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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日奉邀列席貴委員會本次會議，深感榮幸，以下就「長期照顧

給付(支付)新制的實施情形、如何保障基層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及長

期照顧 2.0各項服務推展所面對的困境及政策因應措施」，簡要報告如

下，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前言 

    台灣整體人口結構受少子女化及國民平均壽命延長影響，65

歲以上人口急遽增加。截至 107年 3月底，我國 65歲以上人口已

達 331萬 2千人，占總人口比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據推估 11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 20.6%，成為超高齡社會，亦即每

5人即有 1人為 65歲以上老人。據此，建設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

系、發展服務人力、機構資源及確保服務品質越顯其重要性，故本

部於 105年 11月奉行政院核定長照十年計畫 2.0(以下簡稱長照

2.0)，推動以社區為基礎之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並自 106年 1月起

實施，以回應高齡社會之長照需求。 

    長照 2.0擴充長照十年計畫之內涵，不但增加服務對象，且將

長照服務向前延伸預防失能及減緩失能等預防性服務措施，且向後

整合在宅安寧照顧、在宅醫療等服務，並以實現在地老化為目標，

建立以社區基礎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

連續服務之普及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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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給付支付新制實施情形 

    為落實以人為中心之社區整合照顧，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

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

付及支付基準(以下簡稱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於 107年起施行。有

關新制基本理念如下： 

一、 提升效率：實施特約制度簡化費用核銷流程。 

二、 增加服務提供量能：提高服務費用支付基準，增加服務單位

投入誘因。 

三、 建立照服員專業形象：打破按時計價模式、改善過往不同工

同酬情形，提供照顧服務員合理薪資。 

四、 以個案為中心：針對個案問題提供符合其需求之照顧服務，

由照管專員或個案管理員與案家共同擬訂照顧計畫。 

    為推動長照給付支付新制，107年共計編列新臺幣(以下

同)197.95億元，用以支應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所列各項服務。長

照給付及支付基準共 152項，以英文字母 A至 G碼分類，包括照顧

服務(B碼，居家照顧服務共 22項、日間照顧服務共 17項、家庭

托顧服務共 14項)、專業服務(C碼共 12項)、交通接送服務(D碼，

依各縣市政府提供之形式)、輔具服務(E碼共 47項)、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服務(F碼共 21項)、喘息服務(G碼共 8項)，及照顧管理

與政策鼓勵性加給服務(A碼共 10項)等。 

    民眾經地方政府照管中心評估符合長照資格(符合長照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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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2-8級)，並核定可使用之長照服務額度後，由長照需要者本人

及其家屬與各地方政府照顧管理專員或個案管理員共同討論、擬定

之照顧計畫經核定後，即可依該照顧計畫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上列

各類服務除照顧管理與政策性加給的 A碼外，區分為四種額度： 

一、 照顧及專業服務(B碼及 C碼)，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結合醫

療護理專業之復能、營養照護、居家護理等服務，依失能等

級給付每月 10,020元至 36,180元。 

二、 接送個案往返居家及醫療院間之交通接送服務(D碼)，依縣

市交通情形給付每月 1,680元至 2,400元。 

三、 各類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E碼及 F碼)，補助個

案購置或租借協助其日常自立生活之各類輔具，或進行居家

環境之修繕，使符合無障礙規格需求，不區分失能等級給付

每 3年 40,000元。 

四、 喘息服務(G碼)，提供居家、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及小規模

多機能、巷弄長照站等臨時、短期照顧服務，以減輕家庭照

顧者之負擔，依不同失能等級給付每年 32,340元或 48,510

元。 

    長照個案於給付額度內使用各項照顧組合之服務時，除部分註

明免部分負擔之組合外(如 A碼)，均需依其福利身分別自行負擔部

分費用，且依照顧組合類別訂有不同部分負擔比率。以照顧及專業

服務額度而言，一般戶自行負擔給付基準的 16%、中低收入戶負擔

5%、低收入戶免部分負擔。此外，個案之每月給付額度，如未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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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使用完畢，可保留至下次複評日前(由各縣市政府長照管理中心

每 6個月進行一次複評)繼續使用。 

    目前長照服務之提供，係由長照服務單位與當地縣市政府簽訂

特約後，接受縣市政府長照管理中心派案提供民眾服務；服務單位

在服務完成後，依照顧計畫及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向縣市政府申請

服務費用。截至目前服務提供概況如下： 

一、 長照服務提供單位：截至 107年 4月 16日，提供長照服務單

位數為 1,780家；較 106年 12月服務單位數 1,593家，成長

11.7%。其中完成特約單位數為 1,522家，完成特約比率為

85.5%。 

二、 接受長照服務個案數：截至 107年 4月 9日，接受長照服務

人數為 124,544人；較 106年 12月底接受長照服務人數

113,706人，成長 9.5%。 

三、 服務費用申報情形：107年 1月有提供服務單位數為 1,635

家，已申報服務費用單位數為 955家，已完成撥付費用單位

數為 766家；107年 2月有提供服務單位數為 1,733 家，已

申報服務費用單位數為 945家，已完成撥付費用單位數為 737

家；107年 3月有提供服務單位數為 1,780家，已完成特約

單位數為 1,522家，已申報服務費用單位數為 670家，已完

成撥付費用單位數為 255家。 

參、保障基層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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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推動長照給付支付新制之政策目標之一，尚有將以往「時

