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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下列三點： 

 一、整理相關文獻與資料，以呈現出目前及未來
長照服務與產業的人力需求。 

 二、整理與呈現目前及未來長照服務與產業的人
力供給與培育狀況。 

 三、分析長照服務與產業的人力供給與需求之間
的差距為何，並參考國外經驗，提出具體政策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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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14%) 

我國高齡化速度將超過歐美日等國 
我國將於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2026年將再邁入超高齡社會 

 2015年日、德、義已成為高齡社會，將再分別過11年、36年及
19年後，才轉變為超高齡社會；我國則為8年，轉變時間較快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年至150年）。日本－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
題研究所。韓國－韓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美國－US 
Census Bureau。英國、法國、德國及義大利－EUROSTAT。 

年 

日本 

韓國 

中華民國 

德國 

義大利 

法國 

英國 

美國 

超高齡社會 
(老年占比>20%) 

高齡化社會(>7%) 



長照服務的定義 

    在2015年6月3日所公布的長期照顧服務法（該法自公
布後二年施行，以下簡稱長服法）第3條，明確定義長
期照顧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者，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
、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 

    由此可知，長照為一持續性、跨專業領域的照護概念
，其服務對象主要是以身心功能障礙之失能人口為主，
雖大部分是65歲以上的失能與失智長者，但並不限於65
歲以上的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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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相關人力的定義 

    在前述的長服法第3條，也明確定義了長照服務相關
人力，包括： 

 （1）長照服務人員：指經長服法所定之訓練、認證，
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例如：照顧服務員、
社工師、及各類醫事/護人員等）。 

 （2）個人看護者：指以個人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庭
從事看護工作者（例如：外籍看護工）。 

 （3）家庭照顧者：指於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
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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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產業的定義 

    產業係指一個經濟體中，有效運用資金與勞力從事生
產經濟物品（不論是物品還是服務）的各種行業(維基
百科，2016)。 

    因此長照產業係指：透過生產物品或是提供服務，來
滿足失能/失智者及其家人/照顧者在長照方面的相關需
求，因之所發展出來的行業/產業；所以它有可能是新
開發的行業，也有可能是原本已存在、只是隨著高齡化
與長照需求的不斷上升、而更為蓬勃發展的行業。例如
：科技輔具業、雲端健康照護資訊管理/健康監控系統(
資訊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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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長照產業有可能包括直接提供的長照服務；以日本為例
，日本自2000年實施介護保險(即長照保險)以來，為了因應服務
多元化及服務輸送效率化之需求，決定改變傳統上由政府行政部
門委託「社會福祉法人」(社會福利機構)成為擔負日本照顧服務
輸送體系主要團體的方式，而開放企業、農協(農會)、生協(消費
合作社)及NPO(民間非營利組織)等各種法人團體經營照顧服務事
業。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至2005年10月止，(居家)訪視照顧機
構共20,618所、通院照顧機構(日間照顧)17,652所、照顧老人福
祉機構5,535所、照顧老人保健機構3,278所，各項服務機構皆大
量增加，特別是居家服務機構呈現最明顯穩定成長的趨勢 (江尻
行男、莊秀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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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日本的企業在提供照顧服務之前，早就經營輔具的製
造、販賣，經營付費老人院等社會福利服務事業。 

    介護保險實施之後，大量企業投入直接性照顧服務之經營。介
護保險是推動照顧服務產業擴大發展的主要推力，提供照顧服務
的團體急速成長，造就照顧服務產業成為新世紀的創新產業(江
尻行男，1999、2001)。 

    至於在產值方面，日本高齡者的消費市場一年高達約20兆日圓
，其中介護保險的給付市場大約7~8兆日圓，而保險給付以外的
市場也很大，例如輔具市場(包含一般用品製造)就高達約2～3兆
日圓。而且，未來的展望亦持續看好，因為65歲以上高齡者的人
數增加趨勢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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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數據出處來源 鄧素文（2012）# 衛生福利部(2016) 王雲東（2009） 

