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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眾觀點看長照 2.0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 2017.09.05

陳景寧

學歷

• 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

論文研究：女性、國家與照顧工作

經歷

• 國會助理

• 行銷傳播集團總經理

• 企業公共事務顧問

• 非營利組織顧問

• 大學兼任講師

專長

• 公共政策／社會行銷／議題活動／媒體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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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

• 家庭照顧者運動

• 認識長照2.0
10:00-11:10

• 休息11:10-11:20

• 分組討論及報告11:20-12:00

高雄市：中風母兄餓死 次子下落不明
(2017.07.04)

 死者為龔雷亂（女、78歲）、龔清雲（男、
55歲）母子，兩人均中風，失蹤的是龔家
么子龔清淇（50歲），警方懷疑他疑因無
力照顧母兄，欲燒炭同歸於盡，疑因自殺不
成，逃離現場，目前下落不明。

 龔家是低收入戶，龔母育有2子1女，2子都
未結婚，女兒遠嫁北部，長子龔清雲中風逾
10年，都是由龔母照顧，直到龔母今年初
也中風，才由么子接手。

 失蹤的龔清淇原在台南當玻璃工，因母親中
風才返回高雄老家，後因要分身照護兄長及
母親，只能打零工。鄰居透露，龔家母子原
住在一家安養院，每月花費要4、5萬元，
龔母未中風前，長子安養費用由她在籌措，
但她中風後，次子沒錢繳，將兩人接回住處。

 在客廳桌上發現的遺書，疑似龔清淇書寫，
內容為對不起母親及兄長，精神及經濟壓力
很大，才會走這條路，並希望法官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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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新聞事件中的次子

如何改寫命運？

全台約76萬失能、失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其中近50萬人是65歲以上老人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無法放下的照顧重擔

過去五年，發生逾五十起「照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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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一段照顧，會持續多久？

關於家庭照顧者

 平均照顧9.9年
 每天平均照顧時間13.6小時

 女性占7成(配偶、女兒、媳婦)；男性佔3成

 51～60 歲間最多(32.9%)，其次為41～50 歲間(25.5%)，再其

次為61 歲以上(24.4%)。

 2成「老老伴」

 家庭照顧者有20%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87%罹患慢

性精神衰弱；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家庭照顧者高出60%

*2007年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所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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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大機率踩到「長照地雷」?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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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成立於1996年

 國內第一個倡導家庭照顧者權益並
提供服務的公益團體。

 結合專業人士及團體，爭取家庭照
顧者權益為宗旨。

 與全球家庭照顧者運動接軌。

 輔導各地分會，培力在地服務。

台北

新北

台中

南投

台東高雄

花蓮

 1997年起，辦理家庭照顧者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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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主張政府提供「喘息照顧服務」；1998年，招募義工提

供「臨時性喘息服務」。

 2001年，政府將「喘息服務」納入長照十年服務項目

 2011年，『百年好闔、我要睡覺』行動爭取「周休一日」

 1999年起，舉辦《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包括畢業照顧者、男性照顧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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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起開辦國內首支《家庭照顧者關懷諮詢專線》

 2008年開辦關懷專線0800-580-097(我幫您，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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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2015)

資訊提

供轉介

照顧技

巧訓練

喘息

服務

情緒

支持

一、健全政策環境，提供民眾充分選擇權，
減少被迫成為照顧者！

(從「使用者經驗」倡議，檢視、改進長照政策及服務)

數量、品質、成本的合理兼顧

居家式服務

社區式服務

機構住宿式服務

外籍看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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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成為家庭照顧者，給予足夠支持！
(根據民眾照顧需求持續「創新研發」，建立政策模型)

到宅照顧技巧指導

情緒支持

喘息服務(周休一日)

在職者彈性喘息

顧老假

照顧工作有酬化

友善職場

看見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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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庭照顧者

