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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長期照護政策 

我國長期照護健康照護政策與法規發展主要可分為六階段 

 渾沌期階段  

 萌芽期階段  

 發展期階段  

 制度建構期階段  

 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 

 成熟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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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沌期階段(1985年以前) 

 健康照護 
 公布實施196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1973「兒童福利法」、

1980「老人福利法」，以及1980「殘障福利法」四項重要法案 

 奠定了台灣長期照護服務對象及服務架構的基礎 

 法案揭示失能的退除役官兵、特殊及身心不健全兒童、殘障者，以及弱勢老
人 

 若有需要醫療健康照護者可有醫療或復健及重建費用補助 

 社會照顧 
 196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已明訂對傷殘退除役官兵提供名為
榮譽國民之家的全日照顧就養機構。 

 隔年1965即實施「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生活指導管理辦法」，就
養機構可安排生活指導員協助照顧失能者。 

 「老人福利法」與「殘障福利法」則明訂興建適合老人住宅及設立殘障
機構以滿足失能者住的需要；公共交通費半價優待、休閒活動場所半價
優待。 

 「兒童福利法」則明訂政府對特殊及身心不健全之兒童應視其需要給予
特殊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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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階段(1986至1990年) 

 健康照護 

 1986年第一期醫療網「醫療保健計畫－籌健醫療網計畫」，積極規劃中老年病防治工作，以及推

動居家照護工作。 

 因此衛生署委託台北巿護理師護士公會推展居家護理實驗計畫，提供居家失能者醫療健康照護服務。 

 中央信託局也同意試辦將居家護理納入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範圍。 

 殘障福利法增列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傷殘者、植物人、老人痴呆患者，以及自閉症患者為

適法對象 (原法案僅包視覺,聽覺,言語機能,肢體殘障者, 智能不足及多重殘障者) 

 1990年「精神衛生法」公布實施，強調同時要提供機構與社區照顧給精障者，並推動整體性與連

續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 

 社會照顧 

 1988年「台灣省安老計畫－關懷資深國民福利措施」 

 各縣市政府以此依據獎助興建老人公寓、宣揚孝道及鼓勵家庭奉養、積極拓展日間託老與居家服務，

以及激勵老人參與社會福利服務，以達老人健康、志趣、康樂、服務與安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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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期階段(1991至1993年) —(1) 

 健康照護 

 1991年衛生署推動第二期醫療網「全國醫療網第二期計畫」 

 繼續中老年病防治第二期五年計畫，且特別強調推動復健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1992年公布實施「護理人員法」授權護理人員開設護理機構，「護理人員法實

行細則」則明訂安置失能者的護理之家機構為護理機構之一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將護理之家分為一般與精神護理之家兩類。發展至此，衛生

主管機關已建立其主導的居家護理與護理之家機構兩類之長期照護服務基礎。 

 1993年衛生署也提出「國民保健計畫」奬勵提供長期照護服務及設置機構服務

失能者。 

 1993年修訂「兒童福利法」及成立兒童局，明訂政府對發展遲緩及身心不健全

之特殊兒童，需提供早期療育與醫療之特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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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期階段(1991至1993年) —(2) 

生活照顧 

 1992年「就業服務法」公布實施，雇主可聘僱外國人在境內從事家

庭幫傭 

 同年勞委會開始引進外籍看護工協助照顧家庭未滿12歲子女或年滿70歲

以上的長輩。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實施「榮民就養安置發展計畫」以落實

榮民後續醫療照護及就養服務。 

 「兒童福利法」修訂首度明確提出政府視需要給予發展遲緩及身心

不健全之特殊兒童早期療育、醫療及就學之特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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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構期階段(1994至1997年) —(1) 

 健康照護 

 1994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健保局公告全民健保慢性疾病範圍 

 居家照護作業要點 

 試辦安寧居家療護納入給付 

 將護理之家住民納入居家照護的給付範圍。 

 1994衛生署委託辦理長期依賴呼吸器患者的居家與機構照護服務 

 1995衛生署推展癌末患者機構式的安寧療護 

 1995衛生署獎勵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1995衛生署於四家醫院試辦出院準備服務 