數」計價模式，改以失能者可獲得之長照服務「照顧組合」做為計

價單位，並適度提高支付價格，進而提供服務提供單位(雇主) 合

理收入，帶動提升服務品質及調高薪資條件，期能去除照顧服務員

鐘點計薪之鐘點工刻板印象，進而提升社會地位及專業價值。 

    對於照顧服務員薪資及勞動條件保障，本部推動下列措施： 

一、 為落實服務提供單位管理，兼顧保障照顧服務員權益，本部

已於提供地方政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

務契約書參考範本」，載明服務提供單位應給予所聘全職照顧

服務員全體平均薪資達每月 3萬 2,000元以上，供縣市政府

可基於履約管理時，要求服務提供單位落實提升勞動條件。 

二、 本部自 107年 4月 11日起，辦理北、中、南 3場次居家服務

提供單位座談會，輔導第一線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熟悉新制政

策目的與內涵，並促請服務提供單位儘速依新制申報支付費

用，據以給照顧服務員調薪。 

三、 本部已進一步研議要求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建立人事管理制度

及薪資保障機制作為提高照顧服務員薪資之依據。 

    此外，為強化勞動法令認知，本部業函請勞動部針對居家照顧

服務員之勞動型態釋疑，釐清轉場交通時間應計入工時及給薪，並

請各地方政府周知服務提供單位相關勞動法令在案。服務提供單位，

如有涉及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照顧服務員亦可直接向地方勞

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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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長期照顧 2.0各項服務推展所面對之困境及政策因應 

    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自 107年實施以來，外界反應之意見主要

可歸納為以下數項： 

一、 舊制轉銜，民眾部分負擔恐增加，又給付改以服務項目計價，

不易安排作息。 

二、 支付制度過於複雜，不易理解。 

三、 部分身障團體對身障與長照服務整合存有疑慮。 

    本部對外界反映事項，已積極研擬相關措施如下： 

一、 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業調降民眾使用長照服務之部分負擔，

如一般戶部分負擔由 30%降為 16%。為保障新制實施前已使用

長照服務個案之權益，以服務照舊、給付從新為原則，由個

案與個管員討論後選擇最適當的照顧組合，通常情形應不至

使民眾支出增加。 

二、 目前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照顧組合中，外界疑問較常見於照

顧服務 20多項之使用及計價方式。為增加各界對長照給付支

付新制之理解，本部自 107 年起已舉辦多場長照特約與給付

支付分區座談會外，並正檢視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中部分執

行較有爭議項目，著手進行修正，釐清照顧組合之定義，增

訂使用時間及時機。 

三、 長照 2.0 為滿足多元服務需求，將全年齡失能身心障礙者納

為服務對象，經照管中心評估核定長照需要等級者，可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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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額度內使用服務。另考量失能老人照顧與失能身心障礙者

照顧所需之專業不同，為回應失能身心障礙者照顧特殊性，

爰針對身心障礙有照顧困難者，定有加成給付。 

四、 為期更精確掌握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之推動情況，了解服務

提供單位申報費用以及各縣市政府撥款進度，本部定期追蹤

各縣市執行狀況。為提升各縣市政府辦理服務單位費用申報

以及撥款速度，以及發掘各縣市執行面之困難，本部於 107

年 4月起分梯次與縣市政府之社政、衛政服務主管單位以及

會計單位進行實地輔導座談。 

伍、宣導作為 

    為利各界對於長照 2.0政策及長照給付支付新制之瞭解，本部

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自 106年 12月至本(107)年 4月中旬，邀集地方政府、照管

專員、ABC 承辦單位、居家服務等長照服務相關單位及團體

辦理行政說明會議、輔導座談會等，共計 18場次，說明長照

新制內容、資訊系統操作流程、輔導服務單位特約及費用申

報作業及長照 2.0溝通宣傳（講）種子人員；後續將再針對

地方政府、照管人員及居家服務等提供單位，辦理輔導說明

會、照顧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等，預計 16場次。  

二、 以1966長照服務專線、長照出院準備服務、照顧服務員形象、

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BC)、預防及延緩失能等長照

2.0重要政策為主題，製作多款宣導素材，如微電影、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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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片、2-3分鐘宣導短片、廣播帶、摺頁、海報以及

懶人包等，並透過電視媒體、戶外媒體、網路媒體、新媒體、

平面媒體及廣播媒體等通路投放宣傳。此外，將上開宣導素

材及長照 2.0相關資料放置於本部官網長照政策專區供各界

使用。 

陸、結語 

    為實現長照 2.0在地老化之目標，長照給付支付新制嘗試翻轉

我國長照產業量能不足、效率無法彰顯之境況，透過提高支付基準、

簡化行政流程，增加服務單位投入誘因，以全面充實我國長照服務

體系量能；並打破照顧服務按時計價之模式，建立基層照顧服務人

員專業形象，使人才留任，落實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以人為中心長

照服務體系之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