 平均照顧9.9年
 每天平均照顧時間13.6小時

 女性占7成(配偶、女兒、媳婦)；男性佔3成

 51～60 歲間最多(32.9%)，其次為41～50 歲間(25.5%)，再其

次為61 歲以上(24.4%)。

 2成「老老伴」

 家庭照顧者有20%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87%罹患慢

性精神衰弱；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家庭照顧者高出60%

*2007年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所做調查

照顧者負荷

•無法休息、睡眠中斷、病痛、照顧傷害等身體

•焦慮、擔憂、挫折、生氣、委屈、罪惡感、
孤單、哀傷、無力感、憂鬱等複雜情緒心理

•受到影響而請假、減少工時或影響升遷，
蠟燭兩頭燒，被迫辭去工作。工作

•沒有時間從事休閒活動，忘了休息的感覺，
斷了親友的往來，愈來愈孤立。社交

•缺乏收入，生活逐漸困頓，影響年老退休
金，可能成為另一個貧窮人口。經濟

•家庭關係不睦，無法溝通；在照顧方式上
意見相左、分工不均等。家庭關係

家庭照顧者的壓力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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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疲累
• 無法休息

• 睡眠常中斷

• 因照顧造成傷害

• 自身也有病痛

挫折 擔憂 焦慮 孤單 委屈

心理壓力大

無力
感

憤怒
罪惡
感

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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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中斷
• 沒時間休閒

• 斷了親友聯繫

• 忘了休息的感覺

• 愈來愈孤立

影響就業
• 請假、減少工時

• 影響升遷

• 蠟燭兩頭燒

• 放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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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難
• 沒有收入

• 影響退休金

• 成為貧窮人口

家庭關係拉警報
• 照顧意見不同

• 分工不均

• 累積不滿

• 引爆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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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約76萬失能、失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其中近50萬人是65歲以上老人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無法放下的照顧重擔

過去五年，發生逾五十起「照顧悲劇」

照顧悲劇愈來愈多

30

1. 台南市∕ 侍奉病榻3老身心耗竭 媳疑悶死公公 跳樓自盡

(105.01.27)

2. 屏東市∕ 意圖尋短 屏東新圍警成功阻止悲劇 (105.02.21)

3. 台南市∕ 癌男尋短被救 隔年同日燒炭帶走母 (105.06.02)

4. 嘉義市∕中風父當街失禁 失控兒怒摑6掌(105.06.08)

5. 新北市∕ 疑不堪照護壓力 夫妻燒炭雙亡留託孤遺書 (105.07.05) 

6. 桃園市∕ 憂失智嬤無法親照顧 孫女斬殺後跳樓雙亡 (105.07.09)

7. 台中市∕ 辭職照顧九旬父卻被嫌 孝女挫折想跳樓 (105.07.14) 

8. 台北市∕ 瑞士男照顧台灣失智妻 他累了！准離 (105.07.25)

9. 嘉義縣∕ 照顧重病父親加工作壓力 所長舉槍自殺 (105.07.26)

10.桃園市∕ 夫久病厭世 妻狂砍14刀了結 (105.08.8)

11.台南市∕ 民宅雙屍！ 8旬翁疑榔頭殺妻尋短 (105.08.20)

12.新北市/母病死垃圾堆、姊跳橋2兄弟渾然不知(105.10.05)

13.台北市/疑照護老母壓力大 銀行員輕生(105.11.22)

14.癌婦不捨肢障兒無人照顧 殺子自戕(10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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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悲劇歸因

照顧是「我家的事」

照顧者的「過度責任」與「過度期待」

不了解或不信任政府長照資源

家庭關係不睦或缺乏溝通

家總籲推動「全民長照教育」、「家庭照顧協議」、「家庭
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制度與思維徹底翻轉。

高野昭宏45歲時，為照顧生病父親辭去薪資優渥的百貨公
司活動經理一職，當時他從沒想過自己的社會階級會從此
一路往下滑，最後身無分文地住在公園裡。「老闆告訴我，
一旦你脫下領帶，再繫回去就沒那麼簡單了。」高野說：
「我不斷跌入深淵，沒有停止的跡象，但我自己沒有意會
到。我以為總有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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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每年有10萬中壯年「介護離職」
中高階主管淪為遊民，社會震撼

日本安倍內閣提出「零介護離職」對策

五分之一機率踩到「常照地雷」，切記「照顧不離職」!

