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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境

現時每八名香港人中有一位是長
者1。二十年後，是每四名港人

中有一位長者。數據公布後，港人大
多擔心人口老化會加重社會撫養壓
力，長者會是社會的負擔？長者需要
社會的照顧？

其實數據亦顯示了，未來的長
者人口壽命較長，擁較高教育水平，
有經濟能力及良好健康，當中約有九
成是行動自如。他們會按自己的興
趣，參與不同活動，亦願意繼續承擔
照顧家人的責任，為家庭的穩定及和
諧，彌補社會服務的不足。

本文嘗試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香
港人口老化，新一代的長者如何為家
庭及社會作出貢獻，引證長者不是社
會的包袱，而是社會寶貴的人力資
源。長者不一定是被照顧的一群，而
是最有效的家庭照顧者。

老有所為-家庭照顧者

老有所為的概念在社會層面上
是，長者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繼續
學習，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
化活動，或善用他們的豐富經驗繼續
就業，參與義務工作或社區事務。
而在家庭層面上，則表揚長者在家庭
中直接或間接提供對家人的照顧及協
助。

香港長者政策強調「居家安老為
本」「院舍照顧為後」，讓長者能在家
安老，由家人照顧，並以社區服務作
支援。事實上，現時有不少是年長照
顧者默默地、無私地為家人提供有形
（金錢）或無形（情緒支援）的協助。
1. 長者作為配偶的照顧者

子女同住的長者數目從 2001 年
的 56.8%下降至 2006年的 53.5%。
隨著年輕婦女多參與勞動市場，照顧
病弱長者的負擔便落在長者配偶身
上。然而，只有 36% 的老年婦女與
配偶生活在一起，而近 70% 的老年
男性與配偶生活。這反映了老年女性

較高的寡居比例。而男性希望妻子是
他們的主要照顧者，女性則主要從自
己的子女尋求照顧。

真實案例1︰
陳先生（71 歲）和陳女士（70

歲）結婚 47 年。丈夫中風後，陳
女士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丈夫的照顧
者。由於陳先生患有高血壓、糖
尿病、心臟病和前列腺疾病，記
憶力退化，更經常大發脾氣。

陳女士在照顧丈夫的過程的
中，體重漸漸減輕，經常失眠，
情緒抑鬱，曾被丈夫弄傷和出現財
務困難。在種種壓力下，陳女士
終找社工協助，更參加了家庭護理
培訓課程和支持小組以獲取知識和
技巧。漸漸夫妻關係有所改善，
她亦接受照顧者的角色，也因丈夫
開始協助家務，而感到幸福。

2. 長者作為殘障成人子女的照顧者
家有身體或心智殘障子女，父

母將成為一生的照顧者。現時殘障人
士的預期壽命延長。這批年長照顧者
除了考慮自己的老齡化，更要面對殘
疾的成年子女的老齡化及相關的保健

及長期護理安排。他們擔心當自己身
體轉差並最終離世時，沒有人照顧他
們。這些長者都希望在世時能在家中
照顧子女，加上收容殘障人士的長期
宿位非常有限，對這些年老照顧者著
實帶來不少的憂慮。

真實案例2：
黃女士（80歲）要照顧癱瘓的

61 歲大兒子的日常生活，例如洗
澡、上廁所、飲食等。然而由於
黃女士亦年紀老邁，且有高血壓，
風濕等長期病患，在協助兒子起床
或轉移，感到非常困難；心裡最
擔憂的是大兒子的健康及將來安置
的問題。

初時黃女士認為這是「自己
的家事」，不願找其他人幫助。有
次她病倒入院，社工協助大兒子接
受了日間護理中心服務，而小兒子
因失業留在家中，可分擔照顧工
作。出院後，大兒子繼續接受日
間照顧，實在減輕了黃女士的擔
子，現在她可以出外與朋友相聚，
參與晨運和中心活動，人開朗了，
身體亦健康起來。

3. 長者作為孫子女的照顧者
香港「雙職」家庭十分普遍，雖

然大部份家庭都會聘請外傭，但照顧
年幼子女的責任還是落在祖父母身
上。在 2008 年香港小童群益會的一
項研究，發現至少有 16% 的兒童由
祖父母照顧。在經濟不景時，有不少
的「失職」父母辭退家傭，由祖父母
代為照顧子女。另中港婚姻令不少兩
地生活的夫婦要暫時分離，所生的小
孩多數亦由在港的祖父母照顧。還有
單親的數目越來越多，這一趨勢亦可
能需要祖父母更多的幫助。

真實個案3：
張女士（75 歲）與丈夫（80

歲，中風）和孫女（10 歲）同住。
由於孫女已是小學四年級學生，對
於孫女的學業，張女士很擔心，
常常感到壓力。張女士把平日時間
全放在照顧他們身上，因而再沒有
時間參加其他活動和與朋友相聚；
此外，自己健康亦出現問題，更
令她感到不安。

在另一方面，每當張女士看
到孫女成績好並且健康成長，她會
感到自豪和有成就感。一次偶然機
會下，張女士認識到社區的不同服
務。現在她懂得通過家務助理協助
家居清潔及膳食，亦安排了一周兩
天把丈夫送到日間中心接受訓練，
孫女也到課餘補習班。張女士很滿
意現在的安排，並計劃每週一天去
照顧剛出生的小孫女。

結論：

香港現時約有一成的長者需要
被照顧，但卻有多於一成的長者成為
照顧者。這群默默付出無私，無條件
關愛的長者，體現了「老有所為」的
精神。這群長者在家庭中發揮的了重
要角色，協助香港打造了一個繁榮及
和諧的社會。沒有他們的貢獻，恐怕
香港政府要付出更多額外的金錢及人
力資源，提供更多的服務。

註 1︰2012 年，日本公布香港男女性
壽命分別為 80 歲及 86 歲，均超越日本成
為全世界最長壽城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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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長者 是

長者是社會的負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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