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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

經歷
• 新北市婦女及中高齡續航中心/企業輔導顧問
• 臺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
• 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 臺北市政府政府社區發展協會/評鑑委員
• 南投縣政府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方案/輔導委員
• 台灣醫療品質促進聯盟/公關委員
•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社工員
• 新頭殼幸福報報節目/企劃兼主持人
• 政府、社團(基金會/協會)、社大、社區發展協會及企業/講師、外督
• 活動/會議/記者會主持人

專長
• 家庭照顧者及長照議題/公共關係/社會政策/媒體經營/個案管理

張筱嬋



課程大綱

•認識「高負荷家庭照顧者」

•學習運用「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
初篩指標及服務流程」

•了解「家庭照顧者資源網絡與橫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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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是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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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眼中的家庭照顧者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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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聯合報

黃姐，一打三，顧老又顧小。

她說：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曾想一

了百了。



*圖片來源：鏡周刊

阿龍，獨生子，和媽媽相依為命。

媽媽失能、失智，插著鼻胃管、尿管，動彈不得，但我

不工作行嗎？



從兩個案例，你想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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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成立於1996年

• 唯一倡導家庭照顧者權益的非營利組織

• 2001年推動喘息服務納入長照1.0

• 2000設置第一條家庭照顧者諮詢專線，
2015年轉為全國專線暨輔導全國據點

• 2015年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納入「家庭
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 2018年協助衛福部推動「家庭照顧者支
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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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照顧資源與選項：減
少被迫成為家庭照顧者

2.自願成為家庭照顧者：提
供減輕負荷的支持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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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街頭，爭取喘息服務納入長照1.0
 1998年∕招募志工提供服務、政策倡議

 2001年∕納入長照十年服務項目

 2011年∕爭取「周休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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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家庭照顧權益立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2015)

資訊提

供轉介

照顧技

巧訓練

喘息

服務

情緒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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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照顧咖啡館獲2018年IACO創新獎

IACO全球家庭照顧者組織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carer Organizations)



家庭照顧者權利宣言(2005)

1、我以身為照顧者為榮。

2、我會善待自己。

3、我有權尋求協助。

4、我有權保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5、我有權拒絕無謂的罪惡感。

6、我有權利大方的接受回饋。

7、我有權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8、我有權利期待並爭取協助照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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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家庭中的「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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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邁向《超高齡寡居時代》
男性77.7歲

女性84.2歲

110年平均家戶人口：2.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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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00年間扶老比(21:1→1:1)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高齡少子會更凸顯照顧家庭的壓力
最新報導：「6旬爸媽還沒敢退休」上有老.下有小這代扶養壓力沉重(TVBS新聞/十點不一樣)
HTTPS://YOUTU.BE/9FCOGREO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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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9FCogREOqUI


家庭還有能力

繼續承擔照顧責任嗎？

19



進入？

20



什麼是「長期照顧」？
• 長期照顧：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

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

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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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家庭照顧者」？

次要照顧者

主要照顧者

不同的投入項目與程度：

✓ 身體照顧(身)

✓ 陪伴與心理支持(心)

✓ 經濟支持(錢)

✓ 其它：陪診/問安/交通接送

/連結資源/提供資訊等

長期照顧服務法：在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

親屬或家人。(國際定義/每周投入20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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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概況

• 平均照顧9.9年
• 每天平均照顧時間13.6小時
• 女性占7成(配偶、女兒、媳婦)；男性佔3成

• 51～60 歲間最多(32.9%)，其次為41～50 歲間(25.5%)，61 

歲以上(24.4%)。2成「老老伴」

• 照顧者最感沮喪的事情：失去自己的生活(28.3%)、工作與照

顧難以兼顧(21.5%)、經濟困難(20.3%)

• 國外研究，20%家庭照顧者罹患憂鬱症、65%憂鬱傾向、87%

慢性精神衰弱；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家庭照顧者高出60%

*參考資料：2007年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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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衛生福利部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家庭照顧者)

• 照顧年數：約7.8年(照顧者年齡愈高，平均照顧年數愈高)

• 照顧時間：約11.1小時/日(照顧者年齡愈高每日平均照顧時
間愈長)

• 照顧人數：約1.1人/人

• 照顧關係：「子女」占44.35%，其次為「配偶或同居人」
占35.18%

• 照顧者性別：女性占61.0%、男性占39.0%

• 照顧者年齡：「未滿55歲」占34.9%，「55~64歲」占
27.7%，「65~69歲」占12.4%，「70~74歲」占9.8%，
「75~79歲」占7.5%，「80歲以上」占7.7%

