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方能道隆，如何協助僧伽得

到充分的醫療照顧，讓全心奉

獻佛教的僧伽莊嚴走過這一世，為僧

伽醫護基金會（簡稱僧醫會）創辦緣

起。目前僧醫會積極籌設全亞洲首座

占地13.1公頃的「佛教僧伽安養如意

苑」，並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歲

末感恩消災祈福法會」上透過問卷，

蒐集參與法會的僧伽對未來年老後的

照顧期待，發現到多數僧伽皆期待入

住「佛教僧伽安養如意苑」，此亦凸

顯長期照顧對僧伽老後安身立命的急

迫需求，故本會特別針對長期照顧議

題企劃六個主題，陸續於今年會刊連

載介紹，提供給全國僧伽更多長照相

關資源及資訊以利隨時使用。

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已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三讀通過，

其中該修正條文中增加遺產及贈與稅

（以下稱遺贈稅）、菸稅為長照擴大

財源，並保障現行長照機構營運模

式，強化長照 2.0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體系發展，而「長期照顧服務法」也

於 2016 年 6月正式施行。

為延續及補足長期照顧 1.0 政策施

行的不足，新版長期照顧 2.0 期待實

現在地老化，結合健康照護體系，培

訓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與長期照顧團

隊，提供多元連續的綜合性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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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體系。以下將分別簡介長照 1.0

及 2.0 所提供的服務：

一、何謂長期照顧1.0

根據 2006 年 6 月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公布人口中推計顯示，至 2026

年老人人口比率將達到 20.6％，即每

5 個人中就有 1 位老年人（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 , 2006）。隨著老人人

口的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的

盛行率呈現急遽上升趨勢；這些功能

障礙者或缺乏自我照顧能力者，除健

康與醫療服務外，還需要更廣泛的長

期照顧服務。為滿足日漸增多的老人

人口對於健康醫療與長期照顧需求，

已發展國家無不積極推動長期照顧服

務。

2006 年政府即進行「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規劃（通稱長照1.0），期以「在

地老化」為原則，建構了許多居家服

務、社區服務的據點與資源，希望提

供民眾除了外籍看護與機構以外的照

顧選擇，以減少人力與經濟負擔、善

用社會資源。

所謂「長期照顧」，係為滿足老化

導致之照顧需求，故以老人為主要服

務對象；但考量個人之老化經驗不同，

除以 65 歲年齡為切割點外，亦需將因

身心障礙、地區等因素致使提早老化

而需照顧之對象一併納入，包含 55 歲

至 64 歲的山地原住民，以及 50 歲至

64 歲的身心障礙者，期待經由長照體

系的建置，提供有照顧需求的失能民

眾多元而更妥適的照顧服務措施，增

進其獨立生活能力及生活品質，維持

尊嚴與自主的生活，以達在地老化的

目標，並支持家庭的照顧能力。

17310P0254.032-036-長期照顧_0314.indd   33 2017/3/18   上午1:21



3 4
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一）服務原則

1. 給付型態以實物給付（服務提供）

為主，現金給付為輔，並以補助失能

者使用各項照顧服務措施為原則。

2. 依民眾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

提供合理的補助。失能程度愈高者，

政府提供的補助額度愈高。

3. 失能者在補助額度內使用各項服務

，需部分負擔經費。收入愈高者，部

分負擔的費用愈高。

（二）失能程度分為以下三級：

1. 輕度失能：一至二項ADLs（註1）失

能者，僅IADLs（註2）失能之獨居老人。

2. 中度失能：三至四項ADLs失能者。

3. 重度失能：五項（含）以上ADLs失

能者。

（三）依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不同補

助標準：

（四）服務流程、項目及補助內容

1. 服務流程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輸送體

系為有長照服務需求者向「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申請，照顧管理人員會派

員到宅進行訪視評估，經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評估後即可獲得長照服務；經

評估非長照服務需求者，則協助連結

或轉介其他社會資源。

向「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

派員到宅進行訪視評估

協助連結或轉介
其他社會資源

獲得長照服務

評估後符合評估後不符合

註1：所謂的ADLs（日常生活功能活動），

指如進食、移位、室內走動、穿衣、

洗澡、上廁所等。

註2：IADLs（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指如

做家事、清洗、烹飪、洗衣、購物、

理財、室外行動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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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  補 助 內 容

