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代表

林富莉/代理理事長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簡介

• 簡要工作重點

1、倡議、服務與活動

法律諮詢、臉書專業法律ＱＡ小教室、長照讀書會、長照政策論

壇、行人路權倡議、纏繞藝術課程等。

2、拳擊體適能班

（1）在協會開設「女權・女拳」班，共培力20名參與學員取得C

級指導證照。這些學員後來也成為社區課程的助教。

（2）受邀至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內門區社區活動中心、旗山區

圓富里社區活動中心開設拳擊系列課程，既讓照顧者、中高

齡婦女有紓壓的機會，也是一種培力。



聽聽社區參與學員怎麼說



深入追追追
「照顧者」面向之分析與建議



看不見的照顧者

• 我們認識一個人，通常由他/她的職業身份認識起，

卻忽略了他/她可能同時肩負家中 照顧者的角色。

照顧責任通常不被看見與重視，故稱為隱形照護。

1、老年女性

雙老家庭，照顧老人的責任常常落在「年老的」太太的身上，子女若

正處於拼事業的年紀，分擔的照顧責任有限。

2、中壯年女性

進入婚姻的女性，中壯年時，可能要照顧自己的父母或公公婆婆。

3、年輕女性

未進入婚姻的女性，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照顧者，甚至被家族

要求辭職回 家、承擔照顧責任。



長期「照顧者」的性別比與生命經驗

• 長期照顧中的照顧者，有7成為女性，3成為男性。

• 過去我國社會期待女性兼顧家庭照顧責任，於是

多數女性的生命光譜為:年輕時照顧 小孩、壯年

時照顧公公婆婆，又因平均餘命較男性長，老了

可能還要照顧老公。

• 部分未婚女性被期待辭掉工作，回家照顧有長照

需求的親人。

• 這些照顧者一旦投入照顧就走不開，喘息得向家

人”請假“



1、生理健康問題

疲勞身體狀況不堪負荷、缺乏照顧用輔具、不熟悉照顧技巧而受傷等。

2、精神壓力問題

無法自由自在出遊，間接導致朋友圈的萎縮；照顧當下會感覺身心被擠壓；

從照顧責任畢業的照顧者，生活會感到頓失重心，常陷入憂鬱與缺乏生活

動力，亟需輔導資源介入支持等。

3、經濟問題

（1）老年女性可能一生的儲蓄都花在醫治老伴上，經濟坐吃山空。

（2）年輕時辭職返家照顧父母的女性，步入中年後，因工作資歷中斷，

回歸職場變得相當困難。與一直在工作的女性相比，其所能領取的

老年給付極為有限。

家庭照顧者的問題與需求



居家服務使用者反映的問題

政府服務不夠好用！

• 政府資訊不夠流通，業務分工複雜，申請作業不夠

便民

• 行政程序繁瑣，效率不佳

• 居家服務不夠彈性，居服員服務品質不一



長期照顧制度不足將造成社會問題

• 影響女性就業，國家損失成熟勞動力

• 造成老年女性貧窮的經濟議題

• 自殺、殺人的人倫悲劇

完備公共照顧體系，分擔私領域照顧責任：

照顧者才能遊刃有餘地扮演社會期待的各

種角色。



初步建議

除了充實長照體系與照顧人力…...

