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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動「長期照護服務法」之立法，為

有效整合並建置完善長照服務體系與制度

等計畫、方案之推動，應對人員、機構、

品質有妥適之規範，保障接受長照服務者

之尊嚴及權益，並使長照制度具有完備之

法源基礎。國內人口老化快速及長照機構

及人員相關之管理散見在不同的法規，且

規範不一，將長期照護服務機構納入同一

個法管理，對好的業者、對民眾都是最好

的保障，行政院版本的「長期照護服務法

草案」[1]重要精神為對全國不同類型的長

期照護服務都能提供輔導、監督、獎勵、

評鑑等，以便確保長期照顧服務的品質；

避免偏遠地區或山地鄉或長期照護缺乏區

域的民眾找不到長期照護的服務，減少城

鄉差距的發生；另外避免業者於資源過剩

區域無限制的發展，創造不必要的需求，

而讓民眾花費冤枉錢。在「長期照護服務

法」通過後，預估將有六個子法規，三個

公告需要接續完成。 

 

壹、前言 

中風、失智、腦脊髓損傷、自閉或精

神障礙等病患，若出現進食、移位、沐浴、

大小便、平地走動或躁動行為等需要他人

協助時，就符合長期照護（以下簡稱長照）

的個案；長照係針對身心失能，且有長照

需求者，提供其所需之社區式、居家式或

機構式等照護服務。長照需求者除需要家

人、親友或志工等非正式照護(informal 

care)者的協助外，亦期望接受到可靠專業

的長照機構與人員提供正式照護(formal 

care)；高齡海嘯與少子女化，將使台灣社

會老化的速度更加快速，人口老化伴隨而

來的是疾病型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

化、照護內容複雜化、照護時間長期化等

問題。此外，家庭結構改變使家庭中能執

行照護失能者之人力短缺，民眾對於長照

正式照護服務的需求會更殷切。為了滿足

國民日漸增加的需求，為健全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之發展，確保服務品質，保障接受

長期照護者之權益，行政院院會於 100 年

3 月 31 日通過「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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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將論述該項法案的重要性、設

計之精神等，期能給予後續修法提供更具

體的參考意見與方向。 

貳、長照服務法的設計 

行政院版本之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

其章節條文包含總則、長照服務及長照體

系、長照人員之管理、長照機構之管理、

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益保障、罰則及附

則，共計七章 55 條；第一章總則章開宗明

義說明本法之立法目的、用詞定義、主管

機關權責及長照諮詢代表之規定（草案第

一條至第六條）；第二章長照服務及長照體

系章則規定長照評估及服務方式、發展計

畫之訂定、獎助、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之設

置及服務資源過剩區限制之規定(草案第

七至第十條)；第三章長照人員管理章則明

確規定服務於長照體系之人員須受訓、認

證、接受繼續教育及進行執業登錄等規定

（草案第十一至第十三條）；第四章長照機

構之管理章則涵蓋對機構分類、設立、擴

充、遷移、登記事項變更、停業、歇業、

復業、機構名稱、廣告、負責人、收費及

相關訊息揭示之規定；另對於機構品質之

確保則以長照機構評鑑、輔導、監督、考

核、檢查及配合提供資料之規定做為機制

（草案第十四至第三十條）；第五章接受長

照服務者之權益保障章，對於長照機構歇

業、停業時，有安置接受長照服務者義務

之規範；且明定接受長照服務者權益保障

之規定（草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

第六章罰則章，對違反本法規定之罰則（草

案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八條）；第七章附

則，對前述條文不足之說明、細則及實施

日之訂定依據，本章共計七條，包含本法

施行前已從事長照服務之人員及已依其他

法律規定從事長照服務之機關（構）、法

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於本法施

行後一定期間內仍得提供長照服務之過渡

規定（草案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不適

用本法之長照機構許可、核定等之規定之

單位，則依原法規定，如：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條例設立之榮譽國民之家（草案第

五十一條）；個人看護者除接受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指定訓練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草

案第五十二條）；失能者由家庭自行照顧或

個人看護時，得由長照機構提供支持性服

務之規定（草案第五十三條），細則之訂定

及實施日之依據(草案第五十四條及第五

十五條)。 

參、長照服務法的重要性 

「長期照護服務法」之設計，為有效

整合並建置完善長照服務體系與制度等計

畫、方案之推動，應對人員、機構、品質

有妥適之規範，保障接受長照服務者之尊

嚴及權益，並使長照制度具有完備之法源

基礎。 

一、解決多類法規並存紊亂之情形 

國內長照機構及人員相關之管理散見

在不同的法規（圖一），且規範不一

【2,3,4】，「老人福利法」下法定機

構類型有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

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附設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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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輕度失能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下法定機構類型有住宿機構(全日