長照服務人力需求
量 

2016年時 2017年時 2018年時 2028年時 

照顧服務員 26,399~30,864 30,739~38,425 20,219~59,160 27,519~81,349 

照管專員 1,499~2,998 2096~3,931 2,844~5,332 

社工師 2,363~2,877 4,038 1205* 1634* 

護理師 9,947~16,494 16,504 6376 8649 

物理治療師 961~2,692 2,870 1161 1589 

職能治療師 1,153~2,777 2,952 1,210~1,805 1,641~2,449 

輔助科技專業人員 1,359~1,941 1,843~2,633 

若干長照服務人力需求推估結果 
                                      （單位：人） 

#  鄧素文（2012）中的內容與數據係根據行政院衛生署自己所推估2016年時的「長照服務需求人口數與人力數」。 
*  因為王雲東（2009）所推估的僅為機構社工師，因此可能有些微低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長照產業相關所需人力 

     長照產業相關所需人力，其行業範圍相當寬廣。除
了如前所述，長照產業可能包括長照直接服務、科技輔
具業、資訊業等之外；亦有可能包含下述幾類： 

 一、金融保險業： 

     除了目前很多保險公司已開始在賣現金給付的長照
險外；金管會已於2015年修訂「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
意事項」，增訂「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專章，亦即：
保險現在除了現金給付外，已可以提供醫療、護理、長
照、健康管理、殯葬服務等實物給付；因此未來金融保
險業可能會展開上下游產業結合或是異業結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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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動產業： 

     隨著長照需求人口的不斷增加，不論是居家式、社
區式、還是機構式照顧，都要透過不動產開發、與照顧
資源的及早規劃建置方能達成。 

 三、生技醫療相關產業： 

     由於未來失能/失智人口將持續上升，因此在生技醫
療、新藥研發等相關產業勢必更加蓬勃發展。同時在長
照機構方面，亦可續朝目前的「醫養合一」整合發展模
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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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民間參與情形 
送餐服務  餐飲業  
關懷據點  社福團體、社區發展協會  
緊急救援  保全業、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社會福利團體  

GPS  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電腦及電子產品製造業、測量、導航
及控制設備業、電信業  

交通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餐飲  餐飲業  
健康養生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理財信託  金融及保險業  
休閒娛樂  住宿及餐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輔具、居家及交通無障礙  交通運輸業、醫療機構、社福團體、醫療器材批發及零售業  

老人住宅  營造業、社福團體  
長照體系  
居家式服務 醫療機構、社福團體 
社區式服務  醫療機構、社福團體  
機構式服務  醫療機構、社福機構  

資料來源：引自衛生福利部(2015)  

產業參與長照服務情形 



        此外在長照產業相關人力需求量方面，由於上述這些
行業的人力，多屬易於在不同行業間流動者；例如：資
訊工程/程式設計與資訊管理等專業人力，可以在資訊
業等高科技產業就業，也可以跨足到長照產業，端視相
關政策的訂定。 

       舉例來說，像之前提到日本的經驗，如果政府宣誓未
來將開辦長照保險，由於給付的明確性，勢必會吸引大
量長照相關產業的資金與人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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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仍以目前稅收制的方式作為長照的主要財
源，並且未開放產業可投入提供長照直接服務的話，則
參考韓國與日本等國家在未實施長照保險前的經驗，對
於長照相關產業的發展並不有利，同時在「非長照直接
服務」的長照相關產業的人力需求量來說，也不會有明
顯的上升(Rhee et al., 2015；林春植，2010；江尻行男
、莊秀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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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4

年(A) 

2010年

(B) 

增減比較

[(A)-

(B)]/(B) 

長 照 2.0

需 求 量

(C) 

2017年需

充實人力 

(C)-(A) 

