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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會企業研究院及香港復康力量共同發放)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普羅市民都深受影響，殘疾人士的困難荊棘載途，而需要照顧有

殘疾家人及或自身也有長期病患及殘疾的照顧者更是雪上加霜。社會企業研究院與香

港復康力量在 4 月上旬成功透過一份負面思想評估量表，訪問了262 位殘疾人士及他們
的照顧者，以及成功邀請其中30位的受訪者參加由中心舉辦的「情緒支援小組」。旨在探
討第五波疫情下對殘疾人士及照顧者造成負面思想程度及情緒的影響，同時親身聆聽

受訪者的需要。社會企業研究院期望藉此調查可以啟發社福界，商界以及政府更好地運

用社會資源(包括服務) 及跨界別去作出適時適切的支援，轉危為機，發展新的支援模式
，為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創造有利的就業環境，減少慘劇的發生。

無助及無法掌控現在

調查結果顯示，在持續不斷的疫情下，不論是殘疾人士或是照顧者都因負面思想令情緒

壓力增加。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經常感到無助及無法掌控現在，更有大部份表示感到自

己沒有價值、沒有人關心及本身就是失敗者的負面思想。

受訪中的照顧者整体來說，負面思想程度更為嚴重。特別是本身有殘疾的照顧者當中;
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的負面思想程度更是莫此為甚。同時，需要照顧患有精神病患或長

期病患家人的受訪者，其負面思想比其他照顧類別之照顧者更是大相徑庭，程度明顯嚴

重。

根據調查顯示，患有長期病患的照顧者負面思想程度最為嚴重，反映他們負面思想與情

緒壓力已達臨界點，岌岌可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殘疾類別當中精神病患的負面程

度平均數無論在殘疾人士或照顧者類別中均是偏高的，後者更貼近最嚴重程度。有鑑於

此，調查可反映疫情下，患有長期及精神病患或精神病患家人的照顧者都似乎難以抵禦

負面思想的產生，達到影響他們生活的程度。如無及時對症下藥，後果可能比想像中嚴

重，情況迫在眉睫，令人擔憂。

殘疾的照顧者，疫情下的悲鳴

調查反映自身有殘疾的照顧者在第五波疫情下，因為醫療及社會服務的崩潰，一方面需

要定時接受治療，另一方面需肩負照顧者責任，對外亦求助無援。長期抱住誠惶誠恐的

心，以及面對孤立無援的境況，潛移默化，這類照顧者已是舉步維艱、身心俱疲。疫情每

下愈況之際，他們的內心也隨之瀕臨崩潰 ; 隨之而起，產生的負面思想及

壓力，如未有及時處理，無疑會亮起社會警號，甚或燃起嚴重後果的導火線 （如：自殺、

傷害自己及他人及家庭解體…）。



疫下失業，勞人喘息

研究發現，就業類別中，失業中的受訪者，不論殘疾人士、非殘疾的照顧者及殘疾的照

顧者，三者負面思想的程度均呈現偏高現象。這反映疫情下失業情況嚴重的問題，無疑

加劇了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皆的負面思想的產生。相信照顧者平均分相對地高的現象，