• 照顧者工作狀況：「沒上班」占68.2%、「有上班」占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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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前有工作者中，有35.2%因照顧而辭去工作。
(女性44.0%，男性24.4%)

• 仍在工作的家庭照顧者，32.2%會因照顧而影響工作

• 22.6%家庭照顧者表示健康狀況不好

• 21.3%家庭照顧者，表示曾因照顧而未就醫

• 29.4%家庭照顧者，表示照顧後家中經濟狀況變不好

• 27.3%主要家庭照顧者，表示照顧後社交關係變不好

• 22.4%的家庭照顧者因經濟因素而無法使用長照服務

• 21.5%的主要家庭照顧者因附近無長照服務資源致無
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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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期

穩定期
病情變

化期

慌亂期

輕度 臨終中度

平均9.9年

無力面對看不見盡頭的馬拉松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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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 重度



照顧悲劇觀察與啟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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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觀念

個人
內在

家庭
內部

社會
資源

《圖片來源》照顧殺人專題報導，願景工程基金會、聯合報，2022。
https://www.visionproject.org.tw/longform/care1/

https://www.visionproject.org.tw/longform/care1/


值得注意!!!
1.照顧悲劇不分地區，且照顧樣態多元。
2.男性照顧者發生機率高(61.6%)。
3.照顧者平均年齡為54歲，最高為84歲，老老照顧問題大。

《資料來源》家總自98年-111年度，根據每日新聞報導彙整。

照顧悲劇觀察與啟發2/2

男

61.6%

女

38.4%

照顧悲劇性別統計



高野昭宏45歲時，為照顧病父辭去高薪的百貨公司經理一職，
當時他從沒想過自己的社會階級會從此一路往下滑，最後身
無分文地住在公園。
「老闆告訴我，一旦你脫下領帶，再繫回去就沒那麼簡單
了。」高野說：「我不斷跌入深淵，沒有停止的跡象，但我
自己沒有意會到。以為總有辦法解決。」

29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

因照顧「減少工時、請假或彈性調整」約17.8萬人

因照顧「離職」約13.3萬人

日本年約10萬人照顧離職，但人口是台灣五倍

安倍內閣2016年提出《零介護離職》對策

為何要關注「照顧與工作平衡」?
1/5上班族踩長照地雷-「照顧不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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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



支出項目 說明 粗估費用

一次性費用

醫療器材(氧氣機、蒸痰機、復健器材)

5〜20萬元輔具(輪椅、氣墊、電動床)

無障礙環境設施(扶手、特殊衛浴)

照護服務費
(每月)

居家服務 1〜3.6萬元

社區照顧(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
1〜3.6萬元

機構照顧(護理之家、養護機構) 2.5〜4萬元

聘請外籍看護 約2.5萬元

聘請本國看護 3〜7萬元

家庭照顧者 離職損失(薪資/退休金)

材料費
(每月)

尿布、營養品、衛生紙、濕紙巾、手套、
醫療用品(消菌紗布、體溫套、棉花棒)等

1〜3萬元

長照支出知多少？

長照2.0補助：一般戶自負額比例16%

長照2.0補助：一般戶自負額比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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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萬元補助



家庭照顧是「愛的勞務(Labor of Love)」

➢沒有愛的勞動，會是什麼樣的照顧？

➢當「勞動」超過負荷時，會不會影響到原

來「愛」的感覺?

關係

能力性格

被照顧者

照顧者



預備照

顧者

•照顧準備

•需求清單

• 即將或可能

成為照顧者

新手照

顧者

•照顧安排

•照顧技巧

• 照顧資歷0-6

個月

在職照

顧者

•兼顧工作

•友善職場

• 一邊工作一

邊照顧家人

資深照

顧者

•照顧負荷

•翻轉照顧

• 照顧資歷三

年以上

畢業照

顧者

•重返社會

•再就業

• 結束照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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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景寧(2017)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年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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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職照顧

不必然自己照顧

家庭不失和

家總倡議：新三不長照

*資料來源：陳景寧(2019)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年度研討會



長照2.0的現況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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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餐式服務

