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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澳門自 2020年 1月 22日確診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個案，至 2020年 2月 4日增加至 10例，為減少疫症進一步蔓延，

特區政府陸續頒布停課停工指示，居民家庭照顧模式因此發生改變。目的：了解疫情下澳門居民的家庭照顧壓力。方法：本調查所使用的

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澳門家庭在抗疫期間家庭生活及需求調查表」。採用橫斷面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需要照顧未成年子女或年長家庭

成員的澳門居民，採用網絡調查方式，共收到 1,736 份有效問卷。結果：參與者中 89.8% 為女性，有 71.4% 的參與者需要照顧未成年子女；

30.7% 需要照顧長者；22.4% 需要同時照顧子女和長者 ; 在有子女上學的家長中，52.3% 的家長需要每天花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在家協助子女

的作業，尤以子女處於小學階段的家長所花的時間較長 ; 此階段的家長壓力也較高，並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的頻率較多。結論：抗疫期間

社會照顧功能缺失，家庭照顧壓力顯著增加，導致家庭衝突增加。建議特區政府在疫情期間，利用網絡平台發放更多有關疫情措施、情緒

減壓等資訊，以緩解和協助處理家庭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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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first COVID-19 case was confirmed in Macao on January 22, 2020. By February 4, 2020, Macao had reported 10 cases.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new infectious disease from further spreading. As a result, the local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were suspended, and schools were closed. These changes induced changes to family care.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are burden of family caregiv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Macao.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targeted population of the study was family members who needed to take care of minors and/or the family members elderly. An online survey was 

implemented. Altogether, 1,736 respondents who claimed to be family caregiv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Results: Females accounted for 89.8% 

of respondents. Around 71.4%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responsibl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30.7% of them were responsible to take care of elderly. 

About 22.4% had to take care of both children and elderly. Among the caregivers who had school-aged children, 52.3% of them had to spend one to 

two hours a day accompanying their children on school assignments, with those who had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spending more time. In addition, 

the caregivers who had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expressed more care burden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conflicts with children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Conclusion: Measures taken during the outbreak resulted in reduced care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leaving care burden to family caregivers.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on the infections of the disease, it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ways to alleviate anxiety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for the local families who confine their life inside the househol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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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澳門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出現首宗的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確診者，此後陸續開始出

現確診病患。為了降低新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特區政府逐步加強防疫措施，包括學校停課、賭場

及娛樂場所停業賭場停業 15 日，其它娛樂場所停業

超過 2 周、政府部門和醫療體系有限度服務、旅客

隔離措施等等，這些措施能有效地阻止人群聚集，

減少新冠病毒人傳人的風險，同時也對澳門的經濟

和居民家庭生活帶來不少的衝擊。由於疫情改變了

整個社會的運作方式，市民外出活動受到限制，家

人相處的時間增加，磨擦也可能隨之增加。

　　疫情期間停工停課的關係，社會配套服務缺乏，

家庭照顧者缺少社區支援服務，照顧者除負責子女

及家人的起居飲食外，亦可能要兼顧子女的課業，

安排餘閒活動予子女；同時還可能需要照顧家中長

者的健康狀況。長久下來，照顧者必然身心疲憊，

影響照顧質量和家庭關係 ( 李佳苓、劉立凡、陳淑

馨、林綉君，2014)。 

　　為更好了解疫情期間本澳家庭照顧需求，澳門

婦女聯合總會（簡稱婦聯總會）屬下的婦聯家庭服

務中心、樂融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婦聯北區家庭服

務中心、樂滿家庭服務中心於 2020 年 2 月聯合開展

問卷調查，收集需要照顧未成年子女或年長家庭成

員的照顧者需求及照顧壓力信息，以為日後出現類

似情況時支援澳門家庭照顧者提供參考依據。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設計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橫斷面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需要照

