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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長照保險　急不得台灣長照保險　急不得

2011-06-12  記者 陳雅甄 文

依依據目前行政院經建會在2010年6月底統計顯示，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佔全國總數的10.6

8%，平均每十人之中就有一名是老人。此外，在經建會的統計中也預估未來2025年時，台灣老

年人口比例將突破20%而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化速度明顯高於歐洲人口老化國家，與日本則

相當接近。

因應人口老化　各國推行相關長照措施因應人口老化　各國推行相關長照措施

而「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問題，是許多已開發國家都在面臨的共同議題，當社會上老年人口

逐年增多，但相對地社會生育率卻逐年下降時，社會結構就會出現重大改變：如勞動人口減少，

造成國家生產能力下降；以及扶養比升高，使得家庭所承受的照顧負擔越來越重。若再進一步思

考，在少子化時代出生的人，極可能在老年失能時必須面對沒有親人照顧的窘境，情況將比現在

更加嚴重。

也因此，爲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長期照顧需求，部分國家將老人或是身心障礙者等納入公共體

系來照顧，並建構獨立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執行社會照顧政策。像是德國早在1994年便實施

「長期照護保險法」；又如鄰近的日本，也在1990年首先推動黃金計劃，經歷十年時間建立長照

機構與專業人員的培訓，終於在2000年開始實施長照保險制度（在日本稱作「介護保險」）。而

近年來，隨著台灣政黨輪替，現任政府於2008年時開始規劃長照保險制度的推行政策。

台灣長照計畫　缺失爭議多台灣長照計畫　缺失爭議多

事實上，在這之前行政院就已編列817億的預算，於2007年頒布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提

供服務項目給社會上的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但由於該政策仰賴政府的稅收支應，資源往往得有

限使用，所以在使用條件上有一定的規範。長照十年計畫的目標在於結合民間資源建構出一套完

善的長照體系，並藉政府補助金額的方式（民眾自付最多30%，最少為０％），鼓勵民眾多使用

長照服務達到減輕家庭負擔的目的。

台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對象及項目簡述。（製表／陳雅甄）

而長照十年計畫的實施至今已來到第四個年頭，雖然使用人數逐年增加，但服務的資源卻逐年縮

減。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吳玉琴，以及新北市衛生局長林雪蓉就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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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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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照計劃遇到最大困難就是經費不足，由於政府每年都刪減對長照十年計畫的預算，使得長照

資源服務有限，不能提供民眾充足的照顧服務。

尤其像「居家服務」是最受民眾依賴，也是最需要專業人員投入幫忙的項目，不過工作內容辛苦

再加上薪水待遇不好，以致台灣雖有大量接受訓練的居服人員，但實際投入職場的比例仍然偏少

，流動率高，不如眾人預期。又如日照中心的「日間照顧」服務，白天時可將被照顧的民眾託付

給日照中心，讓照顧者能安心工作或者休息，到了晚上再接回家自行照顧，如此便利又折衷的照

顧資源，在台灣目前卻僅約70所左右，且各地設置比例不均，部份縣市的民眾不一定能享有這項

資源。此外，各縣市資源的使用還存在著城鄉差距問題，使得服務資源難以有效、平均地輸送到

山上或離島等偏遠地區。

另一方面，長照計畫本身也有不足的地方。根據長照十年計畫預期的效益是希望，能夠有效減少

國內失能民眾家庭對於外籍看護的依賴，但依目前勞委會至民國一百年二月的統計，被聘雇的外

籍看護人數接近19萬人，並且佔來台總外籍勞工人數的48%左右。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秘書

