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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杜敏世博士談專業照護心得  

長期照護（以下簡稱長照）需大量人力投入；據專家小組估算，開辦一年需花

費五百億到六百億元，需要龐大資金。  

政府政策對長照的影響  

各國的長照做法大不同。台灣規畫的方案，主要是比照德國和韓國。德國在一

九九五年實施，韓國則是去年才開始推動長照全民納保。  

保費高低關係到服務內容的多寡；德國是全民納保，長照保費約為健保費的九

分之一，民眾可選擇實質照護或金錢補助；日本則是以四十歲以上國民為納保

對象，長照保費約健保費的六分之一，主要提供民眾實質的照護。  

僧醫會常照顧問、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常務理事杜敏世博士指出，長照

保險的實施細則還有待觀察，但對於落實長期照護計畫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開

始；對於社會上許多經濟弱勢的人來說，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由杜敏世博士經營的獎卿護理之家，年年獲得評選第一名，也是養護機構學習

的指標。杜博士自謙道，不論是護理之家的經營管理，或是老人的身心照護，

一切都還在學習中。  

即使本身具有公共衛生的學術背景，面對政策的行政規範還沒有到位的情況

下，業者往往只能邊做邊學邊修正；不論是硬體的二次施工，或是設備的更換，

都花費了很多物力資源。杜博士表示，政府政策在進步，養護業者也應該主動

配合；因為，每一次進步都將有助於長期照護觀念的落實。   

陪伴和照料生活起居  



獎卿護理之家不僅提供收容服務，也有護理人員到府的居家服務。對已經病弱

的僧伽而言，究竟是哪一種才最為適合？  

杜博士從需求面談起；她認為，應該從老化或失能的程度來判斷，差別是有沒

有可以在身邊全程照顧的人。舉例來說，一個人行動可以自如，只是沒有體力

做菜、洗衣服了，如果身邊有人力可以替代，例如僧伽可以透過同修來幫忙；

萬一同修也無法幫忙，那麼就可以申請居家服務達到同樣的照護功能。  

這種權宜方式，就可以讓法師們留在原居住地繼續生活，不必提早住到安養機

構。倘若已經生病或失能，就需要專業的醫療協助，住進養護機構就成為無法

避免的事實了。  

此外，專業護理人員和照顧人員也有不同。護理人員主要是負責醫療團隊，不

管是誰，只要生病了就必須有醫療團隊來照顧。一個好的養護機構更不能只有

照顧人員；因為，生病的時候更需要專業的飲食規畫。杜博士表示，由於政府

並沒有明確的罰責或獎勵制度，很多同業都是基於服務老人的榮譽感，努力為

長期照護這個領域做出口碑，也為高齡化社會的未來預做準備。  

分辨養護機構的指標  

既然老化生病是無法避免的事實，又應該如何選擇優質的養護機構入住呢？杜

博士建議，進到房間裡先聞聞氣味，保持清潔通風的空間就不會出現異味；氣

味也是檢視清潔做得夠不夠徹底的指標。  

高齡者的身體機能老化速度快，必須透過復健及職能治療來減緩；一旦有了這

些設備，就代表也會有復健人員進駐，可以為長輩設計課程，透過課程練習便

可有效減緩退化的速度。另外，還要看看平日的休閒活動內容，最好兼有體能

活動及心靈活動；雖然是住在機構裡，休閒內容也不能脫離高齡者本身的生活

經驗太遠。  

俗話說，老人孩子氣，滿足老人家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一環。舉例來說，有一



個老人家視力很差，但他最想做的是看書讀經，社工師就應該找人幫他朗讀；

這種細微的觀察和協助，可以大大溫暖長者的心靈。社工師不但負責招募志

工，也應讓社區的小朋友或中年婦女團體進到機構來表演給長輩們看，讓志工

「認養談話」──安排時間陪老人家聊天，增加老人家與外界的接觸機會。  

照顧好老人家的心情，當然更少不了要注意老人的健康，所以餐點都要個別量

身訂做；平日也要有藥師執行醫囑，按時給藥，這些都是專業並且重要的工作。 

除此之外，音樂治療和懷舊治療等活動，也可以帶給老人家身心上的愉悅感。

杜敏世博士強調，一個好的機構，不僅可以提供家庭所不及的專業照護，更應

注意老人家的情感需求，給老人福利和尊嚴的晚年生活，才是落實長期照護最

重要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