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顧者家庭幸福的情況」 

 

調查摘要 

 

調查背景 

 

近年來，家庭照顧者的福祉備受社會關注。在缺乏支援下，照顧者身心往往承

受巨大的壓力。當家庭出現困難時，有些照顧者更感無力，甚至釀成悲劇的發

生。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在 2019 年進行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結果，

亦顯示家中需要特殊照顧家庭成員的數目，對家庭健康、家庭資源的分數，以

及整體家庭幸福指數，呈顯著的負面影響，顯示當家中有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

成員數目越多，家庭健康、家庭資源的分數，以及整體家庭幸福指數越低。 

 

調查方法及目的 

 

家福會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期望透過這調查和分析，了解照顧者家庭的

生活狀況，及其對家庭幸福各範疇的影響。因此，本會對家庭功能、照顧者情

況、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等進行了資料搜集，於 2021 年 8 至 9 月進行了

調查，以聚焦小組及個別訪談的形式收集了 15 個家庭的無酬主要照顧者，以

及被照顧者的回應。這些家庭分別需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因殘疾或病

患而需要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的人士，以及需要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的長者。 

 

主要調查結果 

 

1. 正面的家庭關係和氣氛能支撐照顧者情緒：照顧不單單是份「工作」，

而是家庭關係的一部份，不同家人之間的關係，例如夫妻關係、父母關



 

 

 

係、子女關係等，都會影響照顧者。正面的家庭關係和氣氛能支撐照顧

者的情緒；相反，不和、疏離的家庭關係會對照顧者情緒帶來負面影

響。 

2. 被照顧者對照顧者正面回饋意義重大：部份被照顧者認為自己不能付出

什麼，甚至覺得自己成為家人的負累，個人形象及自信心較薄弱。然

而，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是重視和能感受到被照顧者的正面回饋，例如

是一句感謝問候、牽一牽手，或其他小行動，能令照顧者感到快樂，也

是他們特別記得的片段。 

3. 家庭成員各施所長，能強化照顧功能：大部份受訪家庭均由同一人負責

照顧，令生活疲累，部份家庭更因未能與家人在照顧工作上達成共識，

以致加重照顧者的壓力。相反，有小部份家庭能各施所長，一同分擔照

顧工作及提供支援，除了能減輕照顧者壓力，亦能強化家庭團結，互相

幫助，互相分擔的精神。 

4. 照顧者身心健康應受關注：照顧工作令照顧者既要時刻掛心被照顧者的

狀況，又要兼顧家庭事務，令他們應接不暇，部份照顧者更因為羞於求

助而承受更大壓力。是次調查顯示，受訪照顧者的家庭幸福指數平均為

5.22 分 (幸福水平「偏低」)，與 2019 年全港調查平均分數 6.23 (幸福

水平「一般」) 相比，屬較低水平。當中「家庭健康」方面平均只有

5.77 分(幸福水平「偏低」) ，與 2019 年全港調查的平均分數 6.99 分(幸

福水平「一般」) 低了 1.22 分。有部分照顧者指因時刻擔心被照顧者狀

況，引致情緒崩緊及情緒爆發，甚至不敢對將來有期望，這些都影響他

們的身心健康。 

 

建議 

 

家福會致力推動家庭幸福，特別在家庭照顧事上，除了現行以「社會資源」支

援照顧者的服務及政策推動外，家福會以「家庭團結」、「家庭資源」等角度

提倡「照顧是一家人的事」，推動「照顧從一家人做起」。家福會呼籲社會對



 

 

 

照顧觀念改變，多以家庭角度出發，引入「家庭照顧伙伴」概念，加強家庭在

照顧上的功能及紓緩照顧者壓力。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家福會從家庭及

社會兩方面作出以下建議： 

 

1. 照顧從一家人做起，促進優質家庭相處時間：除了針對減輕照顧工作的

壓力外，亦要加強家庭對照顧壓力的承受能力。我們相信照顧源於家庭

關係，因此社會應加強家人之間互相支持、諒解及欣賞，促進優質家庭

相處及正面溝通互動時間，在未遇到壓力前，維繫好家庭關係例如一家

人到戶外遊覽，或參加家庭休憩活動。當遇到難關，因有前者正面能

量，一家人相對較容易一起面對。 

2. 照顧是一家人的事，被照顧者不只是接受者：現時社會可能標籤了被照

顧者為單純的接受者，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相處亦有很多施與受的時

刻。社會應擴展大眾對「付出」的理解，強化被照顧者的自我形象，並

推動他們在日常中對照顧者的關心和肯定，例如將感激化成一句說話、

一個表情動作、一個身體接觸、一份心意、一刻相處等，促進家庭正面

互動。 

3. 貫徹「家庭照顧伙伴」概念，善用家庭資源：社會上部份照顧者可能羞

於求助，或不放心讓他人幫忙照顧，令自己獨個兒身負重擔。業界同工

介入時應促進家庭成員分工，加強家庭為照顧團隊的概念，各施所長，

互相補位，例如可舉辦家庭會議，以促進不習慣求助的家庭成員尋找家

人配合；發掘各人的長處，甚至探索延伸家庭的資源，以擴大照顧者的

支援網絡，令家庭更團結。 

4. 針對照顧者專屬需要，增加照顧者支援服務：社會應增加更多的暫託服

務、身心健康活動、互助小組予照顧者及被照顧者，提升照顧者的心理

質素，讓照顧者有「不需掛心」的個人時間及空間，以提升家庭的身心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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