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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照顧者視角看長照 3.0」研討會 

保障家庭照顧者四權：經濟權、工作權、喘息權、參與權 

請問總統五訴求：長照安排假、機構照顧補助、全責照護、周休一日喘息服務、經濟安全 

 (台北訊)面對高齡化、少子化、家庭功能崩解、勞動力短缺趨勢，國人如何共渡長照海嘯？展

望未來長照制度，有哪些應該修正或補強的問題？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總)今(13 日)

舉辦「從家庭照顧者視角看長照 3.0研討會」， 邀請長照、婦女、勞工、法律、財務專家及團體跨

界對話，從觀念、政策、服務等三面向，提供建言，衛生福利部長照司祝健芳司長並蒞臨致詞。 

長照 2.0 給付新制自 107 年上路，目前全國約八十萬失能、失智、身心障礙者，其中近二十五

萬人聘僱外籍看護工，約十萬人入住機構，約十三萬人使用長照 2.0 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家庭托顧等)，約三十萬人主要仰賴家人照顧。根據衛福部「老人之主要家庭照顧者調查」發

現，女性占 61.0%，男性占 39.0%，平均照顧 7.8年，每天平均照顧 11.1小時，每位家庭照顧者平

均照顧 1.1人，其中「未滿 55歲」占 34.9%，「55~64歲」占 27.7%，總計 65歲以下仍具勞動力的

家庭照顧者近六成三。高齡長照不僅是個人與家庭的風險，也是國家與企業勞動力的重大危機。 

開場邀請了四位家庭照顧者現身說法，包括「一打三」照顧中風先生、失智父親罹癌母親，還

得兼顧孩子的黃女士，四十歲的阿寰照顧雙親達 13 年，差點因照顧被解僱的小草、負擔不起失智

母親住機構但自己健康也亮紅燈的獨子阿龍。本身也是資深照顧者的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安老所所

長陳維萍指出，平均近十年的長照歷程，是在慌亂、適應、穩定、下一次病情變化，不斷滾動朝重

度失能發展的歷程，家庭照顧「不是悲情而是權利，不是個案是通例」，長照制度設計應保障民眾

免於恐懼，以也必須正視「照顧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義務」，服務設計更多元並具彈性。 

長照制度應兼顧受照顧者與照顧者之權益與生活品質。政治大學社工研究所教授王增勇認為，

國家的長照制度設計應保障家庭照顧者的基本「四權」：經濟權、工作權、喘息權、參與權。王增

勇建議建立完善的家庭照顧者經濟安全制度，並將個案管理權應適度下放給家庭照顧者參與，甚至

由家庭照顧者主導個案管理（Consumer-driven），更能貼近實際需求。 

在觀念面，家總秘書長陳景寧分析，長照 2.0利用率仍有限，除了不知道、不能用(資格不符)、

不好用以外，還有受制於孝道傳統「不想用」或「不敢用」等情況，家總因此近年來發展「長照四

包錢」、「家庭照顧協議」等線上指引工具，除提升民眾管理照顧計畫的知能，也希望翻轉觀念，建

立「長照 2.0 新家人關係」，從個人、家庭、國家、職場、社區、社群等六個面向強化照顧安全網

絡由公共服務與專業人員取代無法照顧的舊家人，減少照顧事件對個人生涯的風險與衝擊。 

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陳正芬則從「十分鐘照顧圈」的實驗經驗，點出長照 2.0的困境，所謂「社

區整體照顧服務」，應該是以社區為基地、以人際關係為本發展服務，但長照 2.0 採計次、計項、

論量計酬模式，造成服務斷鏈，甚至出現服務提供單位搶重度失能個案、而復能照護得愈好，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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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愈低，但給付金額反而卻被砍的怪現象。陳正芬建議，為立基於預防以及全人服務，下一階段

可選區域試行「論人計酬」模式。 

時值 2020總統及立委大選。家總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郭慈安

則代表家庭照顧者提出《請問總統》五大政策訴求，包括： 

一、法定「長期照顧安排假」：每位受僱者一生面對一位家人有長照需求期間，得享法定 30天的六

成薪假及 150天的無薪彈性休假，保障「照顧不離職」，「免於因照顧而被解僱的恐懼」。 

二、機構照顧納入「長照四包錢」選項：家庭可因應不同失能階段、家庭照顧人力、就業狀況、經

濟條件等情況，自行選擇居家、社區式或機構住宿式照顧。 

三、健保全面推行「全責照護」：全民健保可合理調整保費，支應醫院全面培訓、納管看護人力，

解決民眾在家人住院期間，必須請假照顧、高價聘僱看護且品質良莠不齊的窘境，亦能提升病

患照顧品質、降低院內感染風險、釋出更多照顧服務人力。 

四、「周休一日」喘息服務：以「周休一日」為目標，提供家庭照顧者、外籍看護工無差別喘息。

把選擇權還給照顧者，推動「互助喘息」給付制度；喘息服務人力分級、發行「喘息券」，鼓

勵創新服務進場。 

五、保障家庭照顧者經濟安全：包括照顧者津貼、年金制度等，減少家庭照顧者因承擔照顧責任而

貧窮化的風險。 

研討會現場因應選戰與年節氣氛，設置了「長照許願牆」，提供與會者寫下對長照制度改革的意

見，並呼籲各政黨拚選舉，別忘了全國數百萬關心長照政策的選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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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四位家庭照顧者開場經驗談 

1. 一打三的秋瑾(65歲/獨生女)，談到當初先生突中風倒下，孩子還小，我必須兼顧照顧、家庭、

工作，有段時間來往奔波在醫院和公司間，所幸有保險協助，讓我在經濟上不至於被擊潰，也

讓我撐過一段最慌亂的時間。但漫漫長路，除了先生，我還有中風失智的父親，還有罹患癌症

的母親，面對一打三的生活讓重思必須要改變，經過長照中心的協助，順利申請到長照服務，

有了居家服務員的協助，讓我有機會喘息。雖然孩子大了，但長照花費很高，我常思考為何政

策限制那麼多？經濟支持那麼少？年滿 65歲的我是無法請領「照顧者津貼」。 

 

2. 照顧雙親長達 13 年的阿寰(42 歲/次子)，曾從事電子業，但父母洗腎必須經常請假陪診，隨

著雙親病情加劇、失能失智，無奈只好離職。但蔡先生說，如果知道有長照資源和長照安排假

可運用，重新選擇，我會努力「照顧不離職」。 

 

3. 現任文職工作，也曾面臨「離職照顧」抉擇的小草(48 歲，長女)，照顧中風母親已 2 年，起

初驚慌失措，媽媽住院期間需要經常請假，而主管卻冷言冷語刁難，讓她身心俱疲，但考量自

己的未來，還是繼續苦撐。但小草說，如果有「全責照護」，那麼我就不用擔心工作了。 

 

4. 目前從事金融產業的阿龍(45歲/獨子)，照顧失智母親已近十年時間，媽媽生病倒下之初最慌

亂，曾離開職場一段時間。郁先生無奈說，曾遇過沒有留職停薪制度的公司，要求離職若再回

到公司，年資必須重新計算。身為獨子的他，現在每天下班後，必須立刻趕回家照顧，雖然上

班日白天使用居家服務，但夜間、周末都沒有服務，「真的很累！連生病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送機構？「錢呢？每月的費用已超過我的負擔，再者，還有品質問題呢！我

有機會自己把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