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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老人福利政策

一� �. 老人相關福利及福利服務原則

台灣依據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訂定「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其中與老人福利直接相關的包括社會救助與津貼、社會保險、

福利服務、健康與醫療照護及就業安全等，在老人福利服務面向上，

有以下 6 點原則（陳等，2013）：

 1. 政府對於國民因年齡、性別、身心狀況、種族、宗教、婚姻、性

傾向等社會人口特質而有健康、照顧、保護、教育、就業、社會

參與、發展等需求，應結合家庭與民間力量，提供適當的服務，

以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2. 政府針對經濟弱勢之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婦女、原

住民、婚姻移民家庭、單親家庭等應有適切協助，以提升生活品

質。

 3. 政府對各項健康與福利服務之提供應以可近性、連續性、權責分

明、費用負擔得起，及滿足全人需求為原則進行規劃。

 4. 政府與民間應整合社會福利、衛生醫療、教育及相關資源，營造

高齡友善環境，保障老人尊嚴自主與健康安全。

 5. 政府應結合民間倡導活躍

老化，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提 供 教 育 學 習 機 會、 提 升

生 活 調 節 能 力、 豐 富 高 齡

生 活 內 涵， 並 強 化 代 間 交

流， 倡 導 家 庭 價 值， 鼓 勵

世 代 傳 承， 營 造 悅 齡 親 老

與世代融合社會。
� 政府應倡導家庭價值，鼓勵世代傳承

Jerry Lai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errylai0208/1617665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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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政府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應以居家和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式

服務為輔。

二 �.老人福利法修訂

台灣呼應社會福利綱領於 1980 年制訂《老人福利法》，以宏揚

敬老美德，安定老人生活，維護老人健康，增進老人福利為宗旨，當

時對老人的定義指年滿 70 歲以上之人。1997 年修法時，將老人定

義調整為年滿 65 歲以上之人；2007 年修法時，將宗旨調整為維護

老人尊嚴與健康，安定老人生活，保障老人權益，增進老人福利，修

法重點在於：增訂老人財產保護規定，禁止雇主對於老人員工予以就

業歧視，以及訂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措施，要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協助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或提供租屋補助，推動設置適合

老人安居之住宅，並以小規模、融入社區及多機能之原則規劃辦理等

（呂，2012）。

2014 年 6 月修正，以維護老人尊嚴與健康、安定老人生活、保

障老人權益、增進老人福利為立法宗旨；並規定應維護老人經濟安全，

提供老人必要之服務措施（如保健、醫療、復健、心理諮商、餐飲、

教育、法律、交通、家庭托顧、日間照顧、退休準備、休閒娛樂等），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及提供應有之權益保護措施。

此外，老人失智財產被侵占時有所聞，《老人福利法》第 13 條

提到老人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協助其向法院聲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原因消滅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協助進行撤銷宣告之聲請。有改定監護人或輔助

人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老人為相關之聲請。

前二項監護或輔助宣告確定前，主管機關為保護老人之身體及財產，

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並提供其他與保障財產安全相關服務。第

台灣呼應社會福利綱領於 1980 年制訂《老人福利法》，以宏揚

老人福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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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條乃政府提出來的辦法之一，就是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金融主管機關應鼓

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供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

款服務。住宅主管機關應提供住宅租賃相關服務。

《老人福利法》在 2020 年 5 月，總共修正 16 個條文。主要有

四部分 :

 1. 為鼓勵免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配合國家長

期照顧政策，發展多元、多層級服務型態，參與居家式及社區式

照顧服務資源布建，本次修法爰增訂第 36 條第 3 項，明定其辦

理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公告之項目及基準者，得接受補助，

俾擴大社區照顧量能，落實在地老化政策。

 2. 老人因被疏忽、虐待或遺棄發生危難時，縣市政府提供適當保護

及安置，並代墊因此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基於社會福利資源之使

用者付費原則，應由依民法互負扶養義務之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

屬返還代墊款項，爰追償對象由直系血親卑親屬擴大納入老人本

人及其配偶；惟考量部分返還義務人可能因生活陷困，或有其他

特殊事由未能負擔，亦同步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建立審查機制，

就其返還代墊費用予以減輕或免除，以兼顧衡平及照顧弱勢。

 3. 雖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原即對老人福利機構服務品質負有

監督之責，惟為周延維護老人權益，本次修法也增列地方主管機關

對於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服務對

象，得結合民間團體，借助外部力量，監督該機構之服務品質。

 4. 另針對老人福利機構倘因虐待、妨害住民身心健康、提供不安全

之設施設備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或有其他重大情事，致服務對象

死亡，嚴重影響住民生命安全與受照顧權益者，本次修法除加重

罰鍰額度外，亦明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並得令其停辦 1 個月以

上 1 年以下，以加強預防及遏止不當照顧情事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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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長期照顧 2.0 與老人福利組織