長照人力培育狀況 

 

照顧服

務員 

 

26,214 

19,154 36.9% 低推估
30,739人 

高推估
38,425人 

低推估
4,525人 

高推估
12,211人 

1.目前為止共培訓11萬人領
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並期望未來能每年穩定培訓1
萬～1萬1千人。 
2.目前為止共有32,706人領
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 

護理人

員 

10,826 8,647 25% 16,504  5,678 民國99年至103年已訓練

28,901人次。 

物理治

療人員 

1,987 1,301 53% 2,870  883 

職能治

療人員 

1,091   653 67% 2,952  1,861 

社工人

員 

3,390 2,932 16% 4,038 648 民國97年至103年針對社會工

作人員，辦理36場次教育訓

練。 

2010年與2014年長照人力的盤點結果、供需比較與長照人力
培育狀況                                                                   （單位：人） 

註：依盤點結果，照顧服務人力計26,214人，倘加計醫院12,000人，總計為38,214人。 
資料來源：引自衛生福利部(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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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6 

照管人員配置數 315 315 331 331 342 353 

平均服務案量 299 359 429 469 498 510 

近年來照管人員人力數與平均服務案量 
                               （單位：人） 

資料來源：引自衛生福利部(2016a)。 

   從表中可看出照管人員人力數呈現成長的狀況，但平均服務案
量確是直線上升，已與當初規劃: 服務量應為每200人配置照管人
員1名的狀況有很大的差距，值得正視。 

   此外，民國97年至103年辦理照顧管理中心人員教育訓練，共
培訓1,133人。 

註：根據李光廷（2016）所載，日本目前照管人員平均服務案量為35
人。 



    在長照人力培育方面，主要包括：照顧服務員與相關
社政及醫事人員。在照服員的人力培育上，根據「老人
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目前欲擔任照服
員工作可經由三種方式： 

 （1）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係由地方政府核發
結業證明書，目前為止共培訓11萬人。在照服員訓練的
課程時數方面，至少要包括核心課程50小時與實習課程
40小時（含回覆示教10小時、臨床實習30小時）。 

 （2）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係由勞動部核發技術
士證，目前為止合格人數32,7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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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組)畢
業。目前專科以上設有老人照顧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科之學校已有45所（衛生福利部，
2016a)。 

  

 註︰取得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之人數統計可能會
與另兩種方式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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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Ⅰ  

共同課程(18hr) 

長期照護導論 (8) 

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 (2) 

長照資源介紹與應用(2) 

跨專業角色概念 (6) 

Level II  

專業課程 

(32 hr，惟醫師
16 hr) 

長期照護需求者之評估 

長期照護服務介入與處理 

照護品質之監測與管理 

家庭照顧者功能與角色  

感染控制 

個案研討 

年度專題及新興議題 

其他 (各領域8hr) 

Level III  

整合性 

課程(24hr) 

其他專業課程 (選修)(4) 

整合式課程 (18) ： 

  個案研討 (6) 

  危機處理 (2) 

  資源及行政管理 (2) 

生死學與臨終關懷 (2) 

常見長期照護各專業議題研
討 (4) 

年度各專業進階議題研討 (4)  

醫事專業長照服務人力培訓課程 

資料來源：蔡誾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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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訓練時間 

LevelⅠ：共同課
程 

18小時 到職前或到任半年內 

Level II ：專業
課程 

32小時，醫師
16小時 

到職2年內 

Level III ：整合
性課程 

24小時 配合在職教育於到職6

年內完成 

醫事專業長照服務人力 
培訓時數與訓練時間 

註:參訓資格：已取得專業證照者。 

•實習課程建議於到任一個月內由有經驗者帶領完成 
•長照訓練課程同時可認証各醫事專業人員繼續教育時數 
•短期以評鑑要求，長期納入長期照護法規規範 
•長照人力足夠後，考慮Level I、II完成後再投入長照服務 
資料來源：蔡誾誾 (2014)。  



