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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長期照顧發展介紹 
簡盟家 張瑞昆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 

 

一、台灣長期照顧推動的脈絡 
隨著老年人口的的增加，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民眾平均壽命

也逐漸增加許多；高齡者所面對與老化症候群相關的健康問題必然日趨嚴重，這伴隨而來的

是高齡長者需長期依賴他人而無法獨立生活，顯然長期照顧的需求也勢必增加。 

 

台灣長期照顧相關政策發展起始於 1980 年代。最初是由民間志願服務單位與家屬間的

力量提供長期照顧等服務。衛生福利部於 1980 年所公佈實施的「老人福利法」及「殘障福利

法」為最早台灣提及有關長期照顧的相關政策；此綱領提到政府視需要或鼓勵民間單位設立

扶養、療養、休養及服務等老人福利機構及設立各類殘障福利機構，最主要為保障老人權益、

增進老人福利並延緩失能狀況。1998 年為政府最活躍積極的一年，此期開始推動「長期照顧

三年計劃」，並強調以發展居家及社區式照護為主、機構式照護為輔；目的為使無法自我照顧

能力的老人能於家庭或就近的社區中得到適當照顧。 

 

2000 年行政院核定「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先導計劃」，該計劃以「在地老化」為主要目標；

此時期計劃建構許多居家、社區長照資源，並推動居家護理、居家照顧、居家復健、居家無

障礙設置改善設備、喘息服務、緊急救援系統、日間照顧中心等服務計劃。 

 

2002 年行政院辦理「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可說是長期十年計劃的基礎，該方

案整合衛生與社政單位，首次針對非中低收入戶失能老人與身障者提供居家各項服務，並推

動民間機構設立老人住宅；同時 2004 年成立「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作為計劃與執行長

期照顧服務重要規劃。 

 

2007 年在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的規劃下，行政院終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劃」；該計

劃目標為：「建構完整之長期照顧體系，保障身心功能障礙者能獲得適切的服務，增進獨立生

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質，以維持尊嚴與自主」。該計劃服務對象為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需他人協

助者為主。服務內容包含照顧服務、居家照顧等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八大項目；此時期初

始階段可稱為「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0」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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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推動「長期照護服務法」並建立服務網拓展長期照顧。 

2016 年政府拓展並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該項計劃，除了延續長照十年計劃之

服務對象以外，也擴大服務對象、項目及整體計劃之間串連便利性；同年，行政院通過「長

期照顧保險法」草案，此草案主要針對長期照顧制度完整及持續推行，建立一套妥善機制，

以籌措充足財源支應，並以社會保險概念推動。 

 

 

 

▲圖一：台灣長期照顧服務發展軌跡 

 

二、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0 到 2.0 
長期照顧是指提供長期無法自理的病患，各式各樣醫療與非醫療的服務，可以在家裡、

社區、護理之家或是長照中心等地點執行。各年齡層都可能有長照的需求，但大多是老年人，

也因此長照議題經常和高齡化社會的議題一起討論。 

 

(1) 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0 

計劃 1.0 於 2007 年開始試辦，此時期計劃建構許多居家、社區長照資源，並主要以「在  

地老化」、「發展及普及長照資源」為主要目標。 

 

- 服務對象包含下列 4類失能者： 

(1) 65歲以上老人 

(2) 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3) 50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4)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功能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 服務內容包含下列 8 大項目： 

(1) 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2) 居家護理：傷口護理、一般身體檢查、鼻胃管及導尿管更換等基本護理指導。 



 

 41 

中華 OT 電子期刊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2023 年 10月號

(3) 社區及居家復健：提供社區性、居家性運動或活動。 

(4) 喘息服務：提供居家、機構、社區喘息服務。 

(5) 交通接送：服務對象於家中至機構或醫療院所間轉換接送。 

(6) 輔具服務：提供輔具購買補助、租借及無障礙環境改善。 

(7) 營養餐食：提供營養餐食準備。  

(8)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圖二：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0 

(2) 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 

計劃 2.0 於 2016 年開始推動，此時期除了延續計劃 1.0 的模式外，還拓展服務對象、服

務項目、服務單位掛牌及核銷規定鬆綁；且整合長照社區資源現況，新增「ABC 社區整體照

顧模式」，將所有服務串連銜接，以期達到高齡社會健康照護政策生理、心理及社會面向的「最

適化」之內涵。 

 

