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長者照顧期望與安排 

長者究竟需要哪些方面的照顧? 

經濟方面的照顧：日常生活開支、醫療費用、看護費用、房屋維修等 

情感情緒方面的照顧：傾聽、探望、關心、在重要事情上給予意見和建議等 

醫療健康方面的照顧：提供保健資訊、管理健康、診斷、治療、控制疾病 

個人生活方面的照顧：交通安排、財務處理、賬單繳納、食物準備、衣物換洗、房屋清理、

協助吃飯、沖涼、陪同看病等 

正式照顧和非正式照顧的概念和關系 

正式照顧 通常是指在社區中由聘僱的專業或半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服務; 

非正式照顧 通常是指家庭成員、親戚、朋友、鄰居所提供的在無薪情況下給予的照顧 

層級彌補模式（Cantor，1979）：「層級彌補」將照顧偏好的焦點放在血緣的遠近，認為大致

循著從至親到遠親遠朋的層級，即由親到疏的非正式服務網絡。長者偏好由『親屬』開始，

其次序等級為：以配偶為第一優先，其次是子女，再次之為其他親屬，遠親遠朋，且必須到

最後不得已階段，才會求助於正式的支持資源系統
1
。 

任務特定模式（Litwak，1985）：正式照顧和非正式照顧兩個體系在長者照護上可以各司其職，

相互補充或輔助，達到「最佳契合」。家庭照顧者最能夠回應和滿足老人的社會和心理需求，

處理偶發事件，提供比較不需要技術和專業知識的日常生活功能方面的照顧和情緒方面的支

援; 非貼身性照顧比如購物、提供資訊，則可由鄰居、親友提供；正式照顧者比較能夠提供

需要技巧和時間固定或例行的照護 2。 

香港安老服務的概況 2 

- 香港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日趨嚴重。香港的安老服務政策，基本上秉持「老有所屬」

及「持續照顧」的原則。安老服務的理念，鼓勵以人為本、社區照顧、持續照顧、老

有所為。為了更好地適應老年生活，長者需要提前進行照顧方面的規劃與管理。 

 
 

- 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及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為貫徹「老有所屬」和「持續照

顧」的施政方針及精簡申請服務的程序﹐社會福利署實施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

集中處理為長者而設的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和服務編配。申請人在提出需要長

社區康樂社交支
持服務 

社區照顧服務 

院舍照護服務 

•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 長者活動中心 

• 長者支援服務隊 

•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 

„長者宿舍 
„安老院 
„護理安老院 
„護養院 



期護理服務時﹐由認可評估員（社會工作者、護士、職業/物理治療師），採用一套國

際間認可的評估工具，評估長者在照護方面的需要，並編配適合的長期護理服務，現

時護理安老院和護養院的輪候期大約為 3 年。 

未來長者照顧的挑戰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提倡尊老，很多人便理所當然的認為長者在晚年都能享受著

和諧的家庭關係，接受著來自成年子女或孫子女的孝敬和照顧。但事實上，在香港，傳統的

家庭體制、結構、功能已經歷了急速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傳統的家庭關係以及照顧模式帶來

了極大的挑戰。  

1. 選擇不婚、晚婚的人士以及無子女、少子女的家庭越趨增多，加之女性就業率的上升，

家庭照顧的人力資源逐漸萎縮 

2. 伴隨離婚率的上升和家庭功能的轉變使得家庭支持成員的功能減弱 

3. 長者照顧長者越來越普遍，需要更多的護老者服務支持 

相關建議： 

1. 長者應盡早就照顧的期望和安排和家人商量，共同就居住安排、照料安排達成  

共識、也能讓準護老者做好心理和身體的準備 

2. 政府應加強社區安老的配套服務，讓長者在護老者和社區正式照護系統的支持下，盡

可能地實現居家安老，社區安老 

3.   改革和完善院舍住宿服務，讓身體虛弱和有需要的長者盡快享用到院舍服務 

4.   積極培訓護理長者的專業護理人才，合理規劃護理行業的人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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