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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人口概況

全國身心障礙人口呈逐年成長之趨勢
 截至105年底身心障礙者計117萬199人(占總人

口4.97%)

全國身心障礙人口年齡分佈以中高齡占大
多數

 截至105年底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計78萬
6,171人（占身心障礙總人口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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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多元

5

視覺障礙者，57,291

人，4.9%

聽覺機能障礙

者，123,186人，
10.53%

平衡機能障礙者，

3,651人，0.31%

聲音機能或與言機能障

礙者，14,950人，1.28%

肢體障礙者，373,291

人，31.9%

智能障礙

者，
100,896

人，8.62%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53,914人，13.15%

顏面損傷者，4,712

人，0.4%

植物人，4,032

人，0.34%

失智症者，49,104人，

4.2%

自閉症者，13,476人，

1.15%

慢性精神病患者，

124,999人，10.68%

多重障礙者，

127,415人，
10.89%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者，4,872人，0.42%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

心功能障礙者，
2,028人，0.17%

其他障礙者，3,678人，

0.31% 新制類別無法對應舊制類

別者，8,704人，0.74%

截至105年
底，身心障礙
者人口數為
117萬1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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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個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22個
視障生活重建

133個

★機構式日間服務單位

168個

居家服務單位

109個
★家庭托顧

服務資源佈建情形

112個
★社區式日間照顧(含樂

活)

27個
地方輔具資源中心

179個
★住宿式照顧服務

復康巴士
1,892輛

98個
★臨時及短期托顧服務單

位

97個
社區居住點

截至105年12月底，社區
式服務資源有518處；日
間照顧服務資源有498處

三、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資源

備註：1.★服務之單位，未來如以服務失能身心障礙者為主，可轉型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2.針對失能身心障礙者照顧資源刻正積極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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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身心障礙者服務與長照
計畫服務之異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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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疾病、交
通事故、意外、
職業傷害、老化

等

療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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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務

個
案

理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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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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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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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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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對
象

政
策
目
標

法
源
依
據

經醫院鑑定及縣市政府社政單
位需求評估符合資格且領有身

障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長期照顧體系

經照管中心依據個案身體與心智功
能等因子，評估有照顧需求之失能

者

1.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
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
其自立及發展。

2.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
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
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
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
重。

身心障礙者權益白皮書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老人福利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
例

9

身心障礙福利體系與長期照顧體系之比較-1

長照十年計畫2.0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福利體系

1.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
照顧服務體系，確保照顧及支
持服務品質，保障接受服務者
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

2.銜接前端初級預防功能，向後
端延伸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
輕家屬照顧壓力。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相
關
規
範

服
務
內
容

長期照顧體系

轉銜與個案管理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機構、民間單位
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綜合
式服務類機構

失能者及照顧者長照服務

10

身心障礙福利體系與長期照顧體系之比較-2

個人照顧及家庭支持服務

經
費
來
源

個照法、家照法、身障機構設
立許可辦法、設施及人員配置
標準、服務人員資格辦法

照顧管理

法定服務以地方政府編列預算
為主，中央計畫型補助經費為
輔

多數經費由中央補助，部分項
目由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設立許可、長照服務人
員訓練認證辦法

身心障礙福利體系

老福機構設立許可辦法、設立標準、
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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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補助對
象

補助額度 備註

照顧服務(含居家
服務、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服務）

經照管中
心依據個
案身體與
心智功能
等因子，
評估有照
顧需求之
失能者

分為8項，採金額制
1.第一級：不給付
2.第二級：8,350元
3.第三級：12,880元
4.第四級：15,480元

居家服務支
付制度自4月
1日起試辦

除現行全民健保居家護理給付2次以
外，經評定有需求者，每月最高再增
加2次。每次訪視服務費以1,300元計。

長照補助到
宅交通費；
身心障礙居
家護理、居
家復健交通
費則由民眾
自付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對重度失能無法透過交通接送使用健
保復健資源者，每人最多每星期補助
1次，每次訪視費用1,000元。

餐飲服務
補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最高每人每天
補助一餐，每餐以50元計。

身心障礙者服務與長照計畫上述服務項目補助額度及標準原則一致

5.第五級：20,080元
6.第六級：23,390元
7.第七級：26,740元
8.第八級：30,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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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

復康巴士

身障輔具服務

身障機構服務

長照計畫

喘息服務

交通接送

輔具購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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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身權法 長照計畫

臨時及短期照顧 喘息服務

1 經費來源 地方政府預算 長照十年計畫2.0補助經費

2 補助額度
依各縣市規定，每年最
高補助168小時至380小
時不等

輕度及中度每年最高補助14
日，重度每年最高補助21日，
每日以1,500元計

3 補助比例
依各縣市規定(台北市低
收100%、中低收入戶85%、
一般戶70%）

負擔比例維持以每日1,200
元計算，低收入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補助90%、一般戶
補助70%