 1997衛生署推動第三期醫療網計畫 

 特別強調加強發展長期照護服務，讓需要者可適時於適當的醫療院所診療並可獲得持續性社區照顧 

 1997發表「衛生白皮書－跨世紀衛生建設」亦將長期照護列為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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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構期階段(1994至1997年) —(2) 

 生活照顧 

 「老人福利法」修訂需成立老人福利促進委員會負責協調、研究、審議、
諮詢及推動老人福利 

 兒童與殘障福利促進委員會早在渾沌期階段已成立。 

 負責審議精神疾病防治事項的精神疾病防治審議委員會也在萌芽期「精神衛
生法」公布實施時即成立，因此制度建構期與失能者有關的業務促進委員會
皆已成立。 

 「老人福利法」修法時明訂老人照顧服務含括餐飲服務，亦首次提出居
家照顧、家務服務、居家環境改善...等居家式照顧服務，鼓勵三代同堂，
實施老人保護措施。 

 「殘障福利法」修法內容更為完善，納入慢性精神病患；身心障礙者服
務包括居家照顧、家務助理、送餐到家、居家環境改善...等居家式服務，
以及日間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交通服務...等社區式服務。 

 內政部也在此階段開始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以整合社區資源推動社會
福利。在制度建構期長期照護各項日常生活的社會照顧服務日趨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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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1998至2006年) —(1) 

 健康照護 

 1998~2001衛生署提出「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 

 獎勵設置護理之家及日間照護中心，待三年計畫完成長期照護資源缺乏狀況可紓解，即可普及機構

式照顧。 

 衛生署也擴大辦理「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期藉此建立急慢性醫療與長期照護間良好的轉介管道 

 2004年全面推動地區教學以上醫院辦理「出院準備服務計畫」，以落實持續性照護。 

 2001年衛生署推動第四期醫療網「新世紀健康照護」將長期照護列為重點工作 

 2005年衛生署辦理第五期醫療網「全人健康照護計畫」 

 規劃健全社區化長期照護及身心障礙醫療復健網絡。 

 1999年衛生署與內政部共同召開長期照護跨部署會議，共同推動長期照護業務 

 2000年行政院在社會福利推動小組下，成立跨部會長期照護專案小組，推動「建構長期照護體系三

年計畫」統籌規劃我國長期照護藍圖 

 2001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集內政部、衛生署、原住民委員會、農業推廣委員會等相關部會推

動「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但此方案強調社會照顧服務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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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1998至2006年) —(2) 

  生活照顧 

 內政部在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從1998至2007共辦理三期的「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以完成加強老人生活照顧、維護老人身心健康、保障老人經濟安全及促進老人社會參與的方案目標。 

 第二期方案與經濟建設委員會「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相互配合。 

 「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從2002至2007年共辦理兩期，該方案主要推動針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的照顧服務相關事業，結合福利與產業的發展建立照顧服務事業相關的軟硬體。 

 1980年「殘障福利法」即已經強調鼓勵設置機構，但卻直到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的1999年才實施「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遴用標準及培訓辦法」 

 2004年實施「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以確保殘障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

服務人員的品質。 

 但卻到了成熟期階段的2007年才實施「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在資源快速發展期階段中，2000年開始全面老人福利機構評鑑，2002年開始榮譽國民之家的評鑑；而殘

障福利機構的評鑑則早在1982年即開始。一般護理之家的評鑑卻直到2009年成熟期才開始。 

 我國長期照護政策的發展對於機構服務人員的資格及訓練，以及機構的服務品質關注時間較晚，也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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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至2007年三期「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三期的具體成效 

 1998年成立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連線 

 2003年完成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制度 

 2004年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納入居家服務補助對象 

 不再侷限僅補助低收入者 

 失能者居家服務將從殘補式福利轉換為普及式福利 

 該方案亦著力於民間資源投入、志工參與長期照護服務 

 開始提供家庭支持服務，以提升照顧者的照顧能力並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例如家庭照顧者訓練研習與成立支持團體 

 在各地鼓勵民間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推廣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 

 社區關懷據點亦結合照顧管理中心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

健康促進等多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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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至2004年「新世紀健康照護」 

衛生署推動第四期醫療網將長期照護列為重點工作 

 辦理「補助醫院參與安寧居家療護納入健保給付試辦計畫」。 

 繼續試辦長期照護「單一窗口」制度，成立「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

心」 

  補助辦理「發展遲緩兒童聯合鑑定中心」計畫，有助早期發現及治

療 

 

