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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长期照顾发展介绍 
简盟家 张瑞昆 

高雄长庚纪念医院复健科职能治疗 

 

一、台湾长期照顾推动的脉络 
随着老年人口的的增加，台湾已进入高龄化社会。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民众平均寿命

也逐渐增加许多；高龄者所面对与老化症候群相关的健康问题必然日趋严重，这伴随而来的

是高龄长者需长期依赖他人而无法独立生活，显然长期照顾的需求也势必增加。 

 

台湾长期照顾相关政策发展起始于 1980 年代。最初是由民间志愿服务单位与家属间的

力量提供长期照顾等服务。卫生福利部于 1980 年所公布实施的「老人福利法」及「残障福利

法」为最早台湾提及有关长期照顾的相关政策；此纲领提到政府视需要或鼓励民间单位设立

扶养、疗养、休养及服务等老人福利机构及设立各类残障福利机构，最主要为保障老人权益、

增进老人福利并延缓失能状况。1998 年为政府最活跃积极的一年，此期开始推动「长期照顾

三年计划」，并强调以发展居家及社区式照护为主、机构式照护为辅；目的为使无法自我照顾

能力的老人能于家庭或就近的社区中得到适当照顾。 

 

2000 年行政院核定「建构长期照顾体系先导计划」，该计划以「在地老化」为主要目标；

此时期计划建构许多居家、社区长照资源，并推动居家护理、居家照顾、居家复健、居家无

障碍设置改善设备、喘息服务、紧急救援系统、日间照顾中心等服务计划。 

 

2002 年行政院办理「照顾服务福利及产业发展方案」可说是长期十年计划的基础，该方

案整合卫生与社政单位，首次针对非中低收入户失能老人与身障者提供居家各项服务，并推

动民间机构设立老人住宅；同时 2004 年成立「长期照顾制度规划小组」作为计划与执行长

期照顾服务重要规划。 

 

2007 年在长期照顾制度规划小组的规划下，行政院终核定「长期照顾十年计划」；该计

划目标为：「建构完整之长期照顾体系，保障身心功能障碍者能获得适切的服务，增进独立生

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质，以维持尊严与自主」。该计划服务对象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需他人协

助者为主。服务内容包含照顾服务、居家照顾等及长期照顾机构服务等八大项目；此时期初

始阶段可称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1.0」阶段。 

2015 年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推动「长期照护服务法」并建立服务网拓展长期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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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政府拓展并实施「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该项计划，除了延续长照十年计划之服务

对象以外，也扩大服务对象、项目及整体计划之间串连便利性；同年，行政院通过“长期照

顾保险法”草案，此草案主要针对长期照顾制度完整及持续推行，建立一套妥善机制，以筹

措充足财源支应，并以社会保险概念推动。 

 

 

▲图一：台湾长期照顾服务发展轨迹 

 

二、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1.0 到 2.0 
长期照顾是指提供长期无法自理的病患，各式各样医疗与非医疗的服务，可以在家里、

社区、护理之家或是长照中心等地点执行。各年龄层都可能有长照的需求，但大多是老年人，

也因此长照议题经常和高龄化社会的议题一起讨论。 

 

(1) 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1.0 

计划 1.0 于 2007 年开始试办，此时期计划建构许多居家、社区长照资源，并主要以「在  

地老化」、「发展及普及长照资源」为主要目标。 

 

- 服务对象包含下列 4类失能者： 

(1) 65岁以上老人 

(2) 55岁以上山地原住民 

(3) 50 岁以上之身心障碍者   

(4) 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ADLs）功能失能且独居之老人 

 

- 服务内容包含下列 8 大项目： 

(1) 照顾服务：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家庭托顾。 

(2) 居家护理：伤口护理、一般身体检查、鼻胃管及导尿管更换等基本护理指导。 

(3) 社区及居家复健：提供社区性、居家性运动或活动。 



 

 
 41 

中华 OT 电子期刊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2023 年 10月号

(4) 喘息服务：提供居家、机构、社区喘息服务。 

(5) 交通接送：服务对象于家中至机构或医疗院所间转换接送。 

(6) 辅具服务：提供辅具购买补助、租借及无障碍环境改善。 

(7) 营养餐食：提供营养餐食准备。  

(8) 长期照顾机构服务。 

 

 

▲图二：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1.0 

(2) 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计划 2.0 于 2016 年开始推动，此时期除了延续计划 1.0 的模式外，还拓展服务对象、服

务项目、服务单位挂牌及核销规定松绑；且整合长照社区资源现况，新增「ABC 社区整体照

顾模式」，将所有服务串连衔接，以期达到高龄社会健康照护政策生理、心理及社会面向的「最

适化」之内涵。 

 