臨時及短期照顧與喘息服務之比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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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身權法 長照計畫

復康巴士 交通接送

1 經費來源 地方政府預算 長照十年計畫2.0補助經費

2 補助金額

依各縣市政府規定:
1.免費：台中市等9縣市
2.計程車費率2/3：台北市
等5縣市

3.計程車費率1/2：花蓮縣
等2縣市

4.按車輛里程表計算：苗栗
等6縣市

備註:部分有收費之縣市，
針對低收入戶給予免費或優
惠措施

補助中度、重度失能者使用類似
復康巴士交通費，每趟依「各縣
市長照交通接送補助基準分級表」
規定補助如下:
(1)第一級：每趟最高補助210元。
(2)第二級：每趟最高補助230元。
(3)第三級：每趟最高補助250元。
(4)第四級：每趟最高補助300元。

3 補助比例
低收入全額補助、中低收入
補助90%、一般戶補助70%

4 補助額度上限
依各縣市規定，大部分縣
市不限搭乘趟次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次（來回
八趟）

5 申請流程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以
乘座輪椅者為優先) ，直
接向服務提供單位申請預
約搭乘

符合長照失能評估者，直接
向服務提供單位申請預約搭
乘

復康巴士及交通接送之比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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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補助之比較

編號 項目
身權法 長照計畫

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 失能者輔具補助

1 補助額度 二年4項 十年10萬元

2 補助比例
低收入戶全額補助、中
低收入戶補助75%、一
般戶50%

低收入全額補助、中低
收入補助90%、一般戶補
助70%

3 補助流程
透過各縣鄉鎮市區公所
申請或部分縣市結合輔
具中心進行申請

透過照管中心受理申請，
並經失能評估後照會專
業單位提供輔具或無障
礙環境改善評估

4 申請與購買程序
先評估需求、核准後購
買

可先購買後申請

備註：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係依據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規定，並經輔具資源中心之輔具評估人
員評估其需求核定之，補助額度為二年最高補助4項，無金額上限之限制。



機構補助之比較

編
號

項目
身權法 長照計畫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1 經費來源 地方政府預算

由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自106年起配
合年長照十年計畫2.0機構安置費用
由18,600元調高至21,000元，差額
由中央長照經費支應

2 補助類型 日間服務機構及住宿機構 住宿機構

3 補助比例

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
法第5條及第6條規定，分障礙程度、家庭經濟狀
況提供補助，補助標準如下：

1.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2.餘依其年齡、身障人數及家庭總收入，依收費
基準予以不同額度補助：

(1)一般補助額度(4倍以上不予補助)﹕75%、50%、
25%。

(2)年滿30歲以上或父母一方65歲以上，身障者年
滿20歲，或家有2名身障者，1人安置機構者
補助額度(6倍以上不予補助)：85%、70%、
60%、50%、40%。

依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補助
辦法第7條規定補助如下：

1.1.5倍以下之重度失能老人
，全額補助。

2.1.5倍以下之中度失能老人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評估家庭支持情形，確
有進住必要者，得專案補助
。

4 服務對象
18歲以上經需求評估結果需機構提供照顧服
務之身心障礙者

65歲以上老人

5
家數/床
位數(截至

105年12月底)

分類 機構家數 床位數 入住率

日間服務機構 74 3,661 72.33%

住宿機構 167 15,560 83.33%

機構家數 床位數 入住率

1,082 61,082 77.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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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身心障礙者服務與長照
2.0銜接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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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照2.0擴大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

①65歲以上老人
②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③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④65歲以上僅IADL需協助之

獨居老人

擴大服務對象

長照2.0擴大納入
⑤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⑥55-64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⑦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⑧65歲以上僅IADL失能之衰弱

(frailty)老人

 擴增長照1.0的8項服務至17項服務

長照2.0創新與整合7項服務
(9)失智症照顧服務
(10)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11)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3)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成立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

(14)社區預防性照顧

(15)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長照2.0銜接2項服務

(16)銜接出院準備服務
(17)銜接居家醫療

(1)照顧服務(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

(2)交通接送
(3)餐飲服務
(4)輔具購買、租借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5)居家護理
(6)居家及社區復健
(7)喘息服務
(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長照1.0之8項服務
長照1.0之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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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服務與長照2.0銜接之規劃

•106年仍維持地方政府既定之受理評估服務模
式

•朝整併由照管中心進行長照需求評估
長照需求評估銜接

•針對較難照顧之身心障礙者設計加成給付，提
升服務提供單位照顧困難個案之意願居家服務支付加成設計

•運用補助機制引導，擴增失能身心障礙者服務據點

•鼓勵創新服務，輔導建置失能老人與失能身心障礙者
融合服務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源
發展與佈建