顧未成年子女或年長家庭成員的澳門居民。對於研

究對象陪伴處在不同學歷階段的兩名或以上的子女

的時間難以清楚說明，因此本調查僅收集陪伴處在

單一個學歷階段的子女時間。

2.2　研究工具

　　本調查所用的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澳門家庭

在抗疫期間家庭生活及需求調查表」，此問卷內容

根據市民在疫情期間所關注和查詢的議題而定，如

減薪或失業、在家照顧子女的壓力、子女的網上功

課數量、長者的就診限制和照顧壓力、以及與家庭

成員發生的衝突等等。由上述四間家庭服務中心共

同整理和編制，內容共有六個部分：家庭基本資料、

工作情況、協助子女功課情況、照顧年長父母情況、

家庭衝突情況和未來需求。

　　基本資料包含參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居住地區、未成年子女的數量和就學年級，共有 6

題；工作情況包括參與者和其配偶的工作行業、工

作安排和薪金改變，共有 7 題；協助子女功課情況

包括補習社安排、功課量、花費時間、學習動機和

家長壓力感受，共有 11 題；家庭衝突情況指家庭成

員間在家中所發生的衝突頻率，共有 4 題；照顧年

長父母包括同住情況、長者身體情況和照顧所遇困

難，共有 4 題。整份問卷共有 32 題，網上填寫整份

問卷需時大約 15 分鐘。由於調查表設計內容廣泛，

無法在一篇文章中詳細闡述，本文將聚焦於照顧者

的壓力和家庭衝突情況的內容。

2.3　資料收集過程

　　問卷的收集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宣傳及推動

方式是透過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Facebook 專頁、微信

官方帳號發佈，明確說明請需要照顧長者或未成年

子女的參與者填寫問卷，研究對象知情同意後參與

問卷填答，填寫完整資料者為有效問卷。調查得到

積極響應，僅用了兩天時間便收集到近兩千份問卷，

因此兩天後停止調查。

2.4　資料分析方法

　　共收到 1,837 份問卷，其中 101 份資料不完整，

視為無效問卷；有 1,736 份為有效問卷，佔整體的

94.5%。以 Microsoft Excel 統計頻數、百分比等描述

不同變量在研究參與者之間的分佈。

2.5 　倫理考量

　　本調查得到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同意及支持。遵

循自願參與原則，整份問卷是不記名的，參與編制

的人員會保密問卷的資料，並在研究結果發表後一

個月內銷毀問卷內容。

3　研究結果

3.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參與者以女性為主，較多參與者的年齡是介乎

於 30-39 歲。學歷程度以「中學或以下」以及「大

專或本科」為主。參與者多從事全職工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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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庭照顧者照顧負擔

　　在 1736 名的參與者中，有 533 名（30.7%）需

要照顧長者，約有 292 名（54.8%）是與長者同住；

此外，1736 名的參與者中 , 有 389 名（22.4%）需要

同時照顧子女和長者，而照顧小學子女和不同學歷

程度的子女的參與者居多，分別有 124 名（7.1%）

和 146 名（8.4%）。有 1241 名參與者家中有未成年

子女，佔總體參與者的 71.4%，其中有一名子女的

佔 42.1%、二名子女佔 49.1%、三名子女佔 7.5%，

四名子女或以上佔 1.3%。

3.3　家庭照顧者在家陪同子女的情況

　　1,241 名子女照顧者需要照顧處在不同學歷階段

的子女，其中子女未入托及入托、幼稚園、小學階

段、中學階段、大學階段的人數分別為123（9.9%）、

176（14.2%）、343（27.7%）、107(8.6%) 和 8 

子女則不需要家長花費太多時間協助。 

3.4　家庭照顧者的壓力和衝突發生的狀況

　　對於 1,241 位參與者在家協助子女學習時所感到

的壓力，有 11.2%（139) 表示從未有、21.7%（269）

很少壓力、45.3%（562) 表示有時感到壓力、21.8%

（271）表示經常有壓力。此外，若按 757 位家長的

子女來分類不同年級，來比較照顧者的壓力程度，當

中以小學子女的家長的壓力表現相對較高（見表 3）。

　　在 1736 位參與者在疫情期間與家人發生衝突的

情況，18.7% 表示從來不會、37.6% 表示極少（約兩

週以上一次）、28.3% 有時會（一週一次）、15.4%

表示經常（一至兩天一次）；此外，在了解 1,241 位

參與者在家協助子女學習的壓力情況時，表示有時

或經常感到有壓力的家長，顯示每週發生一次衝突、

每天或隔天發生的都較高，分別是 23.5% 和 14.7% 

（見表 4）。

4　討論

　　疫情改變了市民生活的不同層面，包括經濟、就

業、家庭等方面，而且需要適應社會運作的轉變和疫

表 1　家庭照顧者個人資料 (N=1,736)
分類 數目 百分比 (%)