12 



2002至2007年「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 

「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兩期的具體成效 

 2002年開始在各縣巿政府成立照顧服務推動小組及照顧管理中心 

 2002年亦開始輔導地方政府設置「輔具資源中心」及「醫療復健輔

具中心」 

 2003年統一居家服務員與病患服務員為照顧服務員 

 2003年內政部開始補助日間照顧之交通費以推動日間照顧服務 

 2005年統一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與照顧管理中心，定名為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 

 2006年1月起正式實施「外籍看護工審核機制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

接軌方案」，期待以本國人力取代外籍看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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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階段(2007至2010年) —(1) 

 健康照護 

 2007年修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人福利法」與「精神衛生法」更

加完備失能者的醫療健康照護與社會照顧服務 

 尤其特別強調復健服務的提供，進而也同時將失能者的照顧者納入照顧對象。 

 2007年行政院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該計畫服務對象以年齡範圍界定，包括65歲以上、55至64歲山地原住民失能者及50至

64歲身心障礙者，失能程度愈高政府補助愈多。 

 提供健康照護服務包括居家護理及居家復健(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 

 2008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開始會同衛生署及內政部積極規劃長期照護保險。 

 2009年衛生署即成立「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 

 該小組初步規劃全民強制納保，凡保險對象因身心功能限制，導致日常生活需由他人協助

或照顧且持續超過六個月則可視為具有長期照護服務需要，則可視其評估結果給予合適的

長期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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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階段(2007至2010年) —(2) 

  生活照顧 

 「老人福利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同時修法完備健康照護與社會照顧服務項目 

 提出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老人福利法」修法重點為明訂協助老人獨立生活，應由專業人員評估，協助老人取得生活輔具 

 提供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照顧者訓練及研習、照顧者個人諮商及支援團體、資訊提供及協助

照顧者獲得服務、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以協助失能老人之家庭照

顧者 

 為有需要的老人辦理財產信託服務 

 這次修法詳細說明老人照顧服務應依據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及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 

 老人照顧服務包括居家式、社區式與機構式服務，而且機構式服務應以結合家庭及社區生活為原則，

並得支援居家式或社區式服務。「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亦將提供家庭照顧身心障礙者支持性服

務列為修法重點。 

  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實施「國民年金法」 

 成立「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籌備辦理長期照護保險亦是成熟期的三大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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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沿革 
民國 69 年 1 月 11 日 民國 86 年 5 月 31 日 民國 91 年 5 月 31 日 民國 96 年 1 月 12 日 民國 98 年 6 月 12 日 

較沒有積極作為 1.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
專責單位或置專責
人員 

2. 成立老人福利促進
委員會 

3. 專業訓練老人福利
專業人員素質。 

4. 成立長期照護機構，
其設立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涉及醫事服務者，
會同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 

此次修法主要因應廢
省之後主管機構的轉
移 

1. 提供原住民老人服務及照顧者，應優
先遴用原住民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人。 

2. 至少每五年舉辦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3. 對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
自己事務之老人，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之聲請，宣告禁治產。 

4. 有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失能老人，
應依老人與其家庭之經濟狀況及老人
之失能程度提供經費補助。 

5. 為協助老人維持獨立生活之能力，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
服務： 

  一、專業人員之評估及諮詢。 

  二、提供有關輔具之資訊。 

  三、協助老人取得生活輔具。 

6.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獎勵研發老人
生活所需之各項輔具、用品及生活設
施設備。 

7. 雇主對於老人員工不得予以就業歧視 

8. 為協助失能老人之家庭照顧者，提供
下列服務： 

  一、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 

  二、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三、照顧者個人諮商及支援團體。 

  四、資訊提供及協助照顧者獲得服
務。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
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9. 首次提供復健服務並將服務分為居家、
社區與機構服務 

10.財產信託服務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而無法表達者，
法院得因主管機關之
聲請，為監護或輔助
之宣告。 

無法定扶養義務人之
老人經法院宣告禁治
產者，其財產得交付
與經中央目的主管機
關許可之信託業代為
管理、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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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沿革 
69年5月20日 79年1月12日 84年5月23日 86年4月18日 90年10月31日 96年6月5日 

