日益增加甚至出現不勝負荷的情況。 

 

工會一直關注改善、及綜合家居服務人手不足的問題，以致工傷率及職業病不斷

有惡劇化上升趨勢，故在 05年 10 月至 12 月期間，本會進行「家居照顧員工作風險評

估問卷調查」，成功訪問了 321 位改善、及綜合家居服務員，涉及的服務單位佔所有

服務單位一半，調查結果顯示她/他們無論工作環境、工作量、工作狀況及身體勞損

問題均甚為嚴重，情況實在令人擔憂。 

 

強行加快輪侯冊，不顧員工安全 
社署近年鼓勵長者留在社區生活，因而停止安老宿位的輪候及收緊院舍護理的申

請資格，令家居清潔服務及送飯服務最快輪候時間分別超過18個月及4個月，另一方

面，員工的工作量亦因而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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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手編制方面，雖然有 6 成員工表示機構有合適的人手安排，但仍然有 4 成員

工表示沒有合適編制，有部份員工表示即使向機構反映人手問題後亦得不到改善。 

 

攜帶物件超負荷   9 成身體出問題 
 

在本會調查所得，約 90%員工在每日工作中（工作時間約 9-10 小時）也需要攜帶

5-8 公斤以上的物品，物品包括磅、沙包、血壓計、洗傷口藥包、血糖機、手套、圍

裙及水鞋等等。 

 

另一方面方面，約 8 成員工表示身體有不同程度的勞損，當中以腰背、膝部、腳

踭、手腕、肩膀的位置尤其嚴重，更有受訪者表示身體疼痛情況需要服止痛藥，才得

以舒緩。 

 

工傷事故亦經常發生，在受訪者當中曾經工傷的員工多達 4 成多，相比起其他行

業，工傷個案更為嚴重!  

 

除了一般護理工作外，部份員工需負責送飯服務，有員工表示送飯工作比上門家

居服務更辛勞，原因是每次飯壺數量由 8-20 個不等，有部份機構沒有提供合適的交

通工具，有員工需要徒步上落 50 多層樓送飯或乘坐巴士送飯。 

 

40-50 歲員工工傷、勞損率最高 
在調查中發現，40-50 歲的員工工傷、勞損率最高，而當中又以 1-5 年年資的員

工為主，以上情況反映了年資較淺的員工，反而工傷、勞損情況最多，原因可能是他

/她們的入職及在職培訓不足，加上，密集的工作及服務指引不清，亦是導致工傷意

外及勞損頻生的原因。 

工會要求： 

1. 政府必須提供足夠資源給予社區照顧服務； 
2. 社署必須監察機構人手運用問題，避免影響其他服務； 
3. 社署應按服務需求，規訂適當的人手比例； 

4. 從速檢討整筆撥款制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