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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社區照護之現狀 

陳宜品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研究所研究助理  

本文依據Dr. Anna Howe在 2004年
一月份於高雄醫學大學的演講內容為基

礎，針對澳洲社區照護的發展與對家庭

照顧者的服務現況做擴充報導。 
老化的澳洲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澳洲總人口成

長了五倍，但老年人口(大於65歲)卻暴

增了近15倍之多。在西元1901年時，澳

洲的老年人口只有151,00人，約僅佔總

人口數的4％，到2002年時，老年人口暴

增至總人口數的12.7％，相當於有230萬
的老人人口，老化的趨勢將延續，澳洲

當局更預測在2051年時，老年人口會成

長3倍到680萬，約佔總人口數的21.3％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02）。老化的澳洲其來有因，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的新生嬰兒潮及大量外來移民

人口的高生育數，讓在1961年代時，澳

洲每個女性平均擁有3.6個小孩，這時期

的 人 口 現 今 已 老 化 了 （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 
2003）。而後口服避孕藥的上市、女性開

始投入就業市場、以及人們對於理想家

庭觀念的改變，在在引導著新生兒出生

率下降。新生兒出生率的下降加上戰後

新生人口的老化，再者，醫療技術的進

步及高品質的生活水準，延長了人口的

平均壽命，使得男性平均餘命已達77
歲，女性82歲（ABS, 2003），促使澳洲

需要嚴肅地面對老化人口。 

社區照護的發展 
    將近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在日常生活

上需要某些程度的協助，為此，澳洲政

府提供完整妥善的社區照護(community 
care)給有需要的人，其在確保人們能繼

續住在他們熟悉的家及社區。社區照護

主要經濟來源來自聯邦及州政府，項目

包括家務清潔、居家協助、復健治療、

職能治療、交通接駁、協助購物、家居

服務及喘息照顧等，社區照護的對象有

老年人口、傷殘人士、精神疾病患者、

慢性病患者、老人癡呆患者等，其也將

家庭照顧者納入社區照護的對象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n.d.）。1998 年，澳洲經建會統計，約有

853,300 超過 65 歲的老年人口在家使用

過這些照護服務，而這些人數約佔老年

人口的 41％。 
澳洲的社區照護模式起始於 1800

年 代 後 期 的 家 庭 護 理 服 務 (family 
nursing care)，而居家服務則是後來才漸

進發展而成（ Aged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ustralia; ACSA, n.d.）。舉例來

說，澳洲最具規模的居家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of NSW)在 1940 年代才建

構完成並開始服務民眾。1960 年代後

期，澳洲政府開始立法鼓勵以老年人為

服務對象的社區服務，其中包含家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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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居家協助、復健治療、職能治療等，

這些服務集中由州政府提供補助。澳洲

聯邦政府在 1970 時，更立法提供經濟補

助給提供老人餐食服務的社福機構或地

區政府。另一重大的老年照顧法案改革

是 1980 年由聯邦政府提出的 Home and 
Community Care Program (HACC)，目的

在擴大社區照顧及減少機構型照護（如

養老院）的開支。HACC 由澳洲聯邦、

州與省政府共同計畫並分擔責任，由聯

邦政府提供大部分的經濟補助（60%）。

HACC 擴大了社區照顧的服務項目，新

的服務項目如交通接駁、協助購物、家

居服務及喘息照顧等。HACC 的經費從

也由 1984/85 年的 1 億 5 千 4 百萬澳幣

（1 澳幣：24 新台幣）增加到 2000/01
年的 9 億 4 千 5 百萬元。1992 年,聯邦政

府開始籌劃一系列新的社區照顧方案，

其中的社區老人照顧方案(Community 
Aged Care Package; CACP)，目地在統合

現有的老人社區照顧項目，在社區裡提

供老人所需的照護。它發展源自於住宅

式照顧(residential care)，在社區提供密

集的居家照顧使得原本需要機構式照護

的老人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中（ACSA, 
n.d.）。據統計，全澳洲已有 24,400 人