型、半日型)、日間服務機構、福利服

務中心等，前述兩類機構依其服務內

涵又分為生活重建機構、生活照顧機

構兩類，由內政部規範與補助各類相

關機構的設立以及各種相關服務方

案；「護理人員法」規範一般護理之家

與精神護理之家、「精神衛生法」規範

有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等。另外，

退輔會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提供榮民就養服務，分別設置榮民自

費安養中心及榮譽國民之家榮民自費

安養、養護專區，以照顧有長照需要

的榮民。「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下設有

托育機構、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

養機構。不同法律下規範的機構設置

標準、評鑑的內容、評鑑的等級，皆

存在許多的差異。內政部「老人福利

法」規範的長期照顧機構與衛生署「護

理人員法」規範的護理之家，收置同

等級失能個案，不同之處是長期照顧

機構的負責人不必要是護理人員，工

作人員除護理人員外不需要執業登

錄，較難稽核工作人員配置人數是否

符合標準；另一方面床數 49 床以下係

由民間業者經營所謂的小型養護機

 

 

 

 

 

 

 

 

 

圖一、 現有長照相關機構之法源依據 

資料來源 ：林麗嬋、吳肖琪（2010）。「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規劃草案。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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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達 50 床以上就需要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許多經營 49 床以下業者因無法

獲得政府補助、有自負盈虧的成本壓

力，因此會發生超收、聘用人力不足、

照護品質低落，導致弊病叢生，或者

在不同樓層或對門另設 49 床的機

構，以規避財團法人登記之規範。護

理之家部分，因為沒有床數的限制因

此有過度大型化的問題，照顧相同的

長期照護個案，但卻有不同的機構名

稱、不同的主管機關、不同的管理規

定，並非一般民眾所能理解，將長期

照護服務機構納入同一個法規管理，

對好的業者、對民眾都是最好的保障。 

二、建構有法源依據的長照資源網絡 

「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共七章五

十五條；其中第九條、第十條為該法

最重要的精神之一，有關長照服務發

展計畫之訂定、獎助、長照服務發展

基金之設置及服務資源過剩區限制之

規定，都在這兩條中明定，第九條第

二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

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並得

於資源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

或擴充；於資源不足之地區，中央主

管機關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

有關事項。」，比照「醫療法」對全國

各類型醫療院所之管理，針對山地離

島、偏遠地區等醫療資源不足，經營

者較無意願投資的地區，由政府提供

醫療院所獎勵補助提供服務。意即長

期照護服務法不僅是管理現存的長期

照護服務單位，針對長照資源缺乏區

域，提供獎補助措施，鼓勵長照服務

單位願意到長期照護資源缺乏地區開

業或執業，以提供長照需求者使用服

務的可近性，讓長期照護體系更健

全；第十條「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長

照相關資源之發展、提升服務品質與

效率及均衡服務資源，應設置長照服

務發展基金。」是確保長照體系可以

在資源缺乏區域發展的重要關鍵。 

三、確保提供實證為基礎的長照政策 

「長期照護服務法」第九條第一項「中

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關資源

與需要之調查，並據以訂定長照服務

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將

有助於定期檢討與修訂政策之參考。

我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定期進行

台灣人口推估，早已預估人口將快速

老化，然有關「全國長期照護需求評

估調查」，在 2001 年大規模執行後，

時隔九年，至 2010 年始有衛生署長期

照護保險規劃小組進行的調查；國內

對於長照資源供給調查，最早係由內

政部委託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在 2003 年「臺閩地區失能老人機構照

護供需資源分布狀況調查」，提出建

議包括建立失能及失智個案資料通報

管理系統，以作為機構資源配置依

據；加強需輔導機構之經營管理，以

提昇整體照護品質；入住率，使資源

配置與管理達最大效益【1】。歷經 6

年之後，至 2009 年始有經建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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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長期照護資源供給調查」【5】，

