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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家庭照顧者因要照顧家中長者或殘疾人士而被迫暫停工作或減少收入，家庭照顧者

願意履行照顧家庭成員的責任，盡顯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實在是值得社會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須明白非專業的照顧者面對家庭經濟環境變化和生活質素轉變，加上部份需要照顧情緒起

伏較大的長者或殘疾人士時，需要花極大精神、時間和體力，對照顧者的精神和身體上承受很

大的壓力，政府必須提供更多支援，包括經濟、環境配套及身心舒緩，以促進家庭及社區和諧。 

就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援方面，本聯盟有以下建議︰ 

 

大環境氣氛 

加強社會對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了解 

家庭照顧者是長時期的工作，他/她們總會遇到失落的時候，艱辛的路如有同路人支持和互勉，

定能排除不少因壓力造成的家庭糾紛和慘劇。 政府可透過各式公民教育、社區展覽、講座及

媒體節目探討家庭照顧者所面對的身心壓力問題，並鼓勵更多社企在支援家庭照顧者方面，有

更多創新的服務，目標達至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及鄰里，由上而下營造「與照顧者同行」

的大環境氣氛及認同家庭照顧者的貢獻。 

 

經濟方面 

增加津貼金額、津貼恆常化及簡化申請文件程序 

現時「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照顧 1名長者只有 2000元津貼及照顧超

過 1名長者只有 4000元津貼；而該獲批要求之一是護老者每月提供不少於 80小時照顧或照顧

超過 1名長者需每月提供不少於 120小時的照顧。 姑勿論家庭照顧者是否全職照顧家人，在

每月需要提供不少於 80小時照顧的框架下，很多普遍的全職工作都只能排除在外，或對本身

的工作發展成為障礙；另一方面，如以最低工資形式計算，2000元/4000元的津貼連最低工資

都不如，何況眾多護老者都寧願將津貼用在照顧長者的物資及治療等地方，對護老者的生活壓

力舒緩力度不大 。本盟建議照顧 1名長者的津貼上調至 3000元及照顧超過 1名長者津貼上調

至 5000元。 

 

上述津貼試驗計劃對護老者在身心上得到不同程度的舒緩是肯定的，亦有效增加家庭成員的溝

通和外出活動的機會，故此應將有關津貼恆常化，並希望吸取試驗計劃的經驗，簡化申請文件

程序，以免申請期間加重護老者負擔，及建議調低入息門檻，讓更多在職兼護老者得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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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庭照顧者提高與父母同住或供養父母的免稅額 

現實的說，任何的支援都難及經濟方面的援助實際，如家庭照顧者未有資格申請上述津貼，並

不代表可忽視對他/她們的支援，因時間同樣需要付出，照顧同樣需要成本。中國傳統文化重

孝道，而且政策方面亦鼓勵居家安老，故此應鼓勵願意為家庭成員付出的行為。建議在稅務方

面，提高與父母同住或供養父母的免稅額，鼓勵「衛星家庭」回歸「大家庭」。 

 

盡快落實公屋獨居長者及殘疾人士獲豁免入息審查提供聘請外傭資助 

家庭照顧者需放棄社交和生活時間，經常會出現孤獨無助感，而外人是難以分擔的；建議盡快

落實為公屋獨居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獲豁免入息審查之聘請外傭資助，對家庭照顧者而言，多

個人，多對手，足以分擔不少工作，舒緩不少壓力，減低社會負能量的累積。 

 

身心舒緩 價值肯定 

培訓更多「情緒舒緩輔導員」 

建議於社區培訓更多非心理專業的「情緒舒緩輔導員」，類似培訓調解員的方式，吸引各行業

人士學習情緒舒緩技巧，並撥款社福機構開設「情緒舒緩輔導員」職位，吸引已接受基本培訓

人士在社區投身兼職輔導員，定期訪問家庭照顧者、獨居長者等，除舒緩現時跟進個案人手不

足的壓力，亦為社區的有心人提供就業機會。 

 

肯定「家庭照顧者」價值 

「家庭照顧者」從非專業護理到經年累月的為家人提供護理，依坊間的「一萬小時定律」，很

多家庭照顧者足已踏足專業領域。如依政府統計處指 20年後每 3個人港人有 1個是長者的推

算，安老護理服務將面臨前所未有的人手壓力。  

 

本盟建議透過資歷架構，將「家庭照顧者」以「過往資歷認可」的方式，通過面試或筆試，將

他/她們的經驗轉化為實質資歷，一來幫助「家庭照顧者」因放棄原有工作而失去原有市場競

爭力的困境，二來為安老護理行業引進更多對行業有密切接觸並懂得尊重長者的新人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