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
因照顧「減少工時、請假或彈性調整」約17.8萬人

因照顧「離職」約13.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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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ˋ庭照顧的歷程╱工作重點

預備照顧者

• 照顧安排

• 家庭協議

在職照顧者

• 兼顧工作

• 避免離職

新手照顧者

• 照顧技巧

• 照顧負荷

資深照顧者

• 情緒支持

• 照顧負荷

畢業照顧者

• 重返社會

• 再就業

家庭照顧者歷程與需求

認識長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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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超高齡社會》
男性77.0歲

女性83.6歲

〜擴大服務對象〜

解決長照1.0「不夠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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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服務項目〜

解決長照1.0「不好用」的問題

〜創新模式投放測試、成本效益評估〜

預算增至330億元不夠用？亂花也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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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B-3C

1B-4C

1B-2C

1A-2B-5C

1A-2B-4C

1B-2C

1A-2B-3C

1A-1B-

2C

1A-3B-3C

1A-1B-3C

1A-2B-4C

1A-2B-4C

1A-3B-3C
1A-2B-4C

1A-4B-6C

1A-4B-6C

1A-2B-6C

1B-1C

1A-1B-4C

目前已通過118組長照ABC

1B-3C

長照ABC

1A-4B-6C

1A-1B-3C

1A-2B-4C

B:臺大北護

C:小德蘭堂

C:中正國宅銀髮族服務中心B:失智老人基金會

A:立心基金會

C:愛愛院

42

萬華老人中心

龍山老人中心

中興醫院

和平醫院

萬華健康中心

照管中心
西區服務

站

118組ABC全國試驗中

前瞻計畫4年84億元：684個長照服務據點、100

個照顧管理中心分站、137個托育及家庭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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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醫療
照顧

生活支援、預防

居家

必需照顧時…生病時…

為了能健康地生活…

長照管理中心

• 急性、亞急性、復健醫療服務

生活圈內之
診所、醫院

看病、住院

• 成立A-B-C服務據點
• 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 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
• C級-巷弄長照站

• 在家接受服務

• 評估個案失能狀況

交通車小區域定時巡迴接送

• 例如：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社區及居家復健服務、樂智據點、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長照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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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
照顧計畫核定與服務連結
定期追蹤與品質監控

照管專員(照專)到家評估

到府評估：依「失能程度」及「家庭
經濟狀況」核定補助項目及額度

失能

程度

• 輕度：ADLs一至兩項；

IADLs三項

• 中度：ADLs三至四項

• 重度：ADLs五項以上

失智

程度

經濟

狀況

• 一般戶：自負額30%

• 中低戶：自負額10%

• 低收戶：全免

日常生活功能

(ADLs)

• 進食

• 移位

• 如廁

• 洗澡

• 平地走動

• 穿脫衣褲鞋襪

工具性日常生活

功能(IADLs)

• 上街購物

• 外出活動

• 食物烹調

• 家務維持

• 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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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

個案 吳奶奶97歲(案主)，白天1人在家，女兒106/03/22求助

照專到宅評估 1.案主重度失能，久未就醫，有失智症狀。
2.核定居家服務、交通接送服務。

安排服務 1.安排3/31就醫。
2.居服單位安排中午用餐人力
3.失智老人基金會個管師共同訪視案主及家屬，以安排後
續服務

服務追蹤 1.就醫：案主3/31已就醫並完成認知功能檢查
2.居服單位人力4/12提供服務。
3.失智個管：
(1)近程目標--因案主目前營養及體能狀況不好，且居住
公寓5樓，4/13安排專業人員職能服務，提供認知、肢體
及居家活動指導。
(2)中程目標--使用日照服務照顧與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居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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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2017/9/14

26

居家醫療

居家醫療

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藥師、復健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等



2017/9/14

27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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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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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