接受社區老人照顧方案，而其中又以女

性居多(72%)。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私人營利組

織慢慢掘起，與地方政府機關合作共同

提供社區照護服務，由政府經濟補助消

費者自由從私人營利組織購買符合自己

需求的輔助服務。1998 年澳洲經建會的

(ABS)的殘障、老人與照顧者調查研究顯

示，約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接受私人營利

組織所提供的服務、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同時使用私人營利組織與政府所提供的

服務，然而只有百分之十三只利用非營

利組織提供的服務。 

家庭照顧者 
    據統計，澳洲目前有兩百五十萬照

顧者在家照顧他們年老、生病、或行動

不便的家人（ABS, 1998），接近五個家

庭中就有一個照顧者。但由於許多家庭

照顧者是不容易被發掘的，所以這數字

被澳洲照顧者機構(Carers Australia)認
為是過於低估的數字。家庭照顧者當中

有人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協助，例如病患

的餵食或洗澡，有些提供病患的金錢或

交通協助。在這兩百五十萬人裡，有將

近 20%(490,700)的人被歸類於主要的家

庭照顧者，也就是提供病患大部份協助

的人，沒有了這些家庭照顧者這些病患

可能會被送至機構照護（AIHW, 2001）。
在家庭照顧者中，女性約佔 71％，家庭

照顧者通常是受照顧者的家庭成員，

79%的家庭照顧者與受照顧者同住在一

起，其中 54%為伴侶照顧者，25%家庭

照顧者照顧其小孩，21%照顧雙親。大

部分的家庭照顧者(78%)年齡介於 18 到

64 歲當中，屬於勞動年齡，21%(97,000)
家庭照顧者是多於 65 歲，而家庭照顧者

當中有 756,500 位本身患有殘疾。62%
的家庭照顧者提供照顧超過五年，其中

10%的家庭照顧者更照顧他們的家人長

達 20 年之久（ASCA, n.d.）。多數的家

庭照顧者(57%)表示他們提供照顧的主

要原因除了肩負家庭責任外，無法得到

所需的服務、有費用方面的考量、或自

覺自身沒有選擇也是其中的原因（ABS, 
1999）。 
    家庭照顧者每年爲政府省下將近16
億元，家庭照顧者為國家主要提供社區

服務的一群，他們提供 74%的服務給社

區中需要服務或支持的人。雖然大多數

的家庭照顧者為勞動年齡，但多是無薪

工作(58%)（ASCA, n.d.）。大多數的家

庭照顧者屬於較貧苦弱勢的一群，在那

些全職的家庭照顧者當中，有一半的家

庭照顧者週薪低於200澳幣(一般家庭開

銷)。照顧者津貼(carer payment)是澳洲

政府在 1976 年立法提供給家庭照顧者

因要在家照顧生病或年老的家人而無法

外出工作的經濟補助，由各地區勞工局

每兩個星期固定支付給家庭照顧者，金

額約 410 澳幣。照顧者零用金 (c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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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ance)是另一項政府提供給家庭照

顧者的經濟補助，金額約 85 元，主要用

來支付家庭照顧者的交通或其它雜支

（Centrelink, 2004）。69%的家庭照顧者

有支領政府的輔助金或照顧補貼，而這

當中有 56%的家庭照顧者主要家庭收入

就是政府輔助金（ASCA, n.d.）。曾獲得

照顧者津貼的家庭照顧者，在結束家庭

照顧者角色，希望回到工作職場時，政

府更提供工作協尋、職前教育和訓練、

小 孩 托 育 等 福 利 措 施 （ Centrelink, 
2004）。 

結論 

老化人口及社區照護已然成為本世

紀中各國所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在一

個比台灣人口少四百萬，人口組成又相

當多元化的澳洲，我們看到了他們對於

社區照顧服務及家庭照顧者社會福利之

重視，以實際立法的動作積極整合公有

及私有資源來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及保障

照顧者的社會福利，在這方面，澳洲已

然晉升為世界中的先驅，也是值得我們

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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