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推動照顧者為本政策小組委員會 

全體委員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就「推動照顧者為本政策小組委員會」討論議題建議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下稱: 平台 ) 是於2019年由不同病人及家長自助組織

組成的關注組1，過往致力關注優化及檢討照顧者津貼及乘車優惠等政策，期望能夠讓

社會持續關心照顧者議題及推動政府優化相關政策。 

平台對於立法會設立推動照顧者為本政策小組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專責跟進

照顧者支援政策表示歡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平台感謝議員過去積極遊說局方，

促使相關政策得以落實。平台誠摯期望議員能在委員會中更深入地討論照顧者政策，

向局方提出問題和建議，以進一步改善照顧者的生活質素。以下是平台誠盼委員會能

夠多加討論的議題： 

1. 清楚落實照顧者定義

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已經於「香港長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的顧

問研究」為殘疾人士照顧者及護老者落下定義，但可惜於去年施政報告對此定義隻字

不提。誰是照顧者是福利政策推動的開端，假若照顧者定義並不清晰，往往引致相關

福利的受惠對象變得含糊不清。平台期望政府能夠考慮理大提出的建議，特別是關於

殘疾人士照顧者的定義方向，平台認為以下方向值得考慮： 

● 照顧對象為根據《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的10項殘疾類別2；

●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上需要協助

2. 加強經濟支援

優化殘疾人士照顧者及護老者津貼 

雖然去年施政報告提及的照顧者津貼有較具體的改善措施，包括恆常化津貼及

增加津貼金額，但申請門檻仍然是為人詬病。最令人困惑的是，津貼至今仍然設立名

額，政府將於今年增加至10,000名照顧者申請。試問已恆常化的綜援、長者生活津貼

1
 自助組織成員包括: 一同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自閉症人士家長組織)、青草音符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組織)、家盟 (精神復元人士

家屬組織)、香港協癇會 (腦癇症病友組織)、新健社 (中風病患及家屬組織)、香港柏金遜症會、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香港小腦

萎縮症協會 及 香港肌健協會 (神經肌肉疾病患者及家屬組織) 
2
 根據《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本港的殘疾類別包括：(a)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b) 自閉症； (c) 聽障； (d) 智障； (e) 

肢體傷殘； (f) 精神病； (g) 特殊學習困難； (h) 言語障礙； (i) 器官殘障；及 (j) 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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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傷殘津貼也沒有設位限額，為何照顧者所領取的福利必須設立限額?政府當局的安排

對照顧者並不公允。 

在現今香港社會中，為數不少的照顧者是「以老護老」及「以殘護殘」，但照

顧者津貼其中一個申請資格是領取者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然而，活生生的例子讓我們知道，即使他們是殘疾人士還是長者，仍然肩負照顧者的

責任，每天花大部分時間勞心勞力照顧家人，但政府不近人情的安排，將他們拒諸於

門外。 

再者，照顧者津貼的申請資格是照顧對象必須正輪候指定的復康服務。假若照

顧對象沒有輪候服務或已入住院舍，照顧者連基本的入場券也未能領取，更何況是金

錢津貼?事實上，不少照顧對象是沒有輪候復康服務，政局設定這個安排只是方便他們

的行政安排。平台認為照顧者津貼必須與輪候名冊脫鈎，讓有需要的照顧者也能夠領

取照顧者津貼。 

總括而言，平台期望照顧者津貼能夠有以下的優化措施: 

● 取消照顧者津貼不能同時申領其他資助的限制

● 津貼與輪候指定的復康服務身份脫鈎，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照顧者

● 取消照顧者津貼限額的安排

● 照顧者津貼是確立照顧者的社會角色，而非純粹扶貧措施

加強對非綜援家庭的經濟援助 

長年累月的沉重照顧開支負擔，令整個家庭陷入徬徨無助與徨恐地渡日，不少

家庭正面臨崩潰的狀態，為免走上家屬慘劇之路，盼政府能早日支援有需要的非綜援

家庭，具體建議如下： 

● 資助非綜援殘疾人士聘用外傭，減輕患者與照顧者長期的經濟重擔外，也可紓

緩照顧者的照顧壓力與勞損。

● 增設購買私人上門照顧服務的資助，以應付外傭放假、回鄉、離職或新外傭未

到任期間的照顧需要

● 容許與家人同住的殘疾人士可以獨立申請綜援，減輕照顧者經濟壓力

3. 殘疾人士日間暫顧及暫宿服務

理工大學顧問團曾經提出，根據2019-2020的日間暫顧服務使用率並不足6成，所

以並不建議調撥資源增加服務名額。然而，平台對此意見極有保留，因為資源短缺及



地理分佈不均下，照顧者往往需要跨區接受暫顧服務，但相關服務單位並不會提供交

通支援，照顧者最後只能忍痛拒絕接服服務。 

基於服務單位人手不足的問題下，暫宿及日間暫顧服務門檻極高，如病人欠缺

自理能力、未能自行如廁或需要使用胃造口餵食和呼吸機等，部分服務單位會拒絕提

供服務。照顧者非常認同喘息服務的重要性，能夠讓他們短暫歇息，但相關的門檻或

服務地區限制，確實難以讓一班照顧者放心地休息。平台建議如下： 

● 政府應該增加相關暫顧暫宿的服務多樣性，例如提供更靈活的服務模式和可及

性，讓照顧者有喘息的機會。這樣可以大大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 由於尋找暫顧服務的過程繁瑣，建議由即將推出的照顧者支援專綫或設立個案

經理，協助照顧者申請暫顧服務及統籌交通安排。

4. 照顧者的情緒支援

現時全港有 19 間社署資助的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下稱: 資源中心) 定位本應是為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提到的十項殘疾類別的照顧者，提供個案支援及康樂性活

動。然而，現時不少社福機構只為特定殘疾類別的照顧者提供服務，例如特殊學習需

要或智力遲緩等，令到不少殘疾類別照顧者不能接受服務。事實上，資源中心的定位

不應該只流於舉辦康樂性活動，而是為照顧者提供情緒及同路人支援，持續跟進照顧

者的狀況並連繫相關的社區資源。平台建議委員會應就此服務多加討論，邀請政府解

說資源中心的定位，並按需要調撥資源增加人手為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服務。 

長遠而言，香港應效法海外例子立法保障照顧者的權利，包括接受全面評估、

配對合適支援服務、每月享受喘息假期及每月津貼金額等。默默耕耘的照顧者於社會

擔任重要的角色，他們的付出能夠節省社會資源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平台誠盼各位議

員能夠於委員會就以上議題多加討論，確保相關政策能夠落實。 

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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