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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的政策規劃及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

　　失智症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疾病，由於大腦退化使患者逐漸出現記憶
力喪失、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語言障礙及自理能力缺損等狀況。
除了患者本身，在漫長的照顧歷程中，家庭及照顧者由於面臨不同程度
的挑戰與壓力，往往已身心疲累，亟待社會關注與支援【註1】。

　　受人口老化及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影響，本澳失智症患者呈持續上
升的趨勢。根據社會工作局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本澳失智症患者約
有5,800人，預計2026年失智症患者增至約7,700人、2036年增至
約10,000人【註2】。可以預視，公共醫療以至社會相關服務將面臨巨大
的挑戰和壓力。

　　值得指出的是，照顧失智症患者往往需經歷數年到十多年時間不等，
照顧者除面對社會目光及經濟壓力，還需承受因長年累月照顧患者而衍
生的身體及心理負擔，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有研究失智症的報告顯
示，48％的患者擔心自己成為家人的負擔，61％的照顧者表示因照顧失
智的家人而影響了他們的健康，27％的照顧者感到自己已脫離社會
【註3】。可見，照顧者的身心壓力絕對不容忽視。

　　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持續擴大“失智症友善”社區的覆蓋範圍，與
社會大眾一同構建更緊密的網絡，為患者及照顧者營造一個安全、舒適、
有歸屬感的生活環境。此外，隨着未來失智症患者將持續上升，可預視
照顧者人數亦將隨之增加，包括津貼在內的支援是否到位、有何具體應
對政策及措施等，均值得當局深思與及早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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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失智症友善”社區對失智症患者及其家屬均極其重要，而社服
團體作為社區構成部分，較常接觸到社區內的長者，惟並非所有社服前
線人員均對失智症有所認識。當局有否計劃對更多的社服機構或團體，
提供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培訓與宣傳，以更好地達到“早期預防”和“早期發
現”的政策效果？

　　二、當局曾表示持續推動為失智症患者提供的戶外定位及支援服務，
同時研究引入其他的服務模式，加強對有關長者及護老者的支援【註4】。
對於研究引入失智症的其他服務模式，有關工作進度如何，有否具體內
容可向社會公佈？未來，特區政府會否加強對失智症照顧者的經濟支援，
例如透過津貼形式紓緩照顧者的經濟壓力，以落實“家庭照顧、原居安
老”的長者政策方針？

　　三、“2016至2025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長期階段措施提及，會
開展“2026至2035年失智症服務十年規劃政策藍圖研究”【註5】。現時
失智症患者人數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特區政府預計將於何時正式開展相
關研究？是否已開展或籌備前期工作？長遠而言，有何規劃佈署，以應
對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日漸增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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