居家服務員或機構替手照顧，讓家庭照顧者喘息

中、輕度每年最多14天；重度每年最多21天

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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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服務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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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顧服務

機構式服務依不同的服務對象可分為：

一、長期照顧機構：

1.長期照護型機構─以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
老人為照顧對象。

2.養護型機構─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
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

3.失智照顧型─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
中度以上、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

二、安養機構：
以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照顧對象

三、護理之家：
以照顧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病人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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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住院時，醫院要完成三項目標：
(1).出院前即完成評估
(2).返家後一周內獲得服務
(3).連結長照服務

銜接長照2.0 
「出院準備服務」

56%的民眾認為自己出院後有長照需求
但僅8%被轉介到各縣市長照管理中心

出院時，有沒有人問你

「回家後知不知道怎麼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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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2000年╱自設全國第一條諮詢專線

 2012年╱衛福部照護司委託建置「各縣市照顧管理中心-
高照顧負荷個案」諮詢專線02-2585-5167

 2015年╱衛福部社家署委託建置家庭照顧者通報專線

0800-50-7272(台語：有你，真好真好)，2016年培力全
國28處支持服務據點。



2017/9/14

34

高風險
個案管
理

長照資
訊與資
源轉介

喘息
服務

照顧技
巧

情緒支
持

社家署：建置家庭照顧者關
懷專線及支持服務據點計畫

• 團體訓練課程
• 居家照顧技巧指導
• 實務指導服務

• 轉介資源、經濟協
助、法律諮詢等

• 支持團體
• 紓壓活動
• 心理協談
• 志工關懷

• 14-21天喘
息服務

• 活動用喘息
服務

新北市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高雄市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中支會

台北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台東縣

嘉義市

新竹市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支會

台北市士林靈糧堂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老五老基金會

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有限責任彰化縣大愛照顧服務勞動

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

戴德森醫療嘉義基督教醫院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台東聖母醫院

桃園市

台中市

106年地方據點(29處)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濟興長青基金會

宜蘭縣社區照顧促進會宜蘭縣

花蓮縣

苗栗縣

台南市

屏東縣

新竹縣蒲公英關懷弱勢權益促進協會

苗栗縣銀髮族照顧協會

花蓮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社團法人澎湖縣社會扶助關懷協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嘉義縣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台灣省私立孝愛仁愛之家

屏東縣私立椰子園老人養護之家

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

新竹縣

青年返鄉服務協會

左岸協會

南投縣

台灣信望愛長照福利協會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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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

0800

專線

縣市支

持據點

高風險個案追蹤管理

在地服務資源發展

在地教育與倡議

打造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

「高風險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 照顧者有自殺意念

2. 照顧者有急性醫療需求

3. 照顧者本身是病人

4. 照顧者有精神疾病或疑似有精神疾病

5. 照顧精神疾病患者

6. 需照顧2人以上

7. 年紀大的照顧者

8. 有家暴情事

9. 沒有照顧替手

10. 照顧失智症者

11. 想申請政府資源(社會救助、長照服務等)但不符合資格

12. 面臨外籍看護工作空窗

13. 男性照顧者

本指標依據105年家庭照顧者個案服務資料統計分析，並經專家顧問審查後訂之。



2017/9/14

3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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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務 照顧資源 照顧問題 心理壓力 經濟問題

照顧者諮詢問題類別（複選）

N=1853(回答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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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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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問題─經濟問題（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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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18.2%)

(14.8%)

(12.2%) (11.5%)

(8.2%)

(3.5%)
(2.3%)

(1.3%) (1.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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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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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符合高風險指標之項目 (複選)

N=600(回答次數)

*352位照顧者

做好準備 理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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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健康狀況，決定照顧安排
服務項目複雜，每家照顧人力、工作狀況也有不同

2017/5/380

《一對三的家庭照顧者》
黃大姊，14年前丈夫中風倒下，
一對兒女還就讀國中小，當時父母
還能幫忙照料。但父母6年前也相
繼中風、罹癌。照顧的前6、7
年，不曉得跟誰求援，她的世界是
封閉的。但走出來、善用居家服務
資源，改變了她和家人的生命。