針對全國各項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分

佈概況進行調查，該報告建議中央應

訂定資源發展方向、提供誘因、引導/

支持地方資源發展；考量地方需求長

照人口特性、區位地理特質，依中央

方向訂定資源發展策略(規劃資源分

配)；對於人力不均/不足的縣市，需

考量勞動條件合理性；各專業人力培

訓課程，除跨專業人力培訓外，特殊

地區如原民鄉，應增加當地風俗及語

言學習；至於服務資源資料庫，應整

合社政、衛政通報之服務單位、服務

人力及接受服務情形的資訊系統。 

四、確保各類長照服務品質的一致性 

品質的確保是服務提供中重要的一

環，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主管機

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

檢查；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

服務資料，長照機構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明定各類長照機構皆應

辦理評鑑、輔導、監督、考核、檢查

及配合提供資料等之規定，政府也有

責任要監督與輔導；惟有在同一個法

內規範不同類型機構，始易達到水平

的公平性。 
五、有效管理長照機構名稱及廣告 

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七條針對長照

機構名稱、廣告、負責人、收費及相

關訊息揭示之規定。第十八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由政府機關（構）設立者，

應於長照機構前冠以該政府機關（構）

之名稱；由民間設立者，應冠以私立

二字」，除可避免各式名稱的產生，或

者名稱過長的困擾，更可避免民眾混

淆困擾。第二十一條規定「非長照機

構，不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是管理

不實廣告，避免民眾受騙重要的條文。 

肆、待討論的觀點 

針對行政院版草案內容有數條仍有討

論空間： 

一、服務對象之規範應更周全 

2007 年實施的長照十年計畫，被學界

與家屬批評最多的就是有年齡別與疾

病別的歧視，不應排除年輕失能以及

失智、自閉等心智失能的朋友。新法

中第三條第二款要確保身心失能者有

將心智失能者納入。 
二、服務內容規範應配合施行細則 

 服務內容要規範到何種程度，以老人

福利法為例，民國 69 年全文 21 條，

迄今 55 條，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目前

亦是 55 條，確實不可能把所有的規範

皆納入母法，施行細則才會有詳細的

規範。「醫療法」管理醫療院所，並不

會在母法中逐項寫出醫療服務項目，

在母法授權下，由施行細則規範服務

內容的細節。而在「長期照護服務法」

通過後，預估將有六個子法規，三個

公告需要接續完成。 
三、照管評估仍應由公部門負責 

第七條第一項「接受長照服務者，應

先由長照機構予以評估」，目前長照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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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畫是由縣市政府照管中心評估，

未來的長照保險組織體制亦傾向由長

照保險局在各縣市設立分站評估，以

確保評估的品質與一致性，由於都是

公部門，不須入法，若是把目前公權

力掌管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功能釋

放給民間，萬一少數不肖醫療院所或

長期照護機構承接評估工作，連鎖或

連手長期照護服務機構，會造成球員

兼裁判的大災難，可能會創造不必要

的需求，因此建議刪除；至於外籍看

護工部份，傾向由「家事服務法」來

規範。 

第九條第二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

長照資源之發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

區」，建議改成「應」劃分長照服務網

區，必須有網區的定義，才能判斷是

否為資源缺乏區域以及後續的規劃。 

四、長照機構不宜提供照管評估 

草案第十四條「長照機構依其得提供

之服務內容，分類如下：一、第一類

長照機構：提供生活照顧服務或評估

該服務需要之機構。二、第二類長照

機構：除辦理前款所定事項外，並提

供長照有關之醫事照護服務或評估該

服務需要之機構。」，分類方式與現存

體制不符，且有多種的排列組合，用

意何在？不明!若為新的制度，目標為

何?是否經過產官學充份溝通？建議

刪除。 
五、長照機構應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評

鑑 

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主管機關對

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督、考核、檢

查；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

務資料，長照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建議把「評鑑」加入，亦即

修正為「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評

鑑、輔導、監督、考核、檢查；必要

時，並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料，

長照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服務單位必須接受評鑑，才能確保使

用者的安全，針對評鑑未合格者，政

府有責任予以輔導，連續未合格，應

有退場機制。 
六、外籍看護工的評估與管理應由勞委會

負責 

第五十二條「個人看護者，除應接受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訓練外，不

適用本法。個人看護者為外國人時，

其服務對象之評估，準用第七條第二

項之規定。」 

有關外籍看護工的評估與管理，現行

人員編制與權責皆在勞委會，外籍看

護工由民國 85 年 2 萬多人，暴增至

19 萬人，若是管理不易，應加強勞委

會的人力及能力；在法中明列委託長

照機構評估，有圖利業者之嫌。若需

要法令依據，放入「家事服務法」可

能更恰當。另一方面，民國 99 年底使

用長照十年服務的個案七萬多人，縣

市長照管理中心的負荷已經非常沉

重，若冒然把 19 萬外籍看護工的評估

納入，恐危及現行的長照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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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第五十二條勿放在「長期

照護服務法」內，以免增加執行的複

雜度。 

伍、結語 

行政院版本的「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

有三個重要的精神，第一個是對全國不同

類型的長期照護服務都能提供輔導、監

督、獎勵、評鑑等，以便確保長期照顧服

務的品質，就像醫療法督考醫療院所，確

保醫療院所的收費合理性與醫療品質確

保。第二個是避免類似無醫鄉的存在，也

就是要避免偏遠地區或山地鄉或長期照護

缺乏區域的民眾得不到長期照護的服務，

因此政府有責任要讓長期照護服務能夠普

及到全國各地，減少城鄉差距的發生。第

三個是限制業者於資源過剩區域無限制的

發展，避免創造不必要的需求；因應高齡

少子女化，政府應及早通過長期照護服務

法，讓長照服務資源配置效率與品質得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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