- 服务对象除了延续计划 1.0 另增加四类： 

(1) 50 岁以上失智症患者 

(2) 55岁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    

(3) 49岁以下失能身心障碍者   

(4) 65岁以上衰弱者 

     

- 服务内容包含计划 1.0 八大项目并增加： 

(1) 失智照顾：提供失智症患者照顾中心 

(2) 原民社区整合：针对资源不足之偏远及原民地区，布建长照资源 

(3) 小规模多机能：提供日间照顾服务、居家服务及临时住宿服务等多元服务 

(4) 社区预防照顾：提供社区照顾服务  

(5) 预防及延缓失能  

(6) 延伸出院准备   

(7) 居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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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社区整体照顾模式，整合了整体的长期照顾服务系统串连： 

(1)  A 级－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  

主要由照管专员拟定之照顾计划，协助服务使用者协调及连结长照资源，落实

照顾计划，并可有效与区域内 B 级与 C级单位协调合作。A 级单位除提供既有

居家服务、日间照顾服务外，另扩充办理营养餐饮、居家护理、居家/社区复健、

喘息 服务或辅具服务等至少一项服务，另视服务对象需求衔接居家医疗照护 

(2)  B 级－复合型服务中心 

于固定区域内提供在地化长期照顾服务，目前已在社区提供相关长期照顾服务之

单位，除提供既有服务外，扩充功能优先复合提供居家服务、日间照顾服务，或

提供社政 及卫政长照服务，提升社区服务量能，增加民众获得多元服务。亦积

极将服务延伸至 C 级巷弄长照站，增加民众多元服务，且充分运用在地社区志

工，强化提供单位照顾量。 

(3)  C级－巷弄长照站 

落实在地老化之目标，提供民众具有近便性的服务，提升服务输送之可获得性。 

 

 

▲图三：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 ABC 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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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1.0-2.0 之比较 

项目 长照 1.0 长照 2.0 

服务 

对象 

- 65 岁以上老人 

- 55 岁以上山地原住民 

- 50 岁以上之身心障碍者 

- 仅 工 具 性 日常 生 活活动 功 能

（IADLs）失能且独居之老人 

- 延续计划 1.0 另增加以下四类 

- 50 岁以上失智症患者 

- 55 岁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 

- 49 岁以下失能身心障碍者 

- 65 岁以上衰弱者 

服务 

内容 

照顾服务、居家照顾、复健服务、喘息

服务、交通接送、辅具服务、营养餐食、

照顾机构服务 

照顾服务、居家照顾、复健服务、喘息服务、交通

接送、辅具服务、营养餐食、照顾机构服务、失智

照顾、原民社区整合、小规模多机能、照顾者服务

据点、社区预防照顾、预防及延缓失能、延伸出院

准备、居家医疗 

服务 

整合 
县市照顾管理中心派案评估 ABC 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三、长期照顾给付与支付方式 
台湾自 2016 年推动「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以来，由长照财资来源主要包含遗赠税、

烟税、烟品健康福利捐、捐赠收入、基金孳息收入、其他收入（房地合一税）及政府预算拨

充等，作为民众使用长照服务的给付。依据「长期照顾服务申请及给付办法」说明，符合长

照条件之台湾民众，得依失能等级及失能程度状况补助给付。 

 

 

▲图四：台湾长期照顾给付与支付方式简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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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内容： 

(1)  照顾及专业服务（居家照顾、日间照顾、家庭托顾、专业服务、娉请护工） 

(2)  交通接送服务（就医、复健、透析治疗之机构间来回接送）     

(3)  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辅具购买补助、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  

(4)  家庭照顾者之喘息服务   

 

表 2：补助额度（新台币：元）： 

服務项目 给付额度 一般户 中、低收入户 

照顾及专业服务 
依失能等级每月给付 

10,200-36,180 元 

政府补助 84% 

民众负担 16% 

政府补助 95% 

民众负担 5% 

交通接送服务 

依失能等级及城乡距离 

每月给付 

1,680-2,400 元 

政府补助 73% 

民众负担 27% 

政府补助 91% 

民众负担 9% 

辅具服务及 

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 
每三年给付 40,000 元 

政府补助 79% 

民众负担 30% 

政府补助 93% 

民众负担 7% 

家庭照顾者之喘息服务 
依失能等级每月给付 

32,340-48,510 元 

政府补助 84% 

民众负担 16% 

政府补助 95% 

民众负担 5% 

 

 

▲图五：长期服务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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