一 �.台灣的長期照顧計畫

台灣於 1998 年起陸續推動「建構長期照護先導計畫」、「新世

代健康領航計畫」、「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照顧服務福利及

產業發展方案」及「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等各項方案，積極因應高齡

化時代的來臨。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即針對不分年齡、身分別、

障別之身心失能，且有長照需求者，提供社區式、居家式及機構式等

照顧服務。長照需求日益增加，已成為各國政府與國民，需面對之重

大風險課題，世界衛生組織即曾建議先進國家應積極建立全國普及式

長照制度。

行政院於 2007 年 4 月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以下簡

稱長照十年計畫 1.0），意圖建構一個符合多元化、社區化、優質化、

可負擔及兼顧性別、城鄉、族群、文化、職業、經濟、健康條件差異

之長照制度，由衛政與社政單位共同提供失能者所需之居家服務、日

間照顧、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老人

餐飲、長照機構、交通接送、喘息服務，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

等服務，有需求之民眾可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經評估符

合資格者，即可獲得居家、社區或機構式等多元而連續之服務（簡、

陳，2014）。

長照十年計畫第一階段（2008~2011 年）為發展我國基礎服務

模式，第二階段（2012~2015 年）為健全長照服務資源網絡，並為

未來銜接《長期照護保險法》奠定基礎，第三階段推動長照保險之立

法，完備長照體系。台灣長期照顧服務優先發展居家式和社區式資源

並未改變，近十年來已培育許多優秀的非營利組織投入長照服務的領

域，《長期照顧服務法》自 2015 年 6 月制定，2017 年 6 月實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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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十年計畫 2.0，長照服務呈現多元創新且貼近老人與家屬需求

的做法。2017 年的調查因政府大力宣導長期照顧等生活照顧的福利

服務使用，65 歲以上老人對長期照顧福利措施項目的認知，以「居

家服務」知曉度最高占 65.1%，「ABC 服務據點（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占 22.8% 最低；想使用比率皆達四成五以上，其中以「居

家服務」49.6% 最高；不想或不需要使用的原因，以「希望由家人

照顧」及「沒有想過，到時候再說」，約在一成五到三成之間，另有

二成二不使用「日間照顧」是由於「不喜歡生活被打擾」（衛生福利

部，2019）。

二 �.老人福利服務事業

老人福利服務在台灣已有多年歷史，所謂老人福利服務事業，

泛指提供老人福利服務的所有營利與非營利事業。在長期照顧服務尚

未制度化發展之前，老人福利服務大多由公部門自己執行或透過契約

委託非營利組織承接服務。但自 2008 年政府推動長照十年計畫政策

後，長照服務之規劃以居家、社區服務為主，機構式服務為輔，政府

透過各種委託服務的模式鼓勵各非營利組織參與長期照顧服務與相關

方案，過去因長照 1.0 服務資源發展緩慢、各服務提供單位之間缺乏

整合，而且在服務使用項目缺乏彈性、服務可近性不強、服務時段難

回應照顧者需求、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需求未充分滿足等現實讓使用

者家屬降低使用意願（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2016）。2016 年政

府推出長照 2.0 將長照服務由 8 項擴增至 17 項服務，政策制定方向

希望以社區主義為基礎，改善服務使用上的結構問題，但現實面在建

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時，社會成本及公共財支出龐大，回應各階層需

求的老人福利服務單位仍顯不足。因此，2017 年政府挹注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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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照顧體系的完備與服務的多元開展面向，出現更多不同型態的

老人福利服務產業。長照 2.0 增加服務項目如下：

 1. 失智症照顧服務。

 2. 原住民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3.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5. 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

 6. 社區預防性照顧。

 7. 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之服務（如肌力強化運動、功能性復健自主

運動、吞嚥訓練、膳食營養、口腔保健）。

 8. 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

 9. 居家醫療。

在 2015 年之前，政府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將許多老人福利服務項

目包括長期照顧服務轉給非營利組織來提供，以致於針對不同的福利

服務，非營利組織可以根據自己的服務理念、發展策略與組織能量決

定是否要投標和進行服務的提供，當長照服務法通過之後，放寬可提

供照顧服務的申請對象，個人或團體企業也能申請。2016 年開始出

現更多元的複合式服務模式，自此開展不論組織團體或個人皆可申請

長期照顧服務執行的多元現象，有如春秋戰國時代諸雄崛起，不只使

用福利服務者選擇增加，也形成了更加自由的老人與長照福利服務市

場。本節以服務組織型態、服務對象、服務內容作為分類，有助理解

現階段蓬勃發展的老人福利服務事業。

� e 以組織定位為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的分類

隨著政府長照服務制度愈來愈完善，目前老人福利服務事業仍

以非營利組織型態為主，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大多延續先前政府委託的

老人福利服務方案和長期照顧服務項目，例如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