    此外在教育系統長照人員培訓成果方面，根據2013學
年度統計，長期照顧相關科系現況，全台共有29所大專
校院、35個相關科系、5個研究所，學生人數達5,432人
。和96學年度的1,621人相比，是6年前學生數的3.35倍
。 

    不過，儘管學校端已開始培育高齡照護人才，但多年
下來，長照產業始終發展有限。依照教育部統計，101
學年度有1,262名長照科系畢業生，但只有38.2％從事
長照相關工作。分析原因，主要有︰職場條件不佳、社
會觀感和來自家人壓力等（林珮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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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外籍看護工在台人數 

2000年限縮外
籍看護工資格 

2002年推行照顧服務
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 

2006年實施外籍看護
工申審機制與國內照顧
服務體系接軌方案 

2008年實施我
國長照十年計畫 

2016年實施長照
十年計畫 2.0  



    近年來外籍看護工每年在台人數呈穩定上升趨勢；至
2015年，已超過22萬人，是目前在長照領域工作的照
服員人數（26,214人）的8.5倍。在國籍別分布方面，
以2015年來說，來自印尼者超過17萬人最多，占79%
；其次為菲律賓的12.3%，越南的8.4%，與泰國的
0.2%等（勞動部統計處，2016）。 

    不過印尼政府已多次表示：自2017年起，印尼將不再
輸出勞工。雖然學者表示：此一政策是否會真正落實，
仍有待觀察 (Tirtosudarmo, 2016)。但這個訊息對我們
來說其實是個警訊，過度依賴外籍看護工，特別是某一
個國家，絕對是有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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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發展長照人力的策略 

    在發展長照人力的策略上，多數OECD 會員國提出的
作法有：人力促進方案、經濟誘因、提供持續的教育訓
練，以及提升身分及工作形象等。 

    在人力促進方案上，以英國為例，英國採混合的教育
訓練制度，除了有職業學校提供的教育訓練外，許多照
護機構也提供學徒制度（Traineeship/Apprenticeships
）。學徒制度讓機構根據政府的訓練規範與自身機構的
訓練需求，自行訓練人力與提供就業安置。這個措施讓
長照人力的教育與就業有更多彈性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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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誘因方面，澳大利亞鼓勵過去曾經從
事過長照相關工作的退休人士重回職場；而其
他國家（德國、荷蘭、英國與美國）則是將目
標轉向在社會上經濟弱勢的族群，像是長期失
業的年輕人、再次進入職場的人、社會少數族
群或是其他可能的就業人口（OEC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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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持續的教育訓練，以及提升身分及工作
形象方面，以德國為例子，聯邦政府負擔長照人
員第三年進階教育的花費。德國使用公費，對於
年長的照顧人員且願意轉任長期照顧者，在第三
年或是最後一年的訓練給予補助，過去政府只資
助前兩年的教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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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從日本經驗，居家服務員（home helper）由
一、二、三級課程，分別為230 小時、130 小時、50 
小時的訓練時數，讓職業訓練系統訓練出來的實務工作
者，加上實務年資也可以應考「介護福祉士」。 

    但日本自2009年4月1日起廢止居家服務員第三級（
50小時）合法雇用資格（不支付照護報酬，緩衝期一年
）；2012 年起，居家服務員第一級訓練也提升到500小
時訓練，足見日本在基礎照顧服務員專業及品質提升上
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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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日本2008 年開始進用外籍照護工作者，2年內培訓
1000人（護士400人、介護福祉士600人）上限。培訓的過
程為入境後需有六個月期間學習日本語、導入照護學習，進
入照護機構工作研習，需取得「介護福祉士」國家考試合格
後，才能在日本工作，取得國家「介護福祉士」資格者可繼
續居留在日本；若未取得「介護福祉士」資格，強制回國。 

