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總新聞稿 

 

〜家庭照顧者作為一種改革長期照顧的社會運動〜 

家總二十五載篳路藍縷  抗爭喘息服務、亞洲第一個家庭照顧者權益入法 

因應高齡化、少子化長照浪潮，宣布成立「家照學院」推動全民長照教育 

 

（台北訊）台灣有八十萬失能、失智、身心障礙者，至少約影響 120 萬名同住家人。過去我們大多

看見倒下的家人需要照顧，把家庭照顧者視為服務提供者，卻忽略了他們身而為一個獨立個體，也有

自己生活與夢想的事實，政府長照服務目標不應是訓練更多更好的家庭照顧者，而是「鬆綁、解放家

庭照顧者」，尤其台灣平均兩人戶以下已逾五成五，「零家庭照顧者」時代來臨，但我們政策思維與

社會觀念是否跟上時代的變遷?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今(25)日舉辦成立二十五周年慶生會，邀請一同陪伴家總從草創至今

的嘉賓出席參與，總統蔡英文也提供賀電。包括草創初期提供大力協助的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副

院長李安妮、家總歷任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所教授呂寶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所教授王增勇，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現任理事長中山

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郭慈安。以及立法委員吳玉琴，家總現任理監事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祕

書長張淑卿、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安老所所長、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總幹事涂心寧、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理事長石義方、家庭照顧者黃惠珍、合作金庫人壽(股)公司代表郭韋辰、臺北市復華長青

多元服務中心主任黃冠評等到場祝賀。 

此外，立法委員蔣萬安、范雲、洪申翰、羅美玲、陳椒華、劉建國、莊競程、蘇巧慧、黃秀芳、邱

泰源、徐志榮、張育美、蔡壁如、王婉諭等提供影音或賀詞，創會理事長曹愛蘭、前任理事長陽明大

學衛生福利所教授傅立葉、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工室前主任陳金玲提供影音祝賀。  

現任理事長郭慈安說，家總成立二十五周年，在歷屆理事長帶領下，看見家庭照顧者需求，不斷倡

議、研發創新方案，滿足照顧者需求，包括推動 2015 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入

法，推動「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照顧咖啡館」、「長照教練」、

「友善照顧職場」、「照顧電視台」、「長照四包錢」線上計算機等服務，倡議「周休一日喘息服

務」、「移工納入長照」、「住院看護納健保」、「家庭照顧協議」等議題，這些是二十五年來前仆

後繼、一棒接一棒的汗水及努力，感謝各界的支持。 

台灣因少子化、高齡化人口變遷， 109 年底家戶平均人數 2.6 人，1 人戶與 2 人戶已達五成五，進

入「零家庭照顧者時代」。「互助喘息」同儕照顧圈、「幫長輩搬家」解決老屋囚親等問題，需要更

多創新思維。郭慈安表示，家總過去六年間協助政府建置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以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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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2.0 建置全國 114 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的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未來將把更多重心放在家庭照顧

者專業服務人員培訓、社會教育與溝通等，成立「家庭照顧者學院(家照學院)」，並有更多與國際組

織的交流，引進服務新知，也將努力爭取全球家庭照顧者組織聯盟 IACO 來臺舉辦會議，讓台灣在家庭

照顧者工作上的成果被世界看見。 

此外，慶生會中由所有與會貴賓切蛋糕祝賀，促轉會委員、政治大學社工所教授王增勇，並以「家

庭照顧者作為一項改革長期照顧的社會運動」為題短講，分享「家庭照顧者運動在台灣」的倡權之路。 

除了上午場慶生會活動外，下午也進行「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的理想與實踐」線上國際研討會，已

有服務家庭照顧者歷史 50 年的英國照顧者總會(Carers UK)，及澳洲照顧者總會(Carers AU) 代表於

線上分享在地的經驗與政策制度，例如英國有家庭照顧者的專法，除減輕照顧負荷，也 保障經濟、

生活品質、退休年金等權利不中斷。綜合兩國的政策，都強調必須建立「以照顧者為主體」的獨立需

求評估制度，擬定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確認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生活，降低因照顧事件對其人生計畫

造成的衝擊，政策不應只將之視為服務提供者，只關注如何訓練更好的家庭照顧者、提升照顧品質，

這樣的政策反而帶給家庭照顧者另類壓力。例如一個兒子照顧者，同時可能也是別人的丈夫、父親，

公司的主管，如何平衡多元角色，不致影響學業、工作、婚姻，是政府應該積極努力的，畢竟沒有任

何一個人應該為照顧而過度犧牲。 

此外，並邀請衛生福利部長照司、社家署、保護司、心口司等四機關代表，與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副教授郭慈安、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家總秘書長陳景寧，跨部對話研討在

台灣面對照顧悲劇，如何不漏接？ 

根據長照司推估「長照涵蓋率」，目前約八十萬失能、失智、身心障礙者使用的服務中，使用長照

四大類服務與住宿式機構者逾五成五，但更高風險的反而是尚未使用長照服務的四成五人口，如何發

現有需要的人適時提供服務?特別是照顧悲劇事件又多是不願求助的「抗拒型照顧者」，其問題又常多

重複雜，例如「共案分工」。此外，由於疫情導致日照中心或據點等服務中斷，可能加劇照顧者的身

體負荷、焦慮與絕望感，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如何「聯防」? 

家總自民國 85 年(1996 年）成立，是台灣第一個專門服務家庭照顧者的非營利組織，辦理家庭照顧

者教育訓練、關懷紓壓活動、支持團體、出版專書手冊等服務家庭照顧者，現仍持續爭取喘息服務周

休一日、失能等級第七級以上重度者能選擇機構照顧、醫院看護納健保給付、長照安排假等政策修正。

家總並倡議「新三不長照」觀念翻轉，不離職照顧、不必然自己照顧、家庭不失和，力促政府的長照

服務應至少能協助民眾解決這幾項痛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