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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二十 長照落實 

照顧悲劇何時停？ 家庭照顧者三問兩候選人 

颱風停班 政策停擺？ 兩總統候選人誰對照顧者權益最有感？ 

（台北訊）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突破 12％，估計約百萬家庭有失能家人及長期照顧需求，

近年相關自殘、傷害悲劇頻傳，加上印尼等國緊縮外籍看護工，長期照顧已經成為「新國

安危機」。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今(12)日舉辦成立二十周年記者會，邀請百位嘉賓出席參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慧娟署長、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楊慧芬副司長、臺北富邦銀

行慈善公益基金會白秀雄董事長，以及創會理事長曹愛蘭書面賀詞，歷任理事長政治大學

呂寶靜教授與王增勇教授、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傅立葉教授，以及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社工室前主任陳金玲都出席為家總慶生。記者會中陳正芬說，家總成立二十周年，由歷屆

理事長帶領，看見照顧者需求，不斷倡議以滿足照顧者需求，針對家庭照顧者現況，提出

三項訴求『長期照顧保險法應列為優先法案，儘速通過』、『提供全職照顧者周休一日』、『針

對在職照顧者，育嬰假擴大為照顧假』。 

陳正芬強調，鄰近台灣的日本與韓國早在 2000年和 2008 年就已經實施長期照顧保險法，

台灣長期照顧服務法在立院躺了五、六年終於在今年通過，而長期照顧保險法才剛提出行

政院版草案，百萬家庭照顧者的壓力與需求還要撐多久？ 

下一任總統最重要的條件是「有沒有能力解決長期照顧問題？」因此家總拋出問題請兩位

總統候選人回應，陳正芬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很高興兩黨候選人並沒有因為颱風停

班，讓長照政策也跟著停擺！兩陣營皆提出各自對長照的看法。檢視兩黨候選人回應內容，

針對第一題「小蘭之照顧難題」，兩陣營都以現有服務模式回應，強調被照顧者各種可用的

服務模式，但顯然都較少從照顧者角度出發，忽略家庭照顧者的權益，如周休一日、照顧

假等仍無具體說明。而長期照顧保險開辦進度，洪陣營具體提出力促在 107年正式讓長保

法上路，財源規劃 1100億，而蔡陣營則主張推動『十年長照計畫』後續計畫，提出的長期

照顧體系新財源為 316億。 

除拋問洪、蔡兩人外，家總並同步於網站上發起「請問『未來』」總統之家庭照顧者提問活

動，邀請民眾上網留言提問兩位總統候選人，歸納回應的問題，最多人提出的三項問題，

包括一、替代人力不足，時間常無法配合，補助額度也有限，這些狀況在保險開辦後，是

否也是一樣的情況呢？二、工作家庭難兼顧，不工作經濟怎麼辦？長照保險何時開辦，沒

有基金，服務如何穩定？三、為什麼照顧者只能被迫面對二選一的窘境（領照顧津貼或選

擇服務）？等等，照顧者的難題多多，但兩位候選人卻無法真正回應百萬家庭的需求。 

陳正芬也提及，近日八仙事件凸顯了家庭照顧假的問題，過去適用對象強調於照顧 12歲以

下的孩童，但照顧 12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或 65 歲以上的老人呢？試問照顧者能安心照顧

家人，同時放心工作嗎？連帶產生諸多社會問題，而政府卻忽視其嚴重性。家總多年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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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倡導育嬰假應擴大為照顧假，適用對象也應擴大，滿足國人在家庭照顧上的需求，

別犧牲廣大的勞工族群及其家庭的權益。 

該會自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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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

政策倡導實際爭取家庭照顧者權益，成功要求長照法納入家庭照顧者並正式提供服務，保

障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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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三大訴求 

 

長期照顧保險法應列為優先法案，儘速通過 

• 根據經建會的估計，2025年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將佔總人口之 20%。 

• 而少子化現象更將嚴重削弱家庭的照顧能力。 

• 長期照護制度的規劃應是國家當前刻不容緩的工作。 

• 建請儘速通過長期照顧保險法，避免照顧所造成的財務負擔轉嫁至家庭照顧者身上，

照顧成本私化的後果將招致國家及整體社會更大的損失。 

 

 

