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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照顧三化時代來臨！ 

2012家庭照顧者十大新聞票選結果記者會 

新聞稿 

週三（14日）新聞再度紕漏孝子弒母的遺憾悲劇，家總沉痛的表示：「社會應注意家庭照顧者的三

化現象」，別讓悲劇成為常態，並對政府提出慎重呼籲：應增加服務預算及宣導，讓家庭照顧者周

休喘息一日！主動造冊關懷！ 

長照壓力大 悲苦痛 

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簡稱家總）研究推估：全國家庭照顧者已達 90 萬，相較去

年的 72 萬，已大幅提升，且成長速度超過我們所想像！由於傳統觀念使得大多數的人認為照顧是

家庭的義務與責任，而選擇默默在家照顧家人，但今少子化、高齡化趨勢下，家庭已無力獨自承擔

照顧責任，在缺乏公共化服務進入協助的情況下，使得家庭照顧者無法獲得片刻的放鬆與休息，甚

至無法獲得正面的肯定與支持，造成壓力過大而導致憾事發生。據家總研究顯示，有八成的照顧者

曾有自殺的念頭！ 

家庭照顧者在家默默付出自己的心力、勞力、時間與費用，據家總研究：家庭照顧者每天平均

照顧 14小時，為了照顧生病或失能的家人，放棄工作或正常的生活，須隨時注意被照顧者的需要，

吃藥、翻身、拍背……，還需籌措龐大的醫藥、照顧耗材等費用，忍受生病的家人情緒起伏無常，

這樣的生活平均持續 10年，一位每月平均花費約 2-3萬，（含醫療與生活花費），相當於一個人一

個月的薪水。 

長期的照顧工作讓家庭照顧者陷入身心負荷、經濟不安全、家庭及社會關係疏離或衝突等困

境，因為從事家務無酬的照顧工作，影響社會安全給付的權利，致使老年生活缺乏保障。英國研究

顯示，百分之七十四的家庭照顧者覺得他們已經被照顧工作壓的喘不過氣來，感受到的壓力與抑鬱

情緒已快達到臨界點；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如果不及早介入支持與關懷，恐怕家庭照顧者自殺或殺

害被照顧者的事件，將會不斷出現，分析這些自殺的個案，比例最高是受照顧者健康狀況不佳佔

56％，其次是「心理精神健康」（憂鬱症或心神耗弱）而自殺者，比例高達 47％，顯示家庭照顧者

常有被綁住的感覺，缺乏社會參與，甚至有被隔離的感受，希望透過喘息服務，讓照顧者得到支持。 

照顧三化趨勢 

近年來，照顧者自殺弒親新聞時有所聞，據統計，每月平均發生 1-2 起照顧者悲劇新聞，實

為驚人，撐不下去是所有照顧者的共同心聲，照顧議題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視。 

本次十大照顧者新聞邀請北中南三區多年來投入家庭照顧者權益運動的專家做最後的把關，

針對四大報中照顧者負面新聞進行票選。專家包括：（北區）中國文化大學社福系陳正芬副教授、（中

區）台中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郭慈安系主任、（南區）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邱啟潤副教授，三

位專家同時具備照顧者身分，分析發現近年照顧新聞事件有新趨勢：照顧者「高齡化」、「男性化」、

「激烈化」，在在挑戰目前的福利政策規劃，若不顛覆傳統觀念，現有的福利服務將變得更無法滿

足民眾的需求，照顧者也將用更激烈化的手段來面對照顧工作中的苦境！ 

第一、高齡化：目前台灣 10個人中就有 1個人是老人，在邁入高齡化社會過程中，出現了一

種特殊的現象‐老人照顧老人。過去，養兒防老，老了還可以依賴子女，但現在照顧已不再只是兒

女的事！受到全球化及工商社會發展，地球村已是現在的生活形態，兒女常不在身邊，越來越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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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彼此照顧，而年長者擔負照顧工作，容易出現幾個問題：體力不足、學習力較差、挫折感較

