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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智障人士現況 

 根據澳門統計局2016年第四季統計資料所得，澳門人口高達

644,900人 

 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局資料顯示，截至 2016.12.31，已登記獲取

殘疾評估登記證的市民有16,387人，當中屬於多重殘疾及智力殘疾已

超過1800多人 



資料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以下簡稱：家協會）資料

統計，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會會員數目共1235

個家庭，智障人士總數為1285；而面臨雙重老化的

家庭接近300個家庭（指智障人士滿30或以上，照

顧者滿60或以上）。 

 



1.照顧者年長、智障人士衰退快 

 對子女未來生活的安置感到困乏，不捨分開 

 

                      智障人士退化快院舍服務 

        照顧者年長，有心無力獨居／院舍服務 

 

 雙方醫療照顧需求增加，康復治療服務需求增加 

 

雙老家庭面對之困難 

分離之苦： 



雙老家庭面對之困難 

 

2. 社會資源不足： 

 足不出戶：身體機能退化－獨居及行動不便，唐樓 

 人手資源不充裕，未滿足所有 

 

 

 

上門接送接觸外界 

義工培訓活動社區推廣及擴展可協助范圍 



 

康樂綜合服務中心－智耆部落 

 
 

 有見及此，康樂綜合服務中心於2013年推行了「智耆部落」的雙老家庭關注

項目。其內容包括有： 

 

 

核心家長義工 

智友相聚迎夏日暨第三季長者生日會 

1. 各項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2. 節慶及生日會活動 

3. 社區資源參訪 

4. 小組工作:如生死教育及義工培訓小組 

5.愛心關懷活動  

6. 組織核心家長義工，發揮同路人及互助自助精神。 



 

澳門智耆之友 

 
1. 前身：家協會－康樂綜合服務中心，家長資源小組－智耆部落 

2. 2016年7月8日登記為合法社團 

3. 繼續積極推行過往之工作,另外也加插了更多工作項目， 

     以更好的為有需要之雙老家庭，提供適切的服務。當中包括有： 

 
 各項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節慶及生日會活動 

 愛心關懷活動  

 義工服務推展擴展 



到康寧中心為會員慶生，
送上祝福 新春送暖 

新春送暖-大清潔 新春送暖-大清潔 

到會員居所進行生日會 

到會員居所進行生日會 

到會員居所進行生日會 



個案分享（一） 

 簡介：照顧者獨居，無法自行外出、智障子女已入住院舍 

 心願：希望能與兒子共渡 

定期跟進： 

電話慰問、家訪、協助跟進平安鐘之申請等。 



 社區支援不足 

照顧者及智障學員同住（原居生活）  

 

身體機能退化     

 

挑戰 

大部分雙老家庭的家長都抱著“自己能活一天就會自己照顧子女”的信念。

單靠現時開展的工作仍未可以完全滿足實際需求的，我們仍面對很多的挑

戰…例如是: 

 

 

 

家居安全改建 

醫護服務／康復治療 

支援網絡需求增加 

治療師
不足 

需求增加 



挑戰 

根據康樂中心於2016年對52個會員家庭進行了“雙老親子院舍服
務意向問卷調查” 

 

超過半成家庭是與智障子女同住的 

有65%均表示如有雙老院舍，希望能陪同子女進入院舍，一同渡

過晚年生活。 

讓智障者與年老父母同住得到支援，減輕對生理、心理影響。 



應對方案及建議 

除了一般工作開展外，我們更關注，以下包括： 

1. 支援網絡之擴展： 

 家長義工，發揮同路人及互助自助精神。 

 社區人士義工培訓課程，期望擴展及推廣傷健共融服務，特意
引起社會關注。 

 

 

2. 倡議工作：雙老家庭専門服務， 

如到宅服務、治療師上門服務、家居改建等。 

3.親子院舍之考慮 



總結  

現時，澳門接近九成智障人士與家人同住，其照顧者以年長的

家長居多，他們大多已屆高齡，體能與心力日漸走下坡，智障

子女亦多已步入中年及衰退，隨着彼此的年齡增長，年長的家

人亦終有一日失去照顧子女的能力。因此，繼續推展智障人士

家庭雙重老化項目，推展更適切的服務給他們，是一個很值得

關注及反思的部分。 



參考來源 

 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7bb8808e-8fd3-4d6b-

904a-34fe4b302883 

 2. 澳門特別行政局社會工作局: 

http://www.ias.gov.mo/tw/swb-services/rehabilitation-service/cartao-

de-registo-de-avaliacao-da-deficiencia 

 



感謝各位耐心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