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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投放照顧時間
每天10小時或以上

每天7至9小時

每天4至6小時

每天1至3小時

照顧者面對多重困擾
個人休息不足

情緒無法釋放

感到照顧技巧不足

自己身體不適

收入不足致入不敷支

註：可選擇多於一項

37.3%

14.4%

21.3%

27.1%

53.1%

41.4%

37.3%

36.1%

30.3%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照顧者投放時間及困擾照顧者投放時間及困擾

A1

20232023年年55月月262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

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卓樂文 匯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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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患病父親照顧患病父親））有好大壓力有好大壓力，，但其他同住的家人亦未能夠協助但其他同住的家人亦未能夠協助，，當當

時亦無法搵到人可以傾訴時亦無法搵到人可以傾訴！」！」前照顧者前照顧者RitaRita憶述之前照顧腳部嚴重潰爛的憶述之前照顧腳部嚴重潰爛的

父親時一度感觸落淚父親時一度感觸落淚。。她說她說，，當時自己既要照顧父親當時自己既要照顧父親，，又要兼職幫補家又要兼職幫補家

計計，，極為頻撲極為頻撲，，缺乏支援缺乏支援，，只靠政府為照顧者提供一些福利只靠政府為照顧者提供一些福利，，讓他們稍有讓他們稍有

喘息的空間喘息的空間。。民建聯一項調查顯示民建聯一項調查顯示，，有近四成照顧者每日投放有近四成照顧者每日投放1010小時或以小時或以

上以照顧親人上以照顧親人，，超過半數受訪的照顧者表示最大困擾是休息不足超過半數受訪的照顧者表示最大困擾是休息不足，，逾四成逾四成

人情緒得不到紓緩人情緒得不到紓緩，，三成受訪者因家庭收入不足而入不敷支三成受訪者因家庭收入不足而入不敷支。。他們建議政他們建議政

府推行府推行「「照顧者為本照顧者為本」」政策支援照顧者政策支援照顧者，，在全港十八區設立照顧者支援中在全港十八區設立照顧者支援中

心和暫託服務心和暫託服務，，以及推出以及推出「「照顧者通行證照顧者通行證CARER'S PASSCARER'S PASS」」讓照顧者獲得讓照顧者獲得

交通及醫療等優惠交通及醫療等優惠，，增加增加「「照顧者津貼照顧者津貼」」金額金額，，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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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休無休 無力無力 無助無助
照顧者誰照顧照顧者誰照顧？
民建聯倡十八區設支援暫託服務民建聯倡十八區設支援暫託服務 提供醫療交通優惠提供醫療交通優惠

支援照顧者四建議支援照顧者四建議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推行「照顧者為本」政策

以照顧者作為對象展開服務，政府盡快檢視現
行各項照顧者相關政策及作出完善

設立十八區照顧者支援中心

建議於全港十八區設立一站式照顧者支援中
心，提供外展照顧服務、情緒及熱線支援、照
顧技能培訓課程等，中心同時設有暫託服務，
讓照顧者獲喘息空間

向照顧者提供經濟支援

建 議 推 出 「 照 顧 者 通 行 證 「CARER'S
PASS」，照顧者可獲交通及醫療等優惠；另
增加「照顧者津貼」金額，並研究優化現行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加入「照顧者津貼項
目」等

考慮設立專業照顧者制度

建議政府、專業服務機構及照顧者三方，按被
照顧者需要訂立個人化服務協議；服務機構提
供一站式支援，並定期向照顧者作出服務審
核；照顧者按協議提供照顧服務，每月獲職津
計劃下的「照顧者津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中中))昨日公布有關照顧者的各項調查昨日公布有關照顧者的各項調查，，促請政府加促請政府加
強支援強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團體日前在「2023照顧者關注日」舉辦活動為照顧者打氣。