大、資源獲取較不易等等，使得老人更容易出現負向情緒，在無適當的服務介入時，就容易造成憾

事，就如：王老先生釘妻案、癌夫癡妻攜手燒炭亡。 

第二、男性化：男性照顧者逐漸顯露其需求。過去我們都認為家庭照顧是女性的責任，因此

照顧女性化議題也不斷浮現，雖然男性比例少，但同樣承擔著相同的責任與付出，但男性照顧者卻

漸漸因照顧壓力太大撐不下去，而成為悲劇新聞中的主角，凸顯男性照顧者所處困境，搭配照顧者

專線服務統計發現，求助者多為女性約占 85％，且較勇於說出問題或宣洩出積壓過多的情緒，而

僅有 15％男性照顧者曾來電求助過，深入分析發現，男性照顧者對照顧問題之闡述較輕描淡寫，

情緒也較壓抑，顯示男性照顧者較不願或不敢求助，而求助過後的照顧者，也多半會再來電尋求情

緒抒發。 

第三、激烈化：從新聞事件中不難看出，當照顧壓力超出負荷時，照顧者會選擇極端的方式

來應對困境，往往都是雙雙身亡的局面，令人不慎唏噓！ 

家總呼籲 

善用全國家庭照顧者諮詢暨關懷專線 0800-580097（我幫您，您休息）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自 97 年開始，開辦家庭照顧者免付費諮詢服務，四年多來，服務超過四

千通。根據照顧者來電求助項目及談話內容進行分析，發現有 76％的照顧者認為自己有認識社會

資源的需求，當有問題時，有 88％的照顧者會選擇電話諮詢的方式來獲取資訊。其中，家庭照顧

者來電的首要需求以「尋求社會資源協助」為主，包括居家照顧服務、喘息服務、機構照顧、本外

籍看護工等等，但往往在尋求協助的過程中，卻遇到許多困境，不知道資源在哪裡、資源有哪些、

誰能告訴我等等，照顧者只能在過程中不斷嘗試，增加照顧壓力與挫折。而透過專線尋求協助者，

女性約佔 85％，卻僅有 15％之男性照顧者求助過；再深入分析，照顧者認為透過專線確實能夠獲

得專業協助，包括獲得適切的社會資源、心理支持等，解決問題，降低照顧負荷，因此鼓勵有照顧

資源或照顧問題需要求助者，可以撥打全國家庭照顧者諮詢暨關懷專線 0800-580-097，將有專人

為您服務，傾聽心聲。 

另為便利民眾申請長期照顧服務，衛生署也提供一支 4128080長照服務代表號，民眾只要在所

在縣市撥打該專線，電話就會自動轉接至各縣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增加服務預算及宣導，讓家庭照顧者周休喘息一日！ 

長照服務推動已十年，使用率僅有兩成，顯示宣傳不足，並非人人皆知此項服務，從新聞事件來看，

多數照顧家庭是沒有使用長照服務，或是覺得服務不符合需要。 

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家庭照顧者的服務多採被動式，長期服務建置緩慢，照顧的責任與壓力全由家

人扛下，替手在哪裡？什麼時候可以休息？照顧者的幸福感不斷被剝奪，遺憾就在眼前！ 

家總呼籲政府應增加服務預算，加強福利服務宣導；同時，也應看見家庭照顧者的需要，讓家庭照

顧者周休喘息一日，並能夠主動造冊關懷，避免負荷過大，同時也可以增加照顧者的社會參與，使

援手隨時可以伸出，降低悲劇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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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庭照顧者十大新聞 

1.十指扣、雙人綁、不想拖累兒子，癌夫病痛，妻燒炭攜手亡(101.03.10) 

2.「若有安樂死，何致如死?」釘妻案老翁，羈押中病逝(100.12.26) 

3.兄肝癌惡化，槍殺殘疾弟後再自盡(101.09.03) 

4.守護 40年，弟病逝，兄上吊跟他去(101.05.16) 

5.將斷炊、走投無路，殘兒酒後企圖殺病父，重判 12年(100.11.10) 

6.八竊金屑為癌媽，厝邊說太傻(101.04.10) 

7.派遣工照顧癌妻、腦麻兒，殺妻兒三人再自戕，牆上血書「我會報仇」 (101.04.13) 

8.單親窮爸殺 9歲病女，再跳橋自殺亡(100.12.23) 

9.癌男為女兒咬牙撐，不支吐血亡，妻陪酒葬夫(101.03.11) 

10.女子照顧母卻被嫌，尋短(101.09.17) 

 

 

附件二、家庭照顧者十大需求 

NO.1沒有照顧替手 

NO.2辛苦不被肯定 

NO.3溝通不良 

NO.4經濟壓力 

NO.5如何選擇照顧機構 

NO.6對資源的陌生 

NO.7照顧負荷 

NO.8不知道自己的照顧是否正確 

NO.9不知如何處理被照顧者的情緒或疾病問題 

NO.10情緒困擾調適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