「長照四包錢」補助額度

36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



長照2.0(照顧…

看護移工

25.9%
機構住宿

11.9%

其他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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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區、勞動統計查詢網及各縣市提供之數據。衛福部資料路徑為長照專區/統計專區/長照十
年計畫2.0相關統計表，使用110年度資料(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長照服務涵蓋率與(五)長照服務機構服務量。

(總體)全國長照人口主要照顧模式
衛福部110年長照服務需求推估人數：82萬人(失能51萬人/失智13萬人/身心障礙18萬人)

(衛福部)長照
2.0涵蓋率: 長
照四類服務+住
宿機構=56.6%

109年為28.3%

109年為30.9%

109年為12.0%



長照2.0(照顧服務)

34.9%

看護移工

25.9%

機構住宿

11.9%

其他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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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區、勞動統計查詢網及各縣市提供之數據。衛福部資料路徑為長照專區/統計專區/長照十
年計畫2.0相關統計表，使用110年度資料(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長照服務涵蓋率與(五)長照服務機構服務量。

從「照顧替代率」看家庭照顧樣態分布(110年)
衛福部公布「長照2.0涵蓋率」達57%
衛福部110年長照服務需求推估人數：85萬人(失能51萬人/失智13萬人/身心障礙18萬人/衰弱老人3萬人)

(衛福部)長照
2.0涵蓋率: 長
照四類服務+住
宿機構=56.6%

109年為28.3%

109年為30.9%

109年為12.0%

多元「照顧服務」量能

品質提升與增加服務量能

支持看護移工穩定照顧措施

鼓勵使用長照服務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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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照顧服務) 看護移工 機構住宿 家庭照顧

各縣市挑戰不同，須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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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照顧
替代率
：

長照2.0

+

移工
+

機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區、勞動統計查詢網及各縣市提供之數據。衛福部資料路徑為長照專區/統計專區/長照十
年計畫2.0相關統計表，使用110年度資料(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長照服務涵蓋率與(五)長照服務機構服務量。



民眾為什麼不用長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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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景寧(2019)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年度研討會

資訊障礙
(宣導&教育)

觀念障礙
(新論述/新思想)

資源障礙
(改善長照制度與服務)

長照2.0

不知道

沒資訊

不知能

用

不會用

太複雜

怕麻煩

不想用

傳統觀

念

個人偏

見

排斥外
人

不敢用

長輩抗
拒

親友壓

力

家人不

睦

不能用

當地沒

有

資格不

符

負擔不

起

不夠用

時數不

足

不好用

無法滿足
需求

差評經

驗



家庭照顧者是資源還是案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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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下的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衛生福利部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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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長期照顧服務法
第 1 條 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
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
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特制定本法。

**************************************************************

第 13 條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前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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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被照
顧者

照管
專員

家庭
照顧
者

A個
管

B服務
提供
單位

C巷弄
長照
站

家庭照顧者從「服務提供者」轉變為
「服務接受者」

被照
顧者

照管
專員

家庭
照顧
者

A個
管

B服務
提供
單位

C巷弄
長照
站

擔任照顧者？

不當照顧者？

以家庭照顧者為中心的服務



以「家庭照顧者」為主的服務視角

看見照顧事件中的雙案主：照顧者╱被照顧者

家庭照顧者是「因為一段照顧事件」所衝擊導致的弱勢族群。

協助因應重大照顧事件衝擊，當下生命階段不同角色的平衡

不區分被照顧者的疾病類別，家庭照顧者的生命計畫才是主題。

45

協助重整照顧計畫，引進替代照顧資源，
降低照顧事件衝擊，找回生活正軌。



衛生福利部「家庭照顧
者支持網絡計畫」

計畫目標

一、減輕家庭照顧者之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

二、提升家庭照顧者之照顧技巧，增進照顧品質。

三、增進家庭照顧者之社會支持及強化其資源網絡。

四、提供家庭照顧者完整的照顧服務建議及規劃。

五、因地制宜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之家庭照顧者創新服務項目。

六、增進家庭照顧者照顧協議及財務管理知能並提供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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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安排

喘息
服務

照顧
技巧

情緒
支持

衛生福利部委託建置

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 團體訓練課程
• 居家技巧指導

• 長照2.0(被照顧者服務資源)
• 居住安排╱經濟協助╱法律諮
詢╱就業媒合等

• 紓壓活動

• 支持團體

• 心理協談

• 志工關懷

47

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
服務

• 居家喘息
• 機構喘息
• 日照喘息
• 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
• 巷弄臨托站



119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地圖
https://carersuppo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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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rersupport.com.tw/