• 照顧者需要更彈性的喘息服務，也需要多元課程紓壓

• 針對健康老人應提倡運動促進的理念，並規劃延緩失能

的相關課程

• 對有意重回職場的照顧者，應協助安排職訓與就業服務



長照2.0之擘畫分析

與民間團體可扮演之角色



現有社區式服務之觀察

• 台灣大部分老人無固定外出到老人照顧中心的習慣，

主要依賴兒子、媳婦照顧。需政府倡導與鼓勵老人

社會參與。

• 現有社區關懷據點（通常也兼為日間照顧中心）乃

初級預防第一線，但多數據點每周辦理減緩失能活

動之頻率不足！

• 社區式服務的理想：

老人一個禮拜出門2到3次，到老人照顧中心與他人

互動或參與活動，並將減緩失能活動（特別是運動促

進）納入服務設計，讓長輩習慣使用、維持體能。



長照2.0（A級長照旗艦店）

• 非單一民間團體可撐起運作，需要跨團體、跨專

業團隊合作。政府應扮演初期運作的主要角色。

• 在體制內，社區衛生所（初期掛牌單位）及其護

理人員或可成為初步支援、督導照顧服務員的基

層單位。

• 其他細緻服務，需邀請更多從事長照直接服務的

團體一起集思廣益。

•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性別專長

人員（釋字748，不同性傾向的長者）、特教專長

人員、照顧服務員、社工人員、心理師、營養師

等，均應在受邀之列。



在長照2.0中，高新知可介入的層次

• Ｃ級柑仔店

• 補助創新方案＋社區活動中心（在原活動地點掛牌）豐

富老人（健康、輕度失能）、照顧者生活。

• 巡迴式拳擊體適能班

– 目前已進行的課程中，均以團隊模式至各社區巡迴服務，不過

助教多為年輕志工，各有未來就業規劃，無法長久協助推動。

– 課程的常態性運作需政府的投資與鼓勵，特別應拉高人事費比

重，提供留住人才的經濟誘因。

• 照顧服務員為鼓勵老人走出家門、參與方案的重要媒介。



其他
照顧人力面向之分析



有酬照顧工作有利女性二度就業

• 工時彈性。

• 離家近。

• 對需要上班有點彈性的中高齡再就業者(就

業市埸的相對弱勢)來說，入行門檻不 高，

比較可能是一個選擇。

• 照服員的招募應不限性別，但從現實面來

說，照顧就是大部分女性常做且習慣作的

事，也做得比男人好，或許反而成為女性

「利」機。



有酬照顧工作的衍生爭議

• 「照顧」性別化的疑慮 :

女性主義不樂見將女性本質化、讓「照顧」總

是等同女性，或因此產生就業市場的性別區隔。

• 消費主義導致的高標準：

照顧工作有酬化，可能會使服務使用者認為照

顧具有對價關係，轉以消費者角度要求品質。



長照服務從業人員遇到的問題

• 照管中心：

業務、人力吃緊，初評時間被壓縮、複評被迫延後



長照服務從業人員遇到的問題

• 照服員：

1. 照顧勞動條件低落

2. 服務過程欠缺支持、照服員間少有交流機會

3. 隱形風險：通勤安全、性騷擾、缺乏輔具造成職業傷害等

4. 服務生活化，至難以建立專業形象

• 影響：

（一）品質不佳的照顧服務

（二）照顧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議題

（三）人力留任意願低



曾投入照顧工作者的心聲

• 上課課程不符實用: 需照顧的民眾樣態多元，上課課程主要針對證照

考試，對現埸實務的幫助不大。

• 打退堂鼓的原因:

1. 服務現埸狀況多 工作常單打獨鬥: 課程沒有納入實習、無人指導實

務，需靠自己摸索，十分辛苦，加上家中有老人要照顧，只好放

棄這個工作。

2. 扣稅與工會保險問題:  (1)在醫院服務比當照服員薪資高，且免扣

所得稅。 (2)從事居服員前，在工會是以3萬元投保勞保，但居服

員是領鐘點薪水，變成不能再以工會模式加保勞保，如此一來，

勞保年資不能累計，未來請領勞保一次退會有問題。

• 關於專業形象，建議電視編劇將居服員納入劇情設計、新聞報導也

多加報導，增近職業能見度與社會形象。



綜合建議



• 建構照服員合理薪資制度：讓各年齡層對

照顧工作有興趣的民眾有就業誘因，進而

提升勞參率。

• 政府應多加宣導 活躍老化、運動促進 等觀

念，並鼓勵防老研究。

以共餐為例，國民健康署是否因應老年化社會研議國人飲食建

議，在維持基本營養下，提供方便菜色、簡化負擔。過去台灣

要五蔬果，付出的時間與成本均高，考量到服務人力有限及養

生風潮，可能須同步調整老人對營養的觀念，如可以接受輕食。

建 議



建 議

• 性別友善、特殊專長的居家服務人員名單或照顧機構

• 目前政策較關注失能者，而未能關注到家庭照顧者。希

望推動照顧者、被照顧者可以在同一安全的空間裡，都

能得到喘息的措施。

• 友善老人的環境營造 : 公共空間的設計，要有利照顧者

與被照顧者共同使用。

• 長照制度的完善，也應有「尊嚴死」的選項，對於部分

不可逆之重症疾病，衍生許多老人自殺問題，未來是否

可研議讓老人可自主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