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福會就護老者需要進行研究 

並就《施政報告》加強照顧者支援之措施表示支持及作出建議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於本年 7 月至 9 月進行了「護老者需要」網上

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在最近 3 個月內曾經無償照顧 60 歲或以上、患有身心

或年老疾病家人的香港居民。最後收集了 543 位護老者的回應，重點如下： 

 

1. 護老者面對沉重壓力，忽略了自身需要甚至出現情緒問題，近 30%受訪

者擔心照顧情況持續會傷害自己或其他人 

 

調查發現近一半護老者照顧時間超過 5 年，有部分照顧時間更長達 15 年

之久，而超過 30%護老者更需要照顧 2 位或以上的 60 歲或以上家人，

超過 50%護老者需同時照顧 60 歲或以下家人。而接近 40%的護老者更

表示自己有長期身體或情緒上的病患或障礙，顯示部分護老者需要照顧

自身健康同時要擔起護老工作；而護老工作佔據了他們生活大部分時間，

超過 70%護老者偏向同意因為照顧家人，而忽略了自己的個人需要。 

 

沉重的護老工作讓護老者沒有空餘時間及空間處理個人事務，甚至情緒

管理亮起紅燈，有超過 60%的受訪護老者偏向認為自己最近的身心健康

狀況差。而根據簡易情緒健康篩查，有 12%的受訪護老者可能有明顯抑

鬱徵狀，有 15%的受訪者可能有明顯焦慮徵狀，有近 30%受訪護老者偏

向同意假如照顧的情況持續下去，會擔心自己會傷害自己或其他人；他

們也較少認為自己的照顧工作有意義及被重視，亦較少獲得家人的支援，

情況需要關注。 



 

 
 

 

 

 

2. 護老工作雖然繁重，但部分護老者偏向不會主動向外界尋求協助，而超

過 90%受訪者期望不同界別應主動關心支援護老者 

 

當自己遇上照顧困難時，近 50%受訪護老者偏向不會主動向朋友或鄰居

尋求協助；有近 20%受訪護老者偏向不會主動向政府、慈善機構或專業

人士尋求協助；甚至有超過 15%受訪護老者偏向不會主動向家人尋求協

助。 

 

結果顯示縱使部分護老者照顧壓力沉重，仍然偏向不會主動向外界尋求

協助，但有超過 90%受訪者則偏向同意不同界別應主動關心支援護老者。

在正式支援方面，最多受訪護老者(65%)認為社工或輔導員能協助自己

減輕照顧上的壓力；其次是醫護人員(49%)；而在非正式支援上，最多

受訪護老者(31%)認為朋友或鄰居能協助自己減輕照顧上的壓力，其次

是家人、上司或同事，以及大廈管理員等等 。 

 

3. 大部分受訪者偏向同意現時護老者支援服務嚴重不足需要加強 

 

受訪護老者當中，超過一半回答了有關政策方面的問題，並同意「護老

者支援服務嚴重不足需要加強」、「護老者生活津貼申請資格過高，需

要降低收入門欖、增加資助額及靈活運用資助額」、「有迫切性加強長

者暫託服務名額及服務彈性，讓護老者有喘息空間」、「需設立護老者

為本的資訊福利平台，方便尋找資源及提升護老者能力」、「政府需制

定以護老者為本的政策以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 

 

 

 

 



 

 
 

 

 

家福會根據以上結果，有以下三項建議，以促進官、商、社、民合作支援護老

者： 

 

1. 政府需確立護老者身份，並擔當領導角色盡快制定以護老者為本的政策

及服務模式 

 

是次調查顯示護老者認為現時對他們的支援不足，界定護老者及制定以

護老者為本的政策刻不容緩。家福會認為政府需要擔當領導角色，盡快

制定政策的優次、設立明確機制、時間表和提供相應資源落實政策及服

務模式。明確的政策方針有助連繫及推動社區和不同界別支援護老者。 

 

調查顯示超過 40%受訪護老者偏向認為其他人對自己解決財政困難的支

援不足夠，家福會歡迎政府將照顧者生活津貼恆常化及增加津貼金額，

但仍期望可以放寬申請資格、縮短申請時間，以及提高津貼運用的靈活

性，同時建議將現時的「培訓津貼」改善為「培訓及支援津貼」，讓護

老者有更大的彈性運用金額於照顧工作(例如: 租用照顧的用具、交通支

援、家傭服務)。此外，超過 40%受訪護老者偏向認為其他人對自己處

理家庭事務的支援不足夠，也有超過 50%受訪護老者偏向不能獲得朋友、

鄰居的協助，讓自己暫時放下照顧工作，以享個人空間。家福會對政府

增加暫託服務名額和優化服務查詢系統表示支持，但期望政府能加強服

務彈性，建議發展家居暫託、晚間暫託、緊急暫託，讓護老者可以短暫

放假休息及處理緊急事務。 

 

2. 鼓勵僱主推動護老者友善的職場政策 

 

調查顯示受訪護老者超過 60%為在職人士或料理家務者，反映護老者需

兼顧不同角色責任。家福會鼓勵僱主(包括政府、資助機構、商界)推動

護老者友善的職場政策，並建議政府牽頭，讓護老者可兼顧工作及照顧 



 

 
 

 

 

 

 

者角色。家福會鼓勵僱主推行護老者假期，提供彈性工作安排及給予彈

性申請假期，方便照顧者陪伴長者診症，處理緊急照顧事宜。商戶亦可

以提供不同的護老優惠，支援護老者的需要。 

 

3. 改善社福服務及配套支援護老者 

 

調查發現有超過 50%受訪護老者偏向不同意現時的社區支援服務足夠。

家福會歡迎政府設立一站式照顧者資訊網站及支援專線，但期望政府能

主動連繫各界搭建平台，加強宣傳護老者互助訊息，以護老者為本原則，

整合發展護老者支援服務和提昇便捷程度以支援不同階段的護老者;同時

加強家居、外展及晚間服務，建構社區鄰舍支援網絡，主動辨識及支援

高危照顧者；提昇社福服務人手、資源及增加學位社工以處理日趨複雜

個案及服務需要，亦需解決長期以來地方不足問題以承載服務需求。 

 

4. 家庭、鄰舍及社區主動支援護老者，建立互助精神 

 

是次調查發現部份護老者偏向不會主動向家人、朋友或鄰居求助，亦有

受訪護老者偏向認為家人(31%)、朋友或鄰居(70%)不會主動協助護老者

照顧的事務。而有部分護老者較依賴朋友或鄰居的非正式支援。部分不

會主動求助或協助的現象可能反映一些社會觀念(例如：護老是自己家事

不要麻煩別人；各家自掃門前雪)。家福會提倡護老責任不是由個別護老

者承擔，鼓勵護老者留意護老壓力狀況，適時尋求協助；家人也可主動

提出協助分工合作；物業管理公司、鄰舍及社區人士多關注身邊護老者

需要，主動支援，識別高危照顧者，鼓勵或轉介他們求助。 

 

調 查 結 果 可 參 考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 護 老 者 需 要 」 調 查 摘 要 

(https://www.hkfws.org.hk/repo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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