    若是透過學校研習者研習二年，畢業後須取得「介護福祉
士」資格，才能繼續留在日本工作。日本對外籍照顧人員的
要求比較嚴謹，類似移民的做法，合格的「介護福祉士」可
以留在日本工作沒有年限（李光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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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在發展長照人力的策略上，也靈活採用上述方法，茲
列出目前已在執行中的人力發展作法： 

 一、 改善照顧服務員薪資條件及工作福利： 

 （一） 自2014年7月1日起照顧服務費自每小時新臺幣(下同
)180元調高為200元，並明定最低時薪為170元，期將現行
每月薪資約1萬9,800元，提升為2萬2,400元(提高比率超過
10%)；補助居家服務提供單位（雇主）應負擔照顧服務員
勞、健保費及勞退準備金；補助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交通費
，每人每月1,500元，以保障照顧服務員之實質收入；另為
改善工作環境，減輕照顧工作負荷，補助居家服務單位提供
輔助照顧工作之簡易配備，減少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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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增列國定假日加倍補助及單位營運費： 

     為合理反映照顧服務成本，自103 年度起對於照顧
服務員於勞動基準法第37 條以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 
條規定之國定假日提供服務者，其補助時數內之照顧
服務費加倍發給；另為補貼照顧服務員相關工作福利
所需成本，再增列服務提供單位營運費補助，以支應
加班費、特別休假薪資、在職訓練薪資或勞動法令規
定雇主應負擔之勞動條件必要支出，以鼓勵進用照顧
服務員，促進服務量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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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提供失智症照顧額外加給： 

     為因應失智症照顧之特殊性，提供居家失智
症照顧者，每個服務對象每月加給350元，以增
加照顧服務員於提供不同服務對象之加給辦法
，提升實質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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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因應服務對象之失能樣態與多元照顧需求
，提升專業能力，照顧服務員每年須接受20小時
以上在職訓練課程；並明定各單位應聘具有社工
或護理專業之居家服務督導員，主責照顧服務督
導事宜，提供專業支持之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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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勵取得專業證照，提供證照加給：為增進
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及人力分級，對於任職居家
服務提供單位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之照顧服
務員，當月服務時數達130小時以上，每人每月
補助專業加給1,000元。 

 四、獎勵居服單位以月薪專職聘僱，以強化照服
員職涯發展與多元晉升管道，提高國人投入長照
服務意願，促進留任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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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持續透過勞動部職業訓練體系培訓照顧服
務人力，鼓勵中高齡及二度就業人口從事照顧
服務工作，預訂每年培訓及培育至少1萬人；持
續推展長照專業人員培訓計畫，並促進長照人
員多元化發展，預計105 年9 月長照培訓數位
化課程上線提供服務，每年培訓可達1萬2,000 
人(衛生福利部，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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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述長照人力發展的策略外，開辦長照保險也
是提升長照人力與相關產業的好方法。 

    以韓國為例，韓國長期照顧保險在2008年開辦，在
當時韓國500多萬老年人口中，2008年7月時使用長照
服務人數為76,476人，到2008年12月時使用長照服務
人數上升到148,749人，到2009年5月時此一數字更上
升到202,492人，可以說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使用長照服
務人數就以超過倍數的速度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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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2008年 7月  2008年 12月  2009年 5月  

設施數(供給)  1,395  1,717  2,016 

服務人員(供給) 58,425  68,581  76,216  

使用者數  46,114  56,370  62,677  

韓國長照設施狀況 
                   [單位 : 個所, 人]  

資料來源：林春植（2010）。  

   在機構式服務方面，由2008年 7月 1,395個所、服
務人員58,425名開始給付，到2009年5月有 2,016個
所、服務人員76,216名。長期照顧保險施行後，照
顧設施數量與服務人力均呈明顯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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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2008年 7月  2008年 12月  2009年 5月  