1.設立殘障福利
促進委員會 

2.精神病患者之
維護及福利設
施，另以法律
定之。 

1.增加適法對象： 

七、重要器官失
去功能者。 

八、顏面傷殘者。 

九、植物人、老
人痴呆症患者。 

十、自閉症者。 

  

2.不得以殘障為
理由，拒絕入
學、應考、雇
用或予其他不
公平之待遇 

3.每十年應舉辦
殘障人口普查 

加入慢性精神病
患 

1.更名為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 

2.建立完整居家與社
區服務，尤其提到
早期療育 

適法對象增加多重障
礙者 

3.至少每三年定期於
十二月舉辦身心障
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出版統計報告。 

4.行政院每十年辦理
全國人口普查時，
應將身心障礙者人
口調查納入普查項
目。 

5.建立個別化專業服
務制度，經由專業
人員之評估，依身
心障礙者實際需要
提供服務，使其獲
得最適當之輔導及
安置 

1.應設立或輔導民間設
立身心障礙復健研究發
展中心 

2.增加、頑性（難治型）
癲癇症者及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
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者。 

3.陪伴者一人進入收費
之公立風景區、康樂場
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
障礙手冊應予免費 

1.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 

2.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
類別、程度、家庭經濟
情況、照顧服務需求、
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
與需求等因素為之 

3.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
限最長為五年 

4.醫院與要為身障者做
出院準備服務及開特別
門診 

5.家庭照顧身心障礙者
之能力： 

一、臨時及短期照顧。 

二、照顧者支持。 

三、家庭托顧。 

四、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五、其他有助於提昇家
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
品質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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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服務對象為失能者 

以年齡範圍界定 

 65歲以上 

 55至64歲山地原住民失能者 

 50至64歲身心障礙者 

失能程度愈高政府補助愈多  

 服務內容 

居家型及社區型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服務 

 提供輔具購買或租借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以喘息服務支持家庭照顧者 

住宿型 

長期照護住宿型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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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期照護保險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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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發展特點(1) 

 由照顧老人及身障者陸續擴及更多身心功能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相關法規在四次修法中增加適法對象包括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傷殘者、植物人、老人

痴呆症患者、自閉症者、慢性精神病患、多重障礙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1997年老人福利法也將適法對象由70歲以上調降為65歲以上。 

 由機構式服務為主至強調社區式與居家式服務 

 無論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相關法規、兒童福利相關法關，早期法規內容著重在機構式照顧，但受去

機構化潮流的影響，逐漸注意到居家式服務的重要性，但又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近年來著重發展社區

式服務。 

 由服務符合社會求助對象轉換強調專業評估個別化需要提供服務 

 我國早期福利法規以提供殘補式福利服務為主，近年來則轉換需由專業人員視個案失能程度、家庭經濟

情況、照顧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進行評估，並提供滿足其個別化需要的服務。 

 由只注重提供服務到關注到服務人員與機構服務的品質 

 我國1999年以後開始陸續頒布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以及老人福利機構的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培

訓辦法。長期照護機構服務品質確保機制則始於2000年陸續開辦的機構評鑑，除殘障福利機構評鑑早在

1982年開始之外。因此長期照護政策愈來愈關注服務人員資格與訓練，以及機構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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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發展特點(2) 

 由只聚焦失能者到開始關心失能者的照顧者 

 早期法規或政策只著重在失能者本身，未考慮到幾乎終日照顧失能者的照顧者。2001年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修法「陪伴者一人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手冊應予

免費」，這是我國福利法規第一次出現非失能者本身的福利服務。2007各項福利法規的修法則明

訂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 

  由各部會單獨打拼進展到跨部會合作 

  回顧長期照護政策的發展由內政部開始奮鬥，接著衛生署持續的積極作為，2000年行政院社會

福利推動小組成立跨部會小組推展長期照護業務。2001年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集內政部、衛生署、

原住民委員會、農業推廣委員會共同推動照顧服務產業。 

 由公部門資源為主的服務到注入更多民間資源投入 

 由長期照護政策發展來看，早期長期照護相關服務主要以公部門預算為主，但2000年之後長期照

護政策導向鼓勵民間資源投入照顧服務產業，也提倡志工加入長期照護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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