(1)

照顧服務

（包含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家庭托

顧服務）

1. 依個案失能程度補助服務時數：

●輕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 25 小時；僅 IADLs 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比照此標準辦理。

●中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 50 小時。

●重度：每月補助上限最高 90 小時。

2. 補助經費：每小時以 180 元計（隨物價指數調整）。

3. 超過政府補助時數者，則由民眾全額自行負擔。

(2) 居家護理
除現行全民健保每月給付 2 次居家護理外，經評定有需求者，每月最

高再增加 2 次。補助居家護理師訪視費用，每次以新台幣 1,300 元計。

(3) 社區及居家復健
針對無法透過交通接送使用健保復健資源者，提供本項服務。每次訪視費

用以新台幣 1,000 元計，每人最多每星期 1 次。

(4)

輔具購買、租借及

住宅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

每 10 年內以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但經評估有特殊需要者，得專案

酌增補助額度。

(5) 老人餐飲服務
服務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含僅 IADLs 失能且獨居老

人），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一餐，每餐以新台幣 50 元計。

(6) 喘息服務

1. 輕度及中度失能者：每年最高補助 14 天。

2. 重度失能者：每年最高補助 21 天。

3. 補助受照顧者每日照顧費以新台幣 1,000 元計。

4. 可混合搭配使用機構及居家喘息服務。

5. 機構喘息服務另補助交通費每趟新台幣 1,000 元，一年至多 4 趟。

(7) 交通接送服務
補助重度失能者使用類似復康巴士之交通接送服務， 

每月最高補助 4 次（來回 8 趟），每趟以新台幣 190 元計。

(8)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1.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

活費 1.5 倍之重度失能老人：由政府全額補助。

2.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

低生活費 1.5 倍之中度失能老人：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如確有進住必

要，亦得專案補助。

3. 每人每月最高以新台幣 18,600 元計。

2. 項目及補助內容

二、何謂長期照顧 2.0

  需求長期照顧來自於諸多不同原因

造成，而主要原因不外 3 大類：疾病

（先天、後天）、意外事件，以及老

化衰弱後而形成的失能、失智。失能

失智照顧需求又可依程度分為輕度、

中度、重度。經預估台灣全人口 2016

年的失能率約為 3.45％，2025 年失能

率則達到 4.40％。換算人數目前台灣

約有 80 萬人需要不同程度的長期照

護，65 歲以上大約占 50 萬人左右，

30 萬人為 65 歲以下的民眾，故顯示

出失能不是老年人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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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 1.0」近十年僅 17 萬～ 18 萬

人接受服務，所提供的服務對象大多以

失能的高齡者為主，為了要彌補「長照

1.0」的限制，「長照 2.0」針對 1.0 的

缺失與不足作了以下項目調整：

（一）服務對象的擴大

1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2  55 歲以上平地原住民

3  49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

4  65 歲以上衰弱者

（二）服務項目增加

除彈性與擴大 1.0 之 8 項服務，另

創新、整合下列 9 項，延伸至 17 項

服務。

1 失智症照顧服務

2 原住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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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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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級式社區照顧

長照 2.0 串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Ａ級）」、「複合型服務中心（Ｂ

級）」、「巷弄長照站（Ｃ級）」，

針對當地民眾需求進行協調與提供，

並逐步擴充服務內容；適用對象包含

50 歲以上失智患者、55 歲以上平地原

住民、49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65 歲以

上衰弱者，相關需求者經照顧管理中

心專員評估失能情況，擬定照護計畫。

三、結語

如果您或家人有長期照護需求，可

撥打「長期照護幫您專線 412-8080

（ 幫 您 幫 您 ）」、 也 可 手 機 撥 打 

「02-412-8080」或至各縣市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諮詢所需的長期照護資

訊。服務內容包含：居家護理、社區

及居家復健、喘息服務、照顧服務、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老人營養餐飲服務、長期照

顧機構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全國單

一長照專線 412-8080（幫您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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