家照據點任務

49

資源發展

宣導
推廣

個案
服務

建立長照安全網：連
結在地資源/提高全民
照顧風險意識

預防照顧悲劇：攔截
高負荷個案/鼓勵善用
長照2.0資源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110年度長照司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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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9/11/9 衛生福利部長照司「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業務聯繫會議紀錄

編號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 照顧者曾有自殺
企圖或自殺意念

1. 照顧者過去曾有自殺企圖、具體之自殺計畫或已準備好自殺工具
等行為。

2. 曾在言語間表達有自殺或結束自己與照顧對象生命的想法。

2 曾有家暴情事 照顧者自述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或受暴者，或有暴力意念，不論有
無列入正式通報紀錄。

3 沒有照顧替手 負擔每周20小時以上主要照顧工作，無其他家人、親友等可以協助。

4 需照顧兩人以上 同時需照顧兩位符合長期照顧或身心障礙條件以致生活無法自理的
家人。

5 照顧者本身是病
人

照顧者持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重大傷病卡(含癌症)、(曾)罹患骨
骼系統疾病致使照顧能力受限者，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精神功能異
常或障礙者。

6 照顧失智症者 被照顧者已經醫師確診為失智症患者。

7 高齡照顧者 照顧者的年紀大於65歲。

8 申請政府資源但
不符資格

已申請政府資源，例如救助身分、長照服務等，但不符合資格故無
法取得相關資源。

9 照顧情境有改變 3個月內照顧者出現急性醫療需求或處於外籍看護工空窗期等突發
性狀況，致照顧負荷增加。

10 過去無照顧經驗
者

過去無照顧經驗且受傳統文化等因素影響，致出現高照顧負荷情形
卻不易開口求助者，如男性照顧者。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轉介標準，需符合下列情形之其中一項：
一. 符合指標1、2任一項及加上3〜10中任一項
二. 符合指標3〜10中任三項
三. 其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轉介之必要情形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個案來源

民眾自行求助

老人保護個案

縣市家照網絡
(資源中心/支持據點)

家庭照顧者
高風險初篩

指標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出院準備服務

長照服務機構(A/B/C)

友善照顧職場

聘僱外勞家庭

鄰里社區

其它(ex.照顧咖啡館、

工會、友善商家)

1966長照專線

Yes

轉介家庭照顧
者服務網絡/

共同工作

No

評估轉介

通報

評估轉介

自殺防治個案

提供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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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個案管理-工作流程

SOAP



我們想要瞭解您現在照顧 (先生/女士)的感覺，請問您會
不會因為照顧他，而……

從
未

很
少

有
時

常
常

身體負荷
1.使您身體疲倦，精疲力竭 0 1 2 3
2.使您的身體健康變壞 0 1 2 3

情緒負荷
4.看到他的健康情形變差及衰老，使您感到難過 0 1 2 3
5.您覺得您做得不夠多，對不起他 0 1 2 3

關係負荷

12.為了照顧他，家人之間的關係惡化。 0 1 2 3
13.無法兼顧他及其他家人之照顧。 0 1 2 3
14.其他家人嫌您照顧的不夠好。 0 1 2 3
19.因為他的行為讓您覺得不好意思。 0 1 2 3

時間負荷

7.您出外旅行受到影響。 0 1 2 3
8.您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他。 0 1 2 3
9.使您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0 1 2 3
6.您與親友之間交往受到影響。 0 1 2 3
15.日常生活作息受影響，整個家庭需重新適應。 0 1 2 3
21.因為照顧他，您覺得很難去安排或計劃您的未來。 0 1 2 3
22.您平日的生活安排必須全部依照他的需要來決定。 0 1 2 3

經濟負荷
10.照顧他的花費很大，使您付不起。 0 1 2 3
11.因經濟受影響，得省吃儉用，節省開銷。 0 1 2 3

正向感受
16.使您覺得自己很重要。 3 2 1 0
17.使您受到別人的讚賞及尊敬。 3 2 1 0
18.使您覺得盡了義務，感到心安。 3 2 1 0

未歸類項目
20.您覺得沒有能力再長久照顧他
3.使您感覺生氣

家庭照顧者負荷評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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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瞭解您現在照顧 (先生/女士)的感覺，請問您會
不會因為照顧他，而……