•加強照顧服務員對失能身心障礙者之認識

•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內容修正及分級規劃，
以提升照顧技巧

照顧服務員課程分級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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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中心(9縣
市)/需評人員(13

縣市)
照顧管理評估

擬定照顧計畫：
居家服務、家庭托
顧、日間照顧與機
構式住宿服務等等

照管中心核定

2.現有部分地方政府(台北、新北、苗栗、屏東、花蓮、基隆、嘉義
市、 金門、連江等9縣市) 之49歲以下障礙者之失能評估作業，已由
其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進行評估；其餘13縣市尚未整併至其長期照護管
理中心，為尊重地方分工，今年仍維持現況。

（一）長照需求評估銜接-評估單位（1/2）

• 106年仍維持地方政府既定之受理評估服務模式

輔導13個縣市朝向整併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進行

失能評估：提供失能者諮詢、評估、轉介及個案

管理等單一窗口服務。

註：1.身心障礙者除長期照顧服務之外，如尚有其他身心障礙服務需求，
則由需求評估人員進行需求評估，並經由專業團隊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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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照需求評估銜接-照顧管理評估
量表內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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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長照需要判定所需的題
項6個構面

•全失能人口縱貫全年齡層

•一般失能及各類型身心障
礙者(失智症、智能障礙、
精神障礙等)

橫切各種
失能態樣

•評估失能者，也評估家庭照
顧者，看到失能家庭的需要評估對象

•自動連結給付判定系統，提
升核定之公平性及行政效率搭配智慧載具

群
體
之
所
需
！

統
，
符
合
本
部
於
長
照
2.

0
之
照
顧

全
方
位
的
評
估
量
表
及
其
給
付
判
定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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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家服務支付新制加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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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給付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作為判定民眾給付等級及額度。

 每個長照需要等級的給付額度有其相對應的支付額度(
基本支付)。

服務加成

 提供服務予個案時，除基本支付以外，考量不同時段、
區域、項目、服務對象或特殊情況等額外加給補助。

 於夜間、星期六、星期日或國定假日提供服務。

 依服務對象之特殊性加成支付（如體重較重、較難照顧
之身心障礙者等）。

 經長照需要等級評定為第5級以上，且服務模式採每日
服務次數3次以上。



（三）身心障礙者服務資源發展與佈建

分類 推動項目 工作內容
106-107預估目標

主軸
計畫

1.發展失能身心障礙者日
間照顧服務資源

由各縣市政府統籌規劃及佈建失能身心障
礙者日間照顧服務資源

佈建60個服務據點，計有
1,800人受益

2.佈建失能身心障礙者家
庭托顧服務資源

擴增失能身障家托服務資源服務據點，增

加服務量能

預計佈建20個家托點，預
計有80人受益

3.身心障礙社區式失能日
間照顧服務交通車購置

於資源相對匱乏之地區提升日間照顧服務
量能

預計補助20案，計20輛車
+20位司機

4.充實輔具服務專車 透過輔具服務專車提升地方輔具中心服務

量能，並提供資源不足的地區巡迴服務
預計補助22台輔具專車

整合
型計畫

1.擴增地方輔具中心服務
量能

於資源相對匱乏之地區擴增輔具中心服務
據點 預計擴增6處服務據點

專案
計畫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化
專區

補助身障機構充實設施設備及修繕設施，

由身障機構配合服務對象需求建置老化服

務措施

106年：795床
107年：累計1,035床

2.開展創新服務 規劃試辦失能老人與失能身心障礙者融合
式照顧服務模式、鼓勵民間團體設置巷弄
長照站（C級）專責服務失能身心障礙者，
與發展視聽障失能者設施及人員配置指引
等社區型創新服務模式

視徵求計畫情形推動

23

佈建原則
•配合長照十年計畫2.0在地化服務之精神，以佈建資源、擴增服務據點為推動方向

運用社福/長照基金佈建資源
•透過主軸、整合及專案三大計畫，結合身心障礙團體、機構資源，提升照顧服務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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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討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課程，在兼

顧專業知能條件下，能更快養成服務技能

2.調查服務提供單位照顧人力的需求，並增加訓

練場次

強化照顧技巧提
高專業地位及形
象

1.透過補助機制引導，鼓勵照顧人員取得技術士

證，提昇專業形象

2.加強宣導強化社會大眾對照顧人力正面價值之認

知

90小時

基
礎
課
程

身體照顧 專業授權
(護理)服務

失智症照顧 身心障礙
特殊照顧

可再擴充 進
階
課
程

日常生活
照顧

（四）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及分級規劃

鼓勵更多民眾願

意投入身心障礙

服務領域廣納人才

專業形象

分類分級
因應民眾多元照
顧需求，調整照
服員訓練課程

除基礎課程外，
規劃新增30小時
身障服務進階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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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區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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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7日、12日、14日在高雄市、臺北市、臺中市辦理3場「身心障礙者服
務與長照十年計畫2.0銜接說明會」，出席單位包括身心障礙團體、公民、專
家學者及縣市政府代表約有800餘人參與。