性別

　男 176 10.2
　女 1,560 89.8
年齡

　16-29 歲 162 9.3
　30-39 歲 867 50.0
　40-49 歲 394 22.7
　50-59 歲 183 10.5
　60 歲或以上 130 7.5
學歷

　小學或以下 79 4.6
　中學或以下 675 38.9
　大專或本科 870 50.0
　碩士或以上 112 6.5
職業

　全職 1,194 68.8
　兼職 87 5.0
　沒有工作 455 26.2

表 2　對於不同學歷階段的子女，家長在家陪伴子女的情況 N (%)
　　　 照顧者陪伴時間

子女學歷階段
<0.5 小時 0.5-1 小時 1-2 小時 ≥ 2 小時

未入托及入托子女 79 (10.5) 21 (2.8) 13 (1.7) 10 (1.3)
幼稚園子女 19 (2.5) 68 (9.0) 58 (7.7) 31 (4.1)
小學子女 25 (3.3) 67 (8.9) 121 (16.0) 130 (17.2)
中學子女 49 (6.5) 29 (3.8) 18 (2.4) 11 (1.5)
大學子女 4 (0.5) 0 (0.0) 2 (0.3) 2 (0.3)
總數 176 (23.3) 185 (24.4) 212 (28) 184 (24.3)

表 4　家長在家協助子女學習的壓力與發生衝突的情況 N (%)
　　　　壓力情況

衝突情況
從未有 很少感到 有時感到 經常感到

從不 38 (3.1) 45 (3.6) 59 (4.8) 16 (1.3)
極少 57 (4.6) 116 (9.3) 212 (17.1) 72 (5.8)
有時 31 (2.5) 88 (7.1) 191 (15.4) 80 (6.4)
經常 13 (1.0) 20 (1.6) 100 (8.1) 103 (8.3)
總數 139 (11.2) 269 (21.6) 562 (45.4) 271 (21.8)

表 3　家長在家協助不同年級的子女學習的壓力情況 N (%)
                      壓力情況 

子女學歷階段
從未 很少 有時 經常

未入托及入托子女 64 (8.5) 24 (3.2) 31 (4.1) 4 (0.5)
幼稚園子女 13 (1.7) 50 (6.6) 80 (10.6) 33 (4.4)
小學子女 17 (2.2) 62 (8.2) 168 (22.2) 96 (12.7)
中學子女 23 (3.0) 27 (3.6) 43 (5.7) 14 (1.8)
大學子女 1 (0.1) 2 (0.3) 4 (0.5) 1 (0.1)
總數 118 (15.5) 165 (21.9) 326(43.1) 148 (19.5)

(0.7%)，另有 484（39.0%）的參與者需要照顧處於

不同學歷階段的兩個或以上的子女。子女處在不同

學歷階段，意味著子女的年齡不同，照顧負擔不同。

　　調查發現，參與者每日陪伴子女少於 0.5 小時

者為 23.3%、0.5-1 小時者為 24.4%、1-2 小時者為

28.0%，2 小時或以上者為 24.3%。當中有

484 位的家長有不同年級的子女，所以未能

作分類統計；另外的 757 位家長，按子女的

學歷階段與照顧者陪伴的時間作比較，以就

讀小學子女的家長陪伴子女的時間較長（見

表 2），其次為幼稚園的子女，而其他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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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在他們生活上帶來不同的壓力。   