家庭照顧者

居家服務

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自建鄰里支持系統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u5LJ_eTTAhUDkpQKHUAxCUMQjRwIBw&url=http://699pic.com/sousuo-182886-0-1.html&psig=AFQjCNFYJNdJ4pKcfMmU2gOA6tLT32rUvg&ust=149449380839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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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381

《聘僱外籍看護工》
陳大哥提早退休，照顧中風
的太太已有19年，外籍看護
工已經換過七個。每次講到
兩個為了照顧媽媽而沒結婚
的女兒，都紅了眼眶。

家庭照顧者

外籍看護工

喘息服務

輕度 中度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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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度失能者為例：視家庭人手安排

外籍看護工 30,000/月

有個人隨時看著

照顧技巧訓練不足

語言、文化差異

逃跑的風險

居家照顧 90小時*200元

=18,000(5,400)元/月

+居家醫療、居家復健、居家

護理、居家藥師、送餐服務

團隊照顧有品質

需要家人配合

長照123
一工具、兩電話、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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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服務

• 外籍看護工(符合申請資格)住家裡

• 日間照顧中心

• 小規模多機能(可短住)

• 家庭托顧

晚上回家

• 護理之家

• 安養機構

• 失智症團體家屋
住機構

輕、中度
失能

(約占八成)

【混搭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及社區復健
居家醫療
交通接送
餐飲服務(送餐、共餐)
輔具購買、租借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社區關懷據點
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失智症照顧服務
喘息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重度失能
(約占兩成)

「照顧不離職」為目標的照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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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盤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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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盤點資產

三年、五年、十年預估

長期照

顧成本

外包照顧

服務、耗

材(每月)

設備、輔

具(一次性)

醫療(臨時

性)

職辭照顧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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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說明 粗估費用

一次性費用

醫療器材(氧氣機、蒸痰機、復健器材)

5〜20萬元輔具(輪椅、氣墊、電動床)

無障礙環境設施(扶手、特殊衛浴)

照護服務費
(每月)

居家服務(以小時計算) 0.5〜1.8萬元

社區照顧(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
1.5〜1.8萬元

機構照顧(護理之家、養護機構) 2.5〜4萬元

聘請外籍看護 約2.5萬元

聘請本國看護 3〜7萬元

家庭照顧者 離職損失(薪資/退休金)

材料費
(每月)

尿布、營養品、衛生紙、濕紙巾、手套、
醫療用品(消菌紗布、體溫套、棉花棒)等

1〜3萬元

長期照護支出參考表

民眾自負約60元/時

依失能程度最高補助約七成

可支用清單

• 政府核定補助 (Ex：居家服務，一般戶由政府補助70%)
• 身分別津貼 (Ex：軍公教退休俸、勞保退休金、農保津貼、老
人年金、身心障礙補助、中低收入戶生活津貼等)

• 政府補助 (Ex：無障礙設施或輔具補助等)

1.社會福利

• 土地、不動產

• 基金、投資

• 商業保險

2.長輩的資產

3.子女的奉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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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家庭會議

備妥事前準備三項資料

 會議主持人：共同推派一位最具公平性、
可以站在中立角度協調意見的親友，或尋
找外部專家(ex.律師、社工)

 忠實表達自己可以做到的程度或要求，不
必干涉別人的意見；傾聽、同理、不插
嘴、不攻擊。

 主持人可以邀請所有家人列出可以為被照
顧者做的三件事情；統整一下這些事情進
而分配出分工或輪流的方式。

 以三次會議完成協商為目標推動。

提早家庭溝通

平日就要試探……了解家人對長期照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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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或失智狀況 (ADLs或IADLs╱診
斷證明)

 作息紀錄：用餐、服藥、洗澡、活
動等(一天、一周或一個月)

 居住狀況
 鄰里或親友關係資源
 想要的照顧模式(主觀意願)
 照顧管理中心提供的照顧計畫(客觀
評估)