提供全職照顧者周休一日 

• 政府除了應發展多元化的福利服務來間接滿足家庭照顧者對於喘息服務之需求，也

應擴大喘息服務，提供全職照顧者周休一日的權利。 

• 喘息服務應足夠、價格合理且品質良好，才能讓家庭照顧者不致因為申請手續繁複、

無力負擔或擔心服務品質等因素而無意願使用。 

• 政府補助辦理家庭照顧者相關活動，應比照婦女活動補助托育費用，補助家庭照顧

者喘息服務費，以讓家庭照顧者在參與活動之際無後顧之憂。 

 

 

針對在職照顧者，育嬰假擴大為照顧假 

• 隨著台灣社會現正面臨高齡化及少子化的人口趨勢。 

• 針對家中有需要照顧的失能者，建請比照照顧嬰幼兒，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中訂定給

予一年至二年留職停薪之照顧假，以便照顧者安排家人後續之照顧，避免照顧初期

造成工作與照顧無法兼顧，而政府也應督促雇主確實落實，方能支持受僱者家庭的

照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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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兩黨回應比較表 

 

請問貴黨的長期照顧政策？承諾最遲何時可完成「長期照顧保險法」之立法與施行？ 

蔡英文回應 洪秀柱回應 

1. 主張推動「十年長照計畫」的後計畫，

發展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體系 

2. 以指定稅收為主要財源 

初期 

(1) 以遺產稅及贈與稅加徵 10%，每年

約 246億元 

(2) 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稅，第一年約

40億元 

(3) 公務預算五年共 150 億元 

(4) 共計每年籌措 316億元的新財源 

未來 

(5）因應長期照顧需求增加，將逐年

提供財源數額 

1.力促「長期照顧保險法」在 107 年正式上

路 

2.透過社會保險，促使長期照顧達成 1100

億元經濟規模 

3,財源專款專用&履約保證 

3. 讓民眾有所選擇的長期服務 

4. 長期照顧保險帶來相關產業的經濟效益 

5. 建構一個全民互助的長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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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民黨完整回應資料 

Q1.小蘭是 40歳已婚獨生女，最近媽媽剛得到失智症，吵鬧不休，她面對工作、媽媽與自

己家庭多重困境，怎麼辦？有什麼國家的照顧資源可以協助？ 

    類似小蘭處境的家庭很多，是許多照顧者家庭的真實寫照。家庭照顧者面對的是照顧

上的多重困境，政府的照顧資源可以從不同角度給予相關協助。 

一、失智母親部分： 

(一)人身安全資源： 

a.可以到轄區警察局按捺指紋建立檔案，以減低失智走失的風險。 

b.可以到縣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老人防走失手鍊。 

c.如果已有身心障礙手冊，可以申請輔具，特別是 GPS衛星定位設備，防止走失及協尋。 

(二)社會福利資源：福利補助，給付對象是以經濟弱勢的中低、低收入戶老人為主，許多

社會福利服務與補助係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各項福利補助之規定仍要詢問戶籍所在地

之鄉鎮市公所或縣市政府社會局 

a.可以向縣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身心障礙福利手冊，未來提供身心障礙相關福利服務。 

b.如有符合重大傷病，可以申請重大傷病卡，降低醫療負擔。 

c.如果符合社會福利身分，可以申請相關福利補助，包括身心障礙者健保自付補助、身心

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

金補助、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補助等。 

d.如有身心障礙手冊，則可享有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搭乘國內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待、身

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三)長期照顧資源：失智症患者在病程進展過程中，同時若有日常功能受損的情形，且欲

申請補助，家屬可以向當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相關資源補助，依據照管專員評估後，

依據需要申請項目包括 

a. 居家服務/居家護理 

b. 日間照顧中心/團體家屋/瑞智學堂 

c. 機構服務 

d. 輔具 

e. 喘息服務 

f. 其他長照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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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資源：可以向神經內科、精神科尋求治療與協助，部分醫院也有記憶門診。如有

必要者，亦有老人精神病房可以申請入住。 

二、兒童照顧部分：針對單親媽媽部分，亦有相關托育服務或單親福利服務協助，希望減

輕媽媽在照顧兒女、工作與經濟的困難與壓力。 

三、家庭照顧者本身部分：家庭照顧者本身有照顧壓力時，可以使用政府委託家庭照顧者

總會的專線電話；在失智照顧上，則可以透過專線聯繫失智症協會尋求相關照顧資訊與資

源之協助。亦可鼓勵參加各項專業團體、互助團體的社團活動，透過同儕支持、度過難關。 

 