　　停課不停學的措施，令家長的家庭角色也有所

轉變，增加了在家中協助子女課業的時間。胡肇勳

和程景琳（2017）指出小學階段中，學業成績特別

容易成為親子衝突的因素。本研究發現約 71.5% 的

在職家長在疫情期間，面對子女的作息編排、學

習情況、相處狀況等都需要重新調整。此外，有

22.4%（389 名）參與者需同時照顧子女和年長的家

庭成員。有研究指出照顧者會因應照顧工作的負荷

而出現身心的壓力（范卉妤、邱銘心，2016）。因此，

疫情期間家長在調整過程中面對子女適應不良、長

者缺乏支援的照顧壓力下，很容易產生負面情緒。

　　澳門最新的失業率為 2.1%，自 2012 年來首次回

升至 2% 以上（澳門統計局暨普查局，2020），疫情

除了影響市民的生活外，對於澳門經濟的打擊亦不

容忽視，就如 2004 年的 SARS 在全球爆發時，觀光

業停滯、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更影響當時的

醫療系統，資源不足令人們的醫療費用負擔增加（林

幸君、李慧琳、許聖民、林國榮、李篤華、張靜貞、

徐世勳，2015；黃雯葇，2018）。因此，照顧者除了

體力和健康狀態變差、社交生活受限制、經濟負擔

增加，對生活的不滿也隨之增加（林俐伶、林秋菊，

2019）。當個人的身心需要方面未能得以滿足，以心

理學家 Maslow 的需求理論解釋，如疫情影響經濟和

個人的生計（生理需求），繼而可能影響就業和對生

活的安全感（安全需要），這些需要未能滿足時，個

人可能出現焦慮、不安、憂鬱、易怒等情緒，生理上

可能出現專注力下降、失眠、頭痛、腸胃問題等，而

行為上可能會容易與人發生衝突、經常抱怨、出現暴

力行為等（明報健康網，2020）。

　　因此，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壓力、照顧壓力、人

身自由受限等壓力影響個人的身心精神和行為，個人

就會對於外在環境的改變或刺激，而引起身心不舒

服或緊張的反應狀態，疫情期間容易將情緒宣泄到其

他家庭成員身上，雙方的情緒會互相影響而發生衝突

（Allen, Johnson, Kiburz, & Shockley, 2013）。情况持

續惡化時可能會形成創傷後壓力症、抑鬱症等情緒

疾病，因此照顧者的角色是相當重要而且需要被關

注（鄧文章、李佩怡，2014）。 

5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澳門疫情爆發初期收集澳門市民居家

隔離後感受，資料收集非常及時迅速，但研究存在以

下不足：1）本問卷以網上形式收集，並發佈在澳門

婦聯總會的網絡平台上，所以獲得相關信息的對象多

為女性，因此填寫問卷的對象大部分是女性，儘管家

庭照顧者多為女性，但研究信息的宣傳方法仍是參與

者的性別比例差別大的原因之一；2）因調查信息僅

僅發佈於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的網絡平台上，未出現於

其他網絡平台，很大程度限制了參與群體，而使受訪

對象代表性不足；3）婦聯總會為了儘快在疫情期間

推行相關的服務，以便及時了解照顧者的壓力情況和

來源，尋求舒緩壓力方法，所以花了較短的時間編制

問卷，以致信效度的檢測上未能完善；4）研究通過

網絡收集資料，對於一部分年長市民，可能因為不熟

悉網絡問卷調查操作而未能參與。

6　結論

　　疫情期間停工停課的關係，社會配套服務缺乏，

家庭的照顧者缺少支援，照顧者除負責子女及家人

的起居飲食外，亦要兼顧子女的課業，同時還要照

顧家中長者的健康狀況，照顧者的身心亦都持續被

消耗，也易出現負面情緒，影響家庭關係。本研究

在疫情初期，通過網上調查方式，快速收集疫情對

家庭照顧關係產生的影響，以便採取恰當的應對措

施。研究雖然存在一定缺陷，但為政府及服務於澳

門家庭生活的民間機構早期識別家庭問題以及適時

干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本研究結果提示在疫情早

期為澳門的家庭提供抒緩壓力的措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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