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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家庭照顧者政策的挑戰



照顧政策是個複雜的問題！
而家庭照顧者政策更是一個超級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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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議題是一個多元議題交織的議題

• 性別：女性在文化中的性別分工

• 階級：如果有錢的女性，就可以聘請其他家庭
照顧勞動者

• 種族：外勞，帶著性別、勞動條件不佳的剝削
問題

• 家庭價值：究竟家人照顧家人是彼此的拖磨？
還是家庭價值的關鍵呈現？

• 所有家庭照顧服務都是由非家人來提供，是每
個文化或國家應該聚流的方向？還是特定文化
和社會脈絡下的結果？



• 如果女性都外出就業、不用照顧家人，是不
是就是對女性的解放？女性勞動必須在家庭
之外，才能彰顯價值？

• 自由女性主義 VS 後現代、解構的女性主義

• 照顧完全公共化之後，女性是否就能完美進
入勞動市場？（批判女性主義）

• 國家的照顧政策究竟應該順應還是應該改變

• 當代的文化及價值？照顧的公共化應該要到
哪個程度？（完全取代家庭照顧？）



有沒有完美的建構家庭照顧者支持體系的方式？

• ●制訂家庭照顧者的勞動權益：

• 非正式部門照顧服務的消失？

• 無償為基礎的非正式照顧就會變成付費式的
照顧。

• 如何進行勞動條件的確認？



• ●提供照顧者津貼：

• 對家庭照顧者的補償措施（金額自然不可
能與醫搬勞動薪資相同）

• 是對女性照顧者的壓抑或補償？

• 臺灣的考量、德國的考量、奧地利的考量



• ●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

獨立評估家庭照顧者的機制、

將家庭照顧者需求納入長照核定標準、

開發更多家庭照顧支持者措施



• ●積極規劃以社會互助為基礎的長照保險

• 能反轉家庭照顧者的附屬地位成為公民權

• VS

• 稅收制就不能彰顯家庭照顧者的公民權嗎？



回到桃園的現場

• 研究顯示：

• 一、族群自我定義清楚且反應於生活狀況與需求差異

• 二、福利身份人口比例偏低

• 三、年齡仍是重要影響因素

• 四、家庭仍是縣內老人老化場域的首選

• 加上自有助宅比例高達六成，老人不但主觀意願上傾向與家人
同住，在客觀條件上更是不容易離開家裡。

• 在前次2005調查結果中有四成五表示可以接受日托照顧，本次
2009調查結果則有超過五成二以上受訪表示需要日間照顧服務、
有超過七成二受訪者覺得日照服務重要；在機構照顧這個領域，
似乎老年受訪者認為「只要不在機構過夜」或是「只要不是全
時間在機構居住」，對機構照顧其實並未完全排斥，老人照顧
主責單位可考慮將服務重點朝向日間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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