- 服務對象除了延續計劃 1.0 另增加四類： 

(1)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2) 55歲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    

(3)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4) 65歲以上衰弱者 

     

- 服務內容包含計劃 1.0 八大項目並增加： 

(1) 失智照顧：提供失智症患者照顧中心 

(2) 原民社區整合：針對資源不足之偏遠及原民地區，布建長照資源 

(3) 小規模多機能：提供日間照顧服務、居家服務及臨時住宿服務等多元服務 

(4) 社區預防照顧：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5) 預防及延緩失能  

(6) 延伸出院準備   

(7) 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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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整合了整體的長期照顧服務系統串連： 

(1)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主要由照管專員擬定之照顧計劃，協助服務使用者協調及連結長照資源，落實

照顧計劃，並可有效與區域內 B 級與 C級單位協調合作。A 級單位除提供既有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外，另擴充辦理營養餐飲、居家護理、居家/社區復健、

喘息 服務或輔具服務等至少一項服務，另視服務對象需求銜接居家醫療照護 

(2)  B 級－復合型服務中心 

於固定區域內提供在地化長期照顧服務，目前已在社區提供相關長期照顧服務之

單位，除提供既有服務外，擴充功能優先復合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或

提供社政 及衛政長照服務，提升社區服務量能，增加民眾獲得多元服務。亦積

極將服務延伸至 C 級巷弄長照站，增加民眾多元服務，且充分運用在地社區志

工，強化提供單位照顧量。 

(3)  C級－巷弄長照站 

落實在地老化之目標，提供民眾具有近便性的服務，提升服務輸送之可獲得性。 

 

 

▲圖三：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 – ABC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43 

中華 OT 電子期刊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2023 年 10月號

 

表 1：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0-2.0 之比較 

項目 長照 1.0 長照 2.0 

服務 

對象 

- 65 歲以上老人 

- 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 50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 僅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功 能

（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 延續計劃 1.0 另增加以下四類 

-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 55 歲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 

- 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 65 歲以上衰弱者 

服務 

內容 

照顧服務、居家照顧、復健服務、喘息

服務、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營養餐食、

照顧機構服務 

照顧服務、居家照顧、復健服務、喘息服務、交通

接送、輔具服務、營養餐食、照顧機構服務、失智

照顧、原民社區整合、小規模多機能、照顧者服務

據點、社區預防照顧、預防及延緩失能、延伸出院

準備、居家醫療 

服務 

整合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派案評估 ABC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三、長期照顧給付與支付方式 
台灣自 2016 年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以來，由長照財資來源主要包含遺贈稅、

煙稅、煙品健康福利捐、捐贈收入、基金孳息收入、其他收入（房地合一稅）及政府預算撥

充等，作為民眾使用長照服務的給付。依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說明，符合長

照條件之台灣民眾，得依失能等級及失能程度狀況補助給付。 

 

 

▲圖四：台灣長期照顧給付與支付方式簡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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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內容： 

(1)  照顧及專業服務（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專業服務、娉請護工） 

(2)  交通接送服務（就醫、復健、透析治療之機構間來回接送）     

(3)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輔具購買補助、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4)  家庭照顧者之喘息服務   

 

表 2：補助額度（新台幣：元）： 

服務項目 給付額度 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 

照顧及專業服務 
依失能等級每月給付 

10,200-36,180 元 

政府補助 84% 

民眾負擔 16% 

政府補助 95% 

民眾負擔 5% 

交通接送服務 

依失能等級及城鄉距離 

每月給付 

1,680-2,400 元 

政府補助 73% 

民眾負擔 27% 

政府補助 91% 

民眾負擔 9% 

輔具服務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每三年給付 40,000 元 

政府補助 79% 

民眾負擔 30% 

政府補助 93% 

民眾負擔 7% 

家庭照顧者之喘息服務 
依失能等級每月給付 

32,340-48,510 元 

政府補助 84% 

民眾負擔 16% 

政府補助 95% 

民眾負擔 5% 

 

 

▲圖五：長期服務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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