壓力爆煲 引發倫常慘案

◆照顧者終年無
休，最盼有一個喘
息空間。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照顧者缺乏支援，
不少人因長期要照顧親屬而情緒失控，甚至發生倫常慘
案。如本月中美孚新邨發生需要互相照顧的長期病患父
女倒斃屋內事件，以及去年12月分別發生的男子疑不
堪壓力捅死病父後畏罪自殺，以及七旬夫婦以鐵鎚扑死
長期患病女兒的慘案，均顯示照顧者壓力爆煲之下的悲
歌。

患病父女長相伴 雙雙倒斃居所
本月14日美孚新邨發生雙屍案，86歲患有心臟病的
老翁，與59歲有嚴重糖尿病、右腳截肢的女兒同住，
這兩名長期病患人士互相照顧，由於與外界失聯多天，
老翁的外孫女感擔心故當晚到兩人的居所探望，惟發現
鐵閘反鎖及無人應門，故報警求助，消防員接報到場破
門入屋，發現老翁在客廳躺在椅上昏迷，其女兒在睡房
床上，救護員證實兩人已死亡。

夫婦疑鎚殺病女 向警投案自首
去年12月11日凌晨，慈樂邨樂信樓分別78歲及74歲

的夫婦，懷疑要照顧長期患病兼行動不便的47歲女
兒，不堪壓力下趁女兒熟睡後以鐵鎚扑死女兒。老婦於
凌晨1時許致電報案，聲稱難長期照顧患病女兒而作
案。警方及救護員到場，將女傷者送廣華醫院搶救，但
延至凌晨2時32分證實不治。七旬夫婦被捕，其後各被
控一項謀殺罪。

兒疑不堪壓力 弒父後縱火自殺
去年12月1日，灣仔金樂大廈則發生照顧者懷疑弒父

案，疑有人不堪長期照顧臥床的老父，以利器捅死對方後
自捅胸口自殺未遂，以助燃劑縱火燒屋，結果雙雙斃命，
警方經調查後將案件改列作謀殺、縱火及自殺案。
另外，去年8月土瓜灣則有一名86歲老翁，疑難以照顧患
有嚴重腎病的81歲妻子，割斷妻子的靜脈導管令其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
願）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
嚴重，照顧者本身也漸趨高
齡化，樂群社會服務處總幹
事黃萬成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在照顧者的個案中，
不少是兩老相依為命。他曾
見過一位年屆七十多歲的婆
婆，需要長期照顧臥病在床
的丈夫，但婆婆本身體弱多
病，身體多處也患有痛症，
然而因為丈夫的狀況比她還
要差，婆婆只好硬着頭皮，
寸步不離照顧老伴。

七旬婆婆照料臥床丈夫
黃萬成說，得悉婆婆的苦況

後前往探訪，而婆婆只提出一
個十分卑微的願望，就是希望
能夠有義工每周到訪一次幫忙
照顧其丈夫，讓她可以有時間
抽身到公園散步，「
氣。」黃當時聽到婆婆這個願
望，非常感觸：「婆婆連一個
鐘的時間都無法行開，可想而
知作為照顧者，她是多麼的壓
抑。」
他直言，這些長年的照顧工

作，也令不少照顧者心力交
瘁，但為了一份責任，他們無
法輕言放棄，承受的巨大壓力
實在是不足為外人道。
香港以往鄰里間會守望相

助，本來找來鄰居協助或是
一線生機，但黃萬成坦言，
今時今日的香港，鄰里情淡
薄不少，往往連鄰居姓甚名
誰也不知道，故希望政府推
動的關愛隊日後能考慮提供
社區陪診、探訪等工作，帶
動守望相助的鄰里精神，以
分擔照顧者的辛勞。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本港新聞 中國新聞 副刊 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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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四月初八 十九芒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昨與兩名前照顧者講述其
種種辛酸。前照顧者Rita說，她的父親因吸煙及

