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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困難與可能性：

長照2.0底下獨老照護困境的反思與可能

主持人 黃朝慶 副校長
報告人 林益仁 副教授

蔡博方 副教授
郭政宏 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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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老需求 ( 三個場域的困境 )

暖暖

大安

尖石

照護系統未有效運作

照護資源未能有效對應需求

照護政策未能滿足原鄉脈絡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政策底下老人主體性的切割)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 政策底下老人主體性的切割 -以「老人福利法」第三條為例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權益保障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老人預防保健、心理衛生、醫療、復健

與連續性照護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教育、老人服務之人才培育與高齡

化社會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老人就
業促進及免於歧視、支援員工照顧老人家屬與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五、都市計畫、建設、工務主管機關：主管老人住宅建築管

理、老人服務設施、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事宜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六、住宅主管機關：主管供老人居住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

規劃及推動事項。

七、交通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行人與駕駛安

全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八、金融主管機關：主管本法相關金融、
商業保險、財產信託措施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九、警政主管機關：主管老人失蹤協尋、預防詐騙及交通安全宣

導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十、消防主管機關：主管本法相關消防安全管理之規劃、推動及

監督等事項。
十一、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中央

地方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 政策底下老人主體性的切割 -以「長期照護服務法」為例 )

第四條（中央主管機關之掌理事
項）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掌理：
一、依提供長照服務，制定全國性長照政
策、法規及長照體系之規劃、訂
定及宣導。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長照之
監督及協調事項。
三、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保障之規劃。
四、長照機構之發展、獎勵及依第三十九
條第三項之辦法所定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之評鑑。

五、跨縣市長照機構之輔導及監督。
六、長照人員之管理、培育及訓練之規劃
。
七、長照財源之規劃、籌措與長照經費之
分配及補助。
八、長照服務資訊系統、服務品質等之研
發及監測。
九、長照服務之國際合作、交流與創新服
務之規劃及推動。
十、應協調提供資源不足地區之長照服務
。
十一、其他全國性長照服務之策劃及督導

第五條（地方主管機關之
掌理事項）
下列事項，由地方主管機關掌
理：
一、提供長照服務，制定轄內
長照政策、長照體系之規劃、
宣導及執行。
二、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長照政策、法規及相關規劃方
案。
三、辦理地方之長照服務訓練
。
四、轄內長照機構之督導考核
及依第三十九條第三項之辦法
所定應由地方
主管機關辦理之評鑑。

五、地方長照財源之規劃、籌
措與長照經費之分配及補助。
六、獎勵轄內發展困難或資源
不足地區之長照機構。
七、其他屬地方性質之長照服
務事項。

第六條（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
責劃分）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教育主管機關：長照教育、人力
培育及長照服務使用者體育活動、運
動場地及設施設備等相關事項。

二、勞工主管機關：長照人員及個人
看護者之勞動條件、就業服務、職業
安全衛生等事項，與非為醫事或社工

專業證照之長照人員，及個人看
護者之訓練、技能檢定等相關事項。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
：退除役官兵長照等相關事項。

四、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長照機構之建築管理、公共設施與建築
物無障礙生活環境及消防安全等相關

事項。

五、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
族長照相關事項之協調、聯繫，並協
助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長照服
務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應
用等相關事項。

七、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各該
機關有關之長照等相關事項。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 政策底下老人主體性的切割 -以「長期照護服務法」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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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單一的政策，不同的場域)

政策場域/個人

場域或個人條件高
於政策標準，但仍
有照護需求。

無法滿足

政策所提供之照護
，無法滿足場域或
個人之需求。

無法適用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 長照視野外的高齡照護需求 ) 

失智

失能

失依

長照2.0

衛生局

社會局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福利諮詢

服務轉介



65歲以上

獨居，無直系血
親居住本市

夫妻同住，無直
系血親居住本市

有同住者

無照顧能力

經常不在

無照顧義務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失依與獨老)



凡符合以下條件，經老人服務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列冊服務：

1. 年滿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者，列入獨居。但若長
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列入獨
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1週內有連續3天（含3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居，但間歇性不在者，
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 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居。

（摘引自大安社福中心網頁）

【列冊低收獨老：94，列冊非低收獨老：496】

一、獨老需求與困境
（失依與獨老)



時間 : 2018-08-30

•「長照2.0底下的高齡照護：現
狀與困境」工作坊

主講人&與談人

• 主講：大安社福中心 蔡主任&華山大安站 李站長

• 與談：子計劃一助理政宏、子計劃二助理小豆

活動成果

• 與公部門、NGO交流對獨老現象的界定與觀察

• 共同思考如何面對獨老照護的各種現狀與困境

二、困境角色者的對話：
NGO、地方政府、人社團隊



二、困境角色者的對話：
NGO、地方政府、人社團隊

人力限制

資源限制

社會觀感困境

NGO GOV

HSP



服務給付方式改變

長者的各種實際需求

居服員的工作辛勞

照護資源的過度飽和

長者可以有各種選擇

單位面臨經營壓力

VS. VS.

二、困境角色者的對話 (人力與資源限制 )

人力限制 資源限制



給我悲慘，其餘免談-1

義工只想關懷悲慘獨老

其他獨老的需求被忽視

給我悲慘，其餘免談-2

頻繁關懷悲慘獨老

悲慘案家成為動物園

VS. VS.

二、困境角色者的對話 ( 社會觀感 )



憑什麼接受幫忙？-1

幫助卡在中間的長者
（例如窮得只剩房）

幫忙造成社會觀感不佳

憑什麼不接受幫忙？-2

長者就應該接受幫助
（必須展演為卑微）

不接受就會被汙名化

VS. VS.

二、困境角色者的對話( 社會觀感 )



三、反思

政府資源的申請、運用與回應

我們不是要對各種政策切割下的
殘餘範疇補不足，而是要讓人們
重新看到老人的主體性

以期待與尊嚴，代替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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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一

玫瑰堂

展齡中心

新媒體

企業

文創品牌

社福
中心

老福
中心

華山
大安

伊甸基金會 長照中心

衡山行善團

社區關懷據點

慈濟基金會

愛飛揚關懷協會

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健康服務中心

催媽媽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四、轉變與可能 (互助支持網絡)



四、轉變與可能

經濟

醫療

生活

大眾
教育



企業

完整職前訓練設計

職前訓練陪伴制度

訓練期間支付全薪

無年齡限制

無性別限制

子一

社福
中心

健康
中心

華山
大安

四、轉變與可能 (經濟)



子一 定期固定陪伴企業

期待獨老最需要的

社福
中心

華山
大安

四、轉變與可能 (生活）



北醫 高齡整合門診子一

社福
中心

健康
中心

華山
大安

四、轉變與可能 (醫療)

周全性評估

減少多重用藥

避免藥物副作用

降低疾病間交叉影響



子一無法開口的困境 合作

地方
政府

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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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變與可能 (大眾教育）

網紅

社會大眾

溝通



五、以尊重替代同情的支持體系

社會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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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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