Q2.兩位總統候選人的長期照顧政策？承諾長期照顧保險法何時實施？ 

    我國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面對未來 10年人口將快速老化，長期照顧政策絕

對是重點優先的國家政策，更是許多家庭照顧者關切的重大政策。尤其，隨著高齡化、少

子化讓家庭照顧壓力越來越沉重，我們必須積極思考佈局未來，建構一個完備穩定的長期

照顧服務體系與制度，才能真正滿足民眾所需。 

    今年五月十五日，立院三讀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雖為我國長期照護制度跨出第一

步，但另一關係長照服務穩定財源的《長期照顧保險法》，將是奠定我國長照服務長遠發展

的最後一塊拼圖。 

    如果我能當選，一定力促《長期照顧保險法》在 107 年正式上路(因 107 年我國老年人

口達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民進黨希望用增加遺產稅、營業稅作為我國長照服務之財

源，但遺產稅屬機會稅，增加 10%並不意味稅收會因此增加，營業稅又跟民生經濟息息相

關，增加營業稅可能帶來對民生經濟的衝擊不能忽視。因此，我主張推動長照保險才是真

正解決財源問題的最佳途徑，理由如下； 

一、穩定財源提供穩定的長照服務：依據目前行政院規劃，長照保險開辦規模有 1100億，

相較於民進黨增稅版本的 500 億，能提供更充足的長照服務給需要的家庭。面對不穩定的

稅收，結合全民健保收費的長照保險，較能夠穩定提供長照服務。 

二、專款專用&履約保證：稅收雖能帶來收入，但不保證一定全數專款專用，有可能因為稅

收狀況不佳或當時的社會其他需要而致使服務減量縮水，這是民眾擔憂且不樂見的。長照

保險的保險費就是專款專用在長照服務，保證履約讓民眾不用擔憂，更確保服務使用者的

權益。 

三、讓民眾有所選擇的長照服務：如同全民健保一般，長照保險的給付是透過特約機構提

供，一方面透過評鑑特約制度來確保品質，一方面也讓民眾能就近選擇想要的服務，而不

是一個無法確保品質、服務量能不足的跛腳長照。 

四、長照保險帶來的相關產業的經濟效益：參考鄰近國家日本的經驗，介護保險上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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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許多企業投入提供長照服務，除了服務多元增加選擇外，企業的投入意味著產業蓬勃

發展的可能性，一方面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一方面帶來更多經濟發展的正面效益，更是年

輕人創業的藍海商機，這是稅收制無法達到的效益。 

五、建構一個全民互助的長照制度：社會保險就是全民互助的概念，更是社會大孝的真實

體現，把社會大眾的父母當作自己父母來孝順與照顧、降低照顧的壓力，這是一個理想大

同社會的樣貌。 

 

    針對全國眾多辛苦的家庭照顧者，我同時提出具體三項承諾： 

一、長期照顧單一窗口及服務一條龍：長照服務與制度過去最為人詬病的，莫過於民眾取

得資訊不易、服務片段碎裂，我願意承諾改變現況，落實從出院準備當長照服務中心的無

縫接軌，積極整合醫療與長照服務，讓家庭照顧者不再擔憂出院後該如何尋求相關協助；

有長照需求者，將自動納入個案管理與服務，主動提供評估及後續服務銜接，縮短各項服

務等待期，減少家庭照顧者尋求資源協助的時間及壓力。 

二、提供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包括推動到宅照顧指導方案，幫助家庭照顧者能夠有

充足的知識與技能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同時提供喘息服務；研議提升家庭照顧有薪假，讓

家庭照顧者在等待相關服務提供前，能夠安心照顧家人、無後顧之憂；充實各地家庭照顧

者團體資源能量，透過同儕互助支持，減低照顧焦慮與壓力，形成良善互助系統。 

三、長照服務與政策以家庭需求為中心：目前長照服務在家庭照顧者部分較為缺乏，我承

諾未來將積極發展並提供以家庭需求為中心的各項長照服務，尊重家庭照顧者服務選擇之

權利，以具體降低家庭照顧之沉重負荷。 

 

    我們都不願意年老後變成失能依賴者，因此除了積極推動各項長照政策之外，我們更

重視「健康老化」、「活躍老化」；我承諾將持續推動與落實各項政策作為，建構一個健康、

幸福、活力、友善的高齡社會，提供一個有品質與尊嚴的美好生活，讓照顧成為一種陪伴

的幸福，這才是所有老人、家庭之福，更是社會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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