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相關官員 

 

您們好！很高興您們能抽空出席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公聽會，希望當天是互動的開

始。 

 

我的照顧者生涯也曾在不同場合中反映過，這幾年的辛酸我亦無需多說了，而且

我的實况就算用三十小時也未能夠言盡，更何況只有三分鐘。如果您們能夠了解

我的故事，也許有多些元素以作參考。總而言之，我的現况是忙過從前;窮過開

始;無法揾錢！不論怎樣，我也想藉此機會找出一些我從來都不明白的答案。 

 

1> 我和女兒曾經在一個媒體中把照顧者的生涯反映出來，結果是女兒被網上平

台罵得連畜牲也不如，比豬、狗還要差的婊子。看後，我心如刀割，但這正正是

我和女兒要帶出來的訊息，是沒有人會明白理解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嚴殘照顧者的

辛酸，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沒有醫療的專業知識，女兒從一開始便參與了對於我

們在醫療架構上、社區支援上以至家居協助上的所有不足，由於她百分百參與其

中，因此她才能夠說出真實的感受。這幾年間，我犧牲了她的所有，只為著照顧

他唯一的父親，是否值得為了填補政策漏弊而犧牲我們母女二人，這就是見仁見

智了。一個沒有頭骨的植物人，住院一個月便被趕出醫院，隨之而來的就是在社

區裏無法找到合適院舍，沒有能夠讓他安頓的地方的同時，各種的不平衡而被迫

得走上絕路，這是何種原因？ 

 

2> 為何要把嚴重殘疾人士的至親迫得要簽衰仔紙、離婚協議書或是送往老人院

來斷絕照顧才能得到一些基本的援助？政府常宣傳護老愛老，鼓勵子女供養父母，

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對於嚴重殘疾患者來說，不是更應該鼓勵子女照顧父母嗎？

夫妻相護終老嗎？私營老人院又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如丈夫般嚴重殘疾的支援問

題嗎？易地而處，您們可以接受嗎？ 

 

3> 當我們這類被標籤為中產的嚴殘家庭到了真正有需要申請綜援時，就是這裏

不合資格；那裏不合資格，更要把所有醫療保險取消，那麼，全民醫保又真的是

不值得一提了。綜援金與醫療保險究竟有何直接關係？ 

 

4> 不用解釋也說明是嚴重殘疾人士，一個植物人在家居照顧的費用不是一般人

可以想像，當需要申請綜援金時，家庭資產的總數低得沒有可能過渡兩個月。為

何我這類極為嚴重殘疾人士的家庭要與健康正常的綜援申請者並排，大家的背景

確是天淵之別，都是相當不同的。我和丈夫生在香港；根也在香港，這把年紀，

難道還在別處有第二個家嗎？植物人能夠工作嗎？我這個照顧者又能夠工作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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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沒有綜援的嚴重殘疾人士，往往要預約復康巴才可外出接受治療或看醫生，尤

是丈夫是己被放棄治療的植物人，只能在私營架構上找到醫治機會，但這個交通

費用甚為昂貴，往往加重了我的經濟壓力。 

 

6>一些真實個案，希望您們能夠關注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 

~母兼父職，外出工作，通宵、輪班，放工返家後還要照顧丈夫及兒子。 

~夫婦二人，年青才俊，妻子病後，丈夫放工除了要照顧殘疾妻子，更要照顧不

足三歲的兒子。 

~丈夫是專業人士，也是家中經濟支柱，患病後全無收入，兒女仍在求學，到了

需要申請綜援的時候，一家四口被勸喻租住劏房才可申請。 

~小康之家，經營小舖，丈夫患病後要把樓宇按揭幾次來過渡他們的每一天。 

~小兒子嚴重殘疾，母親花盡所有照顧兒子。 

這些都是真實故事，這個階層，都無法得到政府的經濟支援，他們仍在咬緊牙關，

過著無法喘息的生活。其實他們需要的並非綜緩，而是政府的關注及基本的經濟

支援，來換取一家人最低的生存需要。 

 

而我自己照顧丈夫已經五年，依足政策走我的路，不論申請公屋的時候，或迫得

希望申請綜援來解決燃眉之急的時候，資產又不足以應付政府所能給予的期限。

在經濟壓力下聽到的是除非我接受只有二百尺的公共房子作三人居住，包括丈夫

所有基本嚴殘大型工具，否則，連申請綜援的資格也沒有，那怕是因為醫院、社

署和房委會互相溝通出現差距而錯配單位，我也要接受，經過了解後，就當作誤

會一場。之後，又加了一個疑問，現在居住的租金太高！難道我有天大本事可以

控制嗎？而最後又再被拒的原因是一定要取消人壽保險，未曾有病便被迫取消，

到有需要時跑到醫院，又隨時未能得到治療而擔誤病情，就這樣，房子未可分配，

經濟不能解決，而我本人從頭到尾也不希望申請綜援，只是現行政策而迫使我耗

盡所有，這不是迫我走到絕路嗎？ 綜援數字高企，在這政策下也應記一功吧！ 

 

我無意為自己說話，要為自己也無須等到今天，假若您們硬要視我的書函作為投

訴，這也是我的善意。希望各方都能掌握問題的核心，而非在外圍跟著跑幾圈。

從一開始的醫療架構到了現在，我的個案複雜成謎，我不知道是否前無故人，但

只希望後無來者。亦只是如實反映，沒有怨天尤人。 

 

願各持分者能夠溝通理解，相關當局能盡快作出恰當的政策改良版。 

 

照顧者劉倩萍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副本致張超雄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