訪問照顧  2,823  4,362  6,031 

訪問沐浴  2,654  3,006  4,271  

訪問看護  461  626  688  

晝夜間看護  641  806  925  

短期保護  397  691  1,020  

輔具  364  733  880  

總      計  6,340  10,224  13,815  

韓國長照居家式服務提供單位狀況  
                          [單位 : 個所] 

資料來源：林春植（2010）。  

  在居家式服務方面，長期照顧保險施行後不到一年，居家設施
提供服務單位數與施行初期相比也是有倍數以上的成長，並且現
在判斷各地區都無不足之處。不過由於民間小規模居家設施的快
速成長，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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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2008年 1

月  
2008年 6月  

2008年 12
月  

2009年 12
月  

教育機關 101  1,009  1,080  1,139  

取得資格者 -  70,335  333,984  500,125  

  在照顧服務員人力相關方面，培訓機構數自2008年1月到2009
年12月，兩年內成長超過10倍。 
  而在接受培訓、取得結業證明書的照顧服務員人力部分，自
2008年6月的70,335人、到2009年12月的500,125人，成長超過7
倍。 

資料來源：林春植（2010）。  

韓國照顧服務員接受培訓取得結業
證明書狀況            [單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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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2007年 

12月末  

2008年6
月末  

2008年 

12月末  

2009年 

5月末  

從事照護師人力  17,054  23,853  84,412  120,342  

長期照顧機關其他從事者  6,481  13,830  30,221  27,074  

照護師教育機關從事者  -  553  7,588  7,742  

福祉用具事務所從事者  -  -  1,000  1,303  

公團長照管理要員  -  1,036  1,036  1,036  

合         計  23,535  39,272  124,257  157,497  

韓國長照保險開辦1年後，從事照護師人力成長了5倍（= 
120,342 / 23,853），同時創造了10萬個以上的新工作職位。 

資料來源：林春植（2010）。 

韓國從事長照人力統計 
                     [單位 : 人] 



討論與建議 

    如前所述，長照服務與產業所需的相關人力，其範圍
相當寬廣；本研究僅針對其中若干人力，提出其需求、
供給與目前培育之具體數據。 

    整體來說，無論是馬政府或蔡政府的長照需求人力推
估結果，均高於目前最新的盤點結果（供給），但差距
尚屬可接受範圍。依照目前的人力培育狀況，只要長照
領域的工作在勞動條件與社會形象方面，能夠維持穩定
並逐步提升，讓接受培訓、擁有證照、或是相關科系畢
業生，願意投入此一領域的職場，相信至少現階段人力
應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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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針對若干研究結果，提出說明與討論:  

 一、馬政府或蔡政府的長照需求人力推估結果，最大的
差異就是馬政府是假設在2016年開辦長照保險的情形下
，而得出的推估結果；至於蔡政府則是仍維持現行稅收
制的架構，只是將長照十年計畫擴大規模，稱為「長照
2.0」的情形下，得出的推估結果。 

     由於人力需求推估和政策之間關連密切，而目前是
蔡政府執政，因此在長照人力需求推估與盤點結果（供
給）相比較的數據上，本研究仍以使用蔡政府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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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行的長照服務無論
是行政體系、服務措施/方案、財源，都分屬不
同體系，主要包括：衛政、社政（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福利）、退輔系統等，而長照十年計
畫的服務對象，主要係針對65歲以上的高齡人
口，從表一可知：65歲以上的失能人口，僅占
總失能人口的65%，因此蔡政府的長照人力需
求推估結果，應該是有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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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照衛生福利部(2015)「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
畫」所載：經統計103年底服務中之個案量為155,288人
，約佔失能人口數21.2% （i.e. 服務涵蓋率），顯示仍
有許多長照需要者未納入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之對
象。 