正正反映他們面對失業同時，也要為家庭生活及經濟負擔，衍生多重憂慮。

潛力勞動人口可滿足僱主需求

面對着疫情下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失業的情緒問題加劇，大部份企業同時亦因經

濟壓力遞增而縮減人手，社會企業研究院總幹事廖珮而女士因此建議將聘用殘障人士

納入疫情稅務優惠可締造平衡局面，暫緩各方壓力。廖女士指出，現時勞工處展能就業

科透過向僱主發放九個月津貼，鼓勵企業聘用殘疾求職人士，政府可以考慮把現時較短

期的津貼改為疫情的稅務優惠，實施有年期的就業配額制，增強僱主聘請殘障人士的誘

因。她補充，政府在構思未來的「保就業」計劃中，可考慮增加對企業聘請或保留聘請殘

障人士的補貼，對殘疾人士穩定就業提供支援。

廖女士指出在疫情期間不少企業營運模式已轉做網上生意及在家工作，企業可以考慮

多聘請殘障人士，在申請不同政府資助同時，了解聘請殘障人士的企業資助，建立在家

工作的新團隊。而政府現時所推行的「殘疾僱員支援計劃」亦可根據新常態作出適當的

調整，例如放寬辦公室購買輔助儀器及／或已改裝的工作間資助條件，推廣至在家工作

間所需器材等以協助履行職務，打破辦公室框架，增加就業同時可幫助復康人士更進一

步融入社會。

夾心層的他們，疫情下的忽略

按身份分類的負面思想程度所見，40-49歲受訪者的得分平均負面數是最高，其次是
30-39歲，均屬中等嚴重程度。這反映社會對中年人士這兩個“年齡夾心階層”因疫情所承
受的重擔的關注可能較年齡層兩端(最年青及最年長)為少。

疫下實況，人心所向

香港復康力量總幹事趙立基表示弱勢社群如殘疾人士往往面三重困難（Triple Jeopardy）
，當他們面對困難(disadvantage) 時，往往不只是面對單一的困難，而是同時間，面對多

種的挑戰(multiple disadvantages) 。殘疾人士在平時已面對因殘疾所帶來的不便，而在第
五波疫情下，當醫療及社會服務受到極大影響，以致停擺，他們在缺乏社會支援下仍要

獨力照顧家人，可以想象到他們的艱辛。如果社會不正視這問題及不予以更大的援手，

可能促成更多的家庭慘劇。



殘疾照顧殘疾，多重困境

珍姐(化名)是一名殘疾的照顧者，她表示在疫情中因子女托管服務暫停，她需要全天候
獨力照顧其殘疾的女兒，壓力沉重，無力感極大。她非常擔心自己在年老後無法照顧女

兒，時常感到有苦無路訴。因長時間困在家中，既無娛樂，也無生機。疫情下，人心惶惶

，珍姐的恐懼不止源於生活的困苦，更是來自殘疾女兒染疫的憂慮。

支援不足，積壓情緒

Lily是一名長期病患者，在一年前發生意外導致左腳折斷。表示在疫情下欠缺服務支援
並難以得到服務資訊，情緒十分低落，但卻沒有人可傾訴引致不少的負面思想。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為了一眾殘疾人士及照顧者得到適切支援，避免覆水難收。香港復康力量針對調查研究

及情緒支援小組，建議如下:

1. 將照顧者納入社會福利規劃，增加資源支援照顧者；
2. 政府有必要提升社會服務資源的資訊清晰度及拆牆鬆縛，簡化申請服務的程序，
以方便有需要的人士可迅速得到服務；

3. 現時心理輔導服務極之不足，政府可仿傚外國，例如澳洲由政府提供財務支援於
有需要人士自行購買服務；

4. 增加外展服務隊人手，維持殘疾人士年齡夾心層的家居照顧需要；
5. 安老及復康院舍服務支援不足，輪候時間過長及人手不足，同時使用者活動空間
極不理想。疫情中充分突顯這景況，實需嚴肅正視及作短中期的改善；

6. 殘疾人士疫情下的失業率加劇化，就業能力認可性更低。政府應擴大宣傳及吸引
商界聘請殘疾人士建立系統化就業編程，鼓勵僱主增加實習機會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並不是小眾

社會企業研究院總幹事廖珮而女士強調，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是不能被忽視的一群，

就政府對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顯示在2020年居於院舍及住戶
內的殘疾人士，佔全港整體人口的7.1%；而長期病患者則佔全港人口24.1%, 因此以上提
案能給予的社會影響力實在是非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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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1

(左起) 香港復康力量 營運總監郭素珊女士、香港復康力量培訓及就業主任蕭景新先生、
香港復康力量總職業治療顧問徐志文博士、社會企業研究院總幹事廖珮而女士、香港復

康力量總幹事趙立基先生、香港復康力量總臨牀顧問馬天容女士 、香港復康力量高級培
訓及就業主任林卓迪先生

相片2

左: 受訪者珍姐(化名)，全天候獨力照顧其殘疾的女兒，第五波疫情下，對她來說更是雪
上加霜。



相片3

左: 受訪者Lily (化名) 是一位長期病患者，在疫情下，有感服務支援不足並難以得到服
務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