 目的：
1.介紹長照十年計畫2.0整體
規劃及身心障礙者服務與
長照2.0銜接說明規劃方
向。

2.蒐集各界對身心障礙者長
期照顧的需求與期待，作
為推動長照十年2.0與身心
障礙者服務銜接實務執行
的參考。

一、舉辦三場分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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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需要支持且能獨立生活，政府在規劃長照政策應重視身
心障礙者「生活自立」的能力。

•建議多投入資源於社區，讓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的權利予以實
踐。

政策理念層面

•與長照相關之建物及土地能否租用，是否須變更地目，及建物設置
是否有統一之規定等法規建議處理。

•長照服務應加強政府與民間的連結，建議鬆綁相關規定，讓更多相
關機構及民間團體能參與。

法制規範層面

•佈建長照服務同時，應持續擴編身障者相關業務預算經費，並增列
身障者服務提供項目。

•建請提高身心障礙機構、方案服務人員之薪資，避免因長照資源補
助較多，造成身心障礙服務人力流失。

預算層面

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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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身心障礙者進入長照服務體系，身障鑑定與需求評估與長照的評
估制度是否有整合機制，應避免造成需要長照服務之失能身障者重複
被不同單位評估的困擾。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評估內容如何確認其適當性，內容是否能涵蓋身心
障礙者需要長期照顧之對象，建議對外說明。

失能評估層面

•支付制度計入成本應含括照服員、居督勞動成本，並考量夜間需求、
城鄉差異。

•居家服務的時數太少，超過一定時數需自付費用，對於許多身心障礙
者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長照需要等級的給付額度應符合身心障礙者之需求。

支付制度層面

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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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身心障礙服務資源中發展「創新服務」計畫之補助項
目、範圍、申請期程及程序、如何執行相關服務等事項。

•目前精障人士面臨「雙老問題」，長照2.0未包含所需之服務
內容，建議應規劃相關服務。

•有關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由地方政府「特約」服務據
點，建議中央有人力補充計畫。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建議與現行推動之健康促進計畫
區分。

•因應身心障礙類別之多元狀況，其與老人需求不盡相同，對
於有特殊需求者，建議有特殊B、C之設立。

資源建置層面

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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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系統與身心障礙系統部分服務項目重疊，同時具備失能及身心
障礙身分者應優先使用何種服務?抑或讓民眾自行選擇?建議釐清。

•使用外勞之家庭，不應被排除使用長照照顧服務(如喘息服務等)。

•建議將自立生活方案中個人助理項目與居家服務合併使用。

•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中針對嚴重情緒行為之障礙者進行輔導服務，惟
在長照2.0未提供，此類障礙者之需求建議應予協助滿足。

•「中途致殘」之身心障礙者於重建關鍵期所需之生活重建服務，是
否符合長照2.0的服務範疇？建議釐清。

•建請中央將罕病身心障礙者之需求，納入長照服務考量，並連結其
就學、就業等服務。

服務提供層面

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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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身障機構是否需要改申請設立長照機構？服務失能之對象是否需
要另立專區或轉介至長照機構？建議釐清。

•長照機構設立之標準與身障機構規定不同，身障機構如何申請設立長
照機構？身障機構服務人員是否屬於長照人員？建議協助輔導機構處
理。

身障機構銜接層面

•身心障礙者除疾病特殊性需特別照護外，因應不同生涯階段亦有不同
需求，建議培訓照顧人力時，於訓練課程中加入提供身障者不同生涯
階段服務之訓練。

•照顧服務員特殊訓練應要能滿足各類特殊照顧需求，並應增加實務操
作訓練。

•長照人力建議納入心理、教育等專業人員，相關服務應考量身障類別
的多元性，提供更細緻的服務。

專業人力與訓練層面

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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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易造成資訊不對等之情形，請政府積極深入社
區宣導，讓民眾瞭解相關長照資訊。

•目前大多數人的觀念仍停留在居服員等同於傭人的階段，
居服員經常被當做傭人使用，社會地位較低，政府應加強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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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界主要關切議題-（6/6）

長照政策宣導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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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33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透過長照十年計畫2.0，我們希望

更積極佈建身心障礙者服務資源

使失能者就近可以獲得所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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