備妥「被照顧者生活現況與
需求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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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對照顧的期待

*請大家說說看，對這段照顧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品
質？

*考量個別能力，拉近可以分工或負擔的差距

103

照顧的

品質

照顧的

價格

自己可

以付出

的時間

一段照顧路要走得遠、走得好

請先放下｢公平」的堅持

傾聽家人的聲音

站在別人立場、考量每個人的狀況

試著想想看，如何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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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現有收入

損失未來退休金

家庭照顧者有20%罹患憂鬱症

65%有憂鬱傾向

87%罹患慢性精神衰弱

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家庭照顧者更高出60%

家庭照顧者的風險

對家庭照顧者的補償

 照顧就像一份全職的工作

 如果是您擔任照顧者，您認為每個月該

有多少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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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議題》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預
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書」，建
議家屬預先就以下議題
達成協議：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不施行維生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

《特殊議題》

失智症長輩或表達意願有困難的長輩，可向法院申請
「監護宣告(重度失智者)」或「輔助宣告(中、輕度失
智者)」，保全其財產或避免危害其權益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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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畢業照顧者

 實習時間：106年6月1日至12月31日(3個月)

 徵求對象：目前無業，負責家中失能、失智及身心障礙
者的主要照顧者；已卸下照顧重擔的「畢業照顧者」為
優先，具備重返職場、再就業意願者尤佳。

 徵求條件：

 依主辦單位規定，完成三個月咖啡館實習工作，每月
至少40小時的實習時數(排班時間再行協調)，工作內容
包括外場接待、籌備、吧檯技術等。

 依主辦單位要求，進行就業評估與指導、撰寫工作日
誌等。

 工作薪資：每小時120元薪資及勞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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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顧歷程」及「家庭

照顧者」的了解

2.對長照資源的認識

3.促進家庭對話及分工

家庭照顧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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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演練

高雄市：中風母兄餓死 次子下落不明
(2017.07.04)

 死者為龔雷亂（女、78歲）、龔清雲
（男、55歲）母子，兩人均中風，失蹤的
是龔家么子龔清淇（50歲），警方懷疑他
疑因無力照顧母兄，欲燒炭同歸於盡，疑因
自殺不成，逃離現場，目前下落不明。

 龔家是低收入戶，龔母育有2子1女，2子都
未結婚，女兒遠嫁北部，長子龔清雲中風逾
10年，都是由龔母照顧，直到龔母今年初
也中風，才由么子接手。

 失蹤的龔清淇原在台南當玻璃工，因母親中
風才返回高雄老家，後因要分身照護兄長及
母親，只能打零工。鄰居透露，龔家母子原
住在一家安養院，每月花費要4、5萬元，
龔母未中風前，長子安養費用由她在籌措，
但她中風後，次子沒錢繳，將兩人接回住
處。

 在客廳桌上發現的遺書，疑似龔清淇書寫，
內容為對不起母親及兄長，精神及經濟壓力
很大，才會走這條路，並希望法官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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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新聞事件中的次子

如何改寫命運？

新聞幕後

101年

• 長子(55
歲)每月
領中度
身心障
礙及低
收入戶
補助共1
萬4,614
元。因
中風入
住永虹
老人養
護中
心，每
月繳費1
萬5,000
元。

104年

• 母親(78
歲)自93
年起列
冊獨居
關懷個
案，提
供關懷
訪視及
電話問
安服
務。104
年案次
子返回
與案主
同住，
因此結
案。

106/3月

• 母親入
住信展
老人養
護中
心，每
月繳費2
萬5,000
元。

106/5/31

• 次子將
案主及
案長子
從機構
接回
家。

106/7/4

• 母親與
長子死
亡十多
天後被
發現。

 次子(52歲)未婚，平日打零工維生，收入不穩且時常流連於賭博性電玩場所。
 長女(52歲)，已婚，定居於桃園市，每月匯款予案次子，並藉由電話瞭解家中情

形，並將案主存款交予案次子保管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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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8號4樓之A

 http://www.familycare.org.tw

 02-2585-5171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