    也就是說，目前70多萬失能人口的主要照顧者仍是家
庭照顧者；因此如果沒有很好的支持體系，就有可能會
發生近年來媒體迭有報導的照顧者不堪長年身心負荷、
於是將被照顧者殺死再自殺的不幸事件。展望未來，高
齡化與失能人口日益增多，此一問題，更加值得高度關
注。 

45 



 三、照顧服務員培訓後留任比率偏低：如前所述
，自民國92年至103年已共培訓照顧服務員
101,829人，目前留任長照服務領域26,942人，
留任比率約為26%（衛生福利部，2015)。 

    事實上，會接受培訓的照顧服務員，大部分都
是有意願在長照領域工作的。因此留任比率偏低
，代表的還是對長照領域的工作在勞動條件與社
會形象方面，與個人期待有落差，而這也應是未
來政策努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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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照管人員服務量過重：如前所述，至2016年
6月，照管人員共353位，平均服務案量510人，
已與當初規劃: 服務量應為每200人配置照管人
員1名的狀況有很大的差距。 

    事實上，蔡政府並未呈現照管人員需求人力量
是多少（詳見表二），僅表示：因預算有限，照
管人員人力難有成長空間（衛生福利部，2016a)
，即便目前的照管人員培訓數已超過一千多人；
某種角度來說，似有規避此一問題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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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明確宣示：未來將朝向開辦長照保險政策方向。如
前所述，對於我國高齡者福利政策或長照政策來說，最
值得關注的就是：我們高齡化的速度特別快。 

    舉例來說，根據推估，2026年時我國高齡人口比率將
再超過20%，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 

    若根據Slide 10，以與2026年最接近的2030年為例，
65歲以上的失能人口數超過93萬，是目前約48萬的1.9
倍。屆時如果不開辦長照保險，服務量能足以支撐嗎?!
那再展望更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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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未來總是要開辦長照保險的話，適當的時間為何
？ 

    根據韓、日等國的經驗，韓國是2008年開辦長照保險，當時
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約10%；而日本是2000年開辦長照保險，
當時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約17-18%。台灣目前高齡人口占總人
口的比率約為12.83%，介於韓國與日本開辦長照保險時的高
齡人口占比之間；因此台灣如果要開辦長照保險，這幾年應是
最佳時間。萬一錯過，屆時又發現不得不辦長照保險，但愈晚
開辦、難度愈高，到時很可能會落入騎虎難下的局面。 

    此外，從前述韓國與日本的經驗，開辦長照保險後，可帶動
產業與人力的大量投入，提高服務質量與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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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透過積極、持續與媒體的合作，完成有品質且感人
的作品（例如：電影、漫畫…等），並在市場上大量出
現，以逐步改變/調整國人對照顧服務員的刻版印象，
並提升其社會形象。 

    例如：日本透過「看護工、向前衝」漫畫，成功塑造
看護工專業、親切、有前景的形象；並讓很多年輕人從
小就建立了這樣的價值觀。此外，日本的「送行者」電
影在台灣播放，改變了很多人對殯葬業的看法，特別是
不少年輕人因此對禮儀師抱持正向價值觀、並願意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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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勵照顧服務員升任照服督導；並獎勵居服
單位以月薪專職聘僱，以強化照服員職涯發展與
多元晉升管道，促進留任及就業機會。 

 

 四、建立照管人員證照制度，同時提升培訓課程
的專業性。此外，增列此部分預算與員額，並明
確呈現照管人員需求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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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儘速落實將外籍看護工納入長照系統，並
建立在職訓練課程與證照制度。 

   

 六、提供家庭照顧者具體而必要的協助。例如
：喘息服務，即可減少對正式照顧（如：機構
式服務）的需求。此外，鼓勵受照顧者的家庭
成員接受相關課程培訓，以提升照顧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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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持續鼓勵各大專院校開設長照課程/學程，
對於學程的課程規劃希望能儘量與長照相關培訓
課程接近/一致，並建立學分抵免制度，以鼓勵
更多相關科系畢業生投入長照領域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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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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