長簡璽如說明，由於長照十年計畫的服務有排除已聘用外籍看護的家庭，以致這些家庭不能申請

政府補助的居家服務照顧；而若是使用居家服務的民眾，就不能再申請日托服務等等限制。簡璽

如還說道，長照計畫的服務項目有時數的限制，居服人員並不能長期間照顧失能者，但外籍看護

卻可以提供幾近24小時照顧，民眾評估花費和人事後，這也就造成許多失能民眾的家庭仍普遍聘

僱外籍看護，甚至有增無減，可能造成外籍看護超時工作等被剝削情形。

目前政府希望在近期能儘快通過「長期照護服務法」，趕緊立案提供長期照護服務機制的規範方

法，以現有的「長照十年計畫」為長照建設基礎，建立服務網路後，再行通過「長照保險法」，

將長照計畫過渡到長照保險制度裡面，屆時受照顧的對象條件限制也就更寬，且一般由民眾自費

、政府補助的支付方式，就可能比照全民健保，將長期照顧風險視為整體社會風險，以助己也助

他的精神理念，由全民一同承擔。

草案失重點　民間團體籲再思考草案失重點　民間團體籲再思考

然而，行政院於今年三月底，審查經衛生署所擬定的「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該草案引起眾人

熱烈討論，且被民間團體抨擊草案為「急就章」而「有名無實」。其原因就在於行政院版本的草

案，內容多著重於機構及人員的管理與獎懲辦法；缺乏具體的服務內容與策略；忽視目前台灣存

有的社福政策漏洞，如對外籍看護的定位與工作權益、家庭因聘僱外籍看護而被排擠在公共服務

的資格之外、偏遠地區使用長照服務困難等實際問題，皆無法提出適當的解套方法；且對於何種

團體為長照服務機構，草案中也未清楚定義，模棱兩可的規範則會造成資源上的浪費。

看到草案上的諸多缺失，讓老人福利、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與勞工協會等民間團體擔心，若

行政院版本的「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真的通過，到了立法階段時恐難以介入，所以長照服務法

草案必須再改；而民間團體也提出，政府應正視近19萬外籍看護已成台灣長期照護人員的事實，

將這些看護人力策略性地整併至長照體系，妥善結合居家式服務，以重視其勞動權與休息權益。

而且，依現行的長照十年計畫看來仍有部分缺失，經費缺乏穩定是整個長照計畫的最大隱憂。因

此，民間團體與學者不斷對外呼籲政府，他們固然希望政府能早日通過長照服務法，以改善現有

缺失、建立長久的長照制度，但政府也應好好推動現有的長照十年計畫，編足預算進行，不要顧

此失彼。因為長照保險制度是必須建立在完善的長照體系之上，等待所有的硬體設備、人力培訓

以及民眾宣導確實做到、普及、在地化後，再來通過長照保險法。否則，屆時民眾繳了錢，卻得

不到應有的照顧服務，最後仍是無法解決台灣長照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且民眾對政府與整個長照

制度還可能因而喪失信心。

台灣就急章　應先打好基礎台灣就急章　應先打好基礎

另外，台灣現今的長照制度多參考鄰近國家如日本或他國經驗，以台灣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為例，此項計畫便是借鏡於日本在1990開始的黃金十年計畫（期間亦有修改版本），而台灣也同

樣地想在未來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然而，日本在實施「介護保險」前，則是經歷了約10年的

時間，建構出國內長照所需的照顧服務體系後才開辦保險，以普遍控管長照服務的品質，與善用

特定歲數國民所繳交的長照保險金。但是，台灣卻在長照服務資源尚在建立階段，就急著推動長

照保險，不免讓人覺得過於冒進，且各國也因國情不同，實施後的成效不一而各有利弊，更讓人

增添一份對台灣實行狀況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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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活出自我「不留白」，小麥膚色的宣言。

各國實施長照保險後成效不一。（圖片來源／公視部落格）

或許，台灣在建立長久的長照體系方面，相較於其他「老人國」已經晚起步了很多年，但倘若基

礎沒打好，該建立的長照服務資源沒做足，則反倒可能會揠苗助長而付出更多代價。謹慎的評估

考量與配套措施是必要的，若能讓民眾確實了解長照保險制度所帶來的益處，並對各界所疑慮的

施前施後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如此一來民眾的支持意願就會提高，長照保險制度的推行也才能順

利，不要浪費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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