嗜酒，造成血管鈣化，供血困難令腳部傷口潰爛，自己
只得全力照顧父親，但由於只有丈夫全職工作，還有三
個小孩要供養，故她要做兼職幫補家計，「上午帶父親
去針灸，下午返兼職。」父親不良於行，她每日要與父
親由牛頭角搭的士到觀塘針灸，她十分勞累，且醫療
費、的士費也開支不菲。

終日服侍輪椅父 難紓壓力唯流淚
「時間上好趕，針灸完車佢（父親）返屋企，（要）

煮飯畀佢食，但佢痛到食唔落，又要煲湯畀爸爸，又買
麵包希望爸爸可以食，好大壓力，因為同住家人冇辦法
協助，當時十分辛苦，但佢係自己爸爸，所以一定要照

顧，三個月都冇理(自己)屋企……」Rita憶述，自己當
時感到乏力，情緒無法排解時不禁落淚，直言：「無法
搵到人傾訴，講返起都好唔開心！」
她的父親最後要截肢，由於家中不適合輪椅進出，故

安排他入住安老院，但父親其後又中風，腳部潰爛情況
亦愈趨嚴重，最終離世。Rita直言，自己當時沒有任何
支援，「申請老人院也搞了很久，未等到政府老人院便
走了。」她希望政府「搞好些福利，令照顧者有
break，有一個喘息空間」。

覆診無錢搭的士 病父巴士站跌傷
另一照顧者Tracy的父親亦已離世。她憶述照顧患有

小腦萎縮症父親期間的辛酸時說，自己遺傳了小腦萎縮
症，領取每月2,150元傷殘津貼，由於不能享有政府雙
重福利，故未能申領每月2,400元的照顧者津貼，對此
直言不解：「照顧者津貼是給照顧者，傷殘津貼是因我
為殘疾人士，兩個身份不相同。」
由於經濟問題，她有次與父親到聯合醫院覆診後，在

院外斜路等候巴士時父親不慎跌倒，「無錢搭的士，唯
有搭巴士，（父親跌傷）轉到急症室，鏠了11針，如
果有照顧者津貼，就免卻父親等巴士跌倒，心痛要他受
這11針。」她希望政府了解照顧者需要，優化支援。
李世榮表示，民建聯訪問了654名照顧者，發現逾六

成被照顧者是65歲或以上，並有身體機能欠佳、長期
病患者、肢體傷殘或行動不便，以及認知障礙問題，照

顧者多為直系親屬，僅有10.9%獲社福機構協助，亦只
有少數經濟能力較佳的家庭有能力聘請外傭協助。
調查又發現，37.3%照顧者每日要投放10小時或以上

照顧其親屬，即幾乎要全天候照顧家人，而16.5%受訪
者縱未屆退休年齡，亦要犧牲個人工作全面照顧家人。
另外，61.9%受訪者沒有領取政府津貼，76.6%收入主
要來源是個人薪金及家人援助，「全港有40多萬名照
顧者，當中只有2.6%即約1萬人有領取照顧者津貼。」

倡增照顧者津貼 設情緒支援熱線
面對長時間照顧親屬，多達53.1%受訪者表示最感到

困擾的是個人休息不足，其次41.4%認為情緒無法釋
放，37.3%自言因照顧技巧不足而感困擾，36.1%則自
己也有身體不適問題，而30.3%則表示家庭收入不足出
現了入不敷支情況。
李世榮建議政府以照顧者作為對象展開服務，加強支

援，並在全港十八區設立一站式照顧者支援中心，除有
暫託服務外，也提供外展照顧服務、情緒及熱線支援、
照顧技能培訓課程等，全方位向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
另外，政府缺乏為照顧者提供足夠經濟援助，故建議

推出「照顧者通行證CARER'S PASS」，指出巴士及鐵
路等也願在有官方認證下，為照顧者提供交通優惠，紓
緩他們的經濟壓力，同時應增加「照顧者津貼」金額，
並研究優化現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加入「照顧者
津貼項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