從
未

很
少

有
時

常
常

身體負荷
1.使您身體疲倦，精疲力竭 0 1 2 3
2.使您的身體健康變壞 0 1 2 3

情緒負荷
4.看到他的健康情形變差及衰老，使您感到難過 0 1 2 3
5.您覺得您做得不夠多，對不起他 0 1 2 3

關係負荷

12.為了照顧他，家人之間的關係惡化。 0 1 2 3
13.無法兼顧他及其他家人之照顧。 0 1 2 3
14.其他家人嫌您照顧的不夠好。 0 1 2 3
19.因為他的行為讓您覺得不好意思。 0 1 2 3

時間負荷

7.您出外旅行受到影響。 0 1 2 3
8.您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他。 0 1 2 3
9.使您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0 1 2 3
6.您與親友之間交往受到影響。 0 1 2 3
15.日常生活作息受影響，整個家庭需重新適應。 0 1 2 3
21.因為照顧他，您覺得很難去安排或計劃您的未來。 0 1 2 3
22.您平日的生活安排必須全部依照他的需要來決定。 0 1 2 3

經濟負荷
10.照顧他的花費很大，使您付不起。 0 1 2 3
11.因經濟受影響，得省吃儉用，節省開銷。 0 1 2 3

正向感受
16.使您覺得自己很重要。 3 2 1 0
17.使您受到別人的讚賞及尊敬。 3 2 1 0
18.使您覺得盡了義務，感到心安。 3 2 1 0

未歸類項目
20.您覺得沒有能力再長久照顧他
3.使您感覺生氣

家庭照顧者負荷評估量表→對應處遇資源

處遇：紓壓活動/照顧技巧指導/健康自主管理

處遇：紓壓活動/支持團體/心理協談/志工關懷

處遇：支持團體/心理協談/家庭照顧協議

處遇：照顧服務/喘息服務/時間管理/長照教練

處遇：經濟扶助/長照四包錢/財務管理

處遇：紓壓活動/支持團體/心理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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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長照時代
(聰明照顧者/新家人關係)



鼓勵善用資源的「聰明照顧者」
《家總2017「聰明照顧者」徵求活動第一名》嘉義市林立成
照顧車禍後失智的妻子有十多年/以「照顧不離職」進行照顧
安排/白天使用兩班居服員/晚上自己照顧/假日使用機構喘息/
持續游泳、志工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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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群專業人士，替代無法照顧的舊家人

圖片來源：https://www.niusnews.com/=P03ahhw6



四天日照、一天居家，共享天倫
(桃園市) 35歲秀鳳，媽媽生下她後就過
世，由父親一手拉拔長大。父親在十年
前確診失智，情況不斷惡化，加上秀鳳
成為新手媽媽，先生又必須為工作打拼，
使她憂鬱症復發。使用長照服務後：

★ 父親因規律作息及團體活動更穩定

★ 有較多時間照顧孩子、讓自己休息，
也能與家人安排假日外出。

照顧服務及專業服務(24,100元/月)

• 日間照顧服務(週一至週四)

• 居家服務：備餐/購物/餵藥(週五)

交通接送(1,840元/月)

□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40,000元/3年)

喘息服務(32,340元/年)

• 機構喘息

• 日照喘息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 心理協談
新家人：紅十字會桃園市分

會╱梧桐樹日間照顧中心

失能等級：第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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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工作，五位新家人協力照顧
(高雄市) 59歲的富華，57歲的妻子原是
大公司會計，八年多前因忙於工作而疏
忽照顧自己的身體，導致腦傷引發癲癇
致全身癱瘓。富華因此離職照顧，但家
庭經濟不能長期透支，子女在外地工作
也無法替手照顧。

★ 主動爭取自家大樓的管理員職，就
近接待每月五名以上到家服務專業
人員。

★ 善用每年21天機構喘息與親友相聚

照顧服務及專業服務(36,180元/月)

• 居家服務：身體清潔床上擦澡/修指甲/

協助餵食或灌食/餐食照顧備餐

• 專業服務：臥床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交通接送(2,400元/月)

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40,000元/3年)

喘息服務(48,510元/年)

• 機構喘息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 紓壓活動/支持團體

到宅口腔醫療服務

新家人：高雄市濟興長青基金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技術推廣協會

失能等級：第八級

60



1:1家庭照顧者，變1:8專業照顧人員
(澎湖縣) 63歲的水味，為了90歲獨居母親

離職返鄉照顧。三年多前母親確診失智，

但因不會照顧造成母女關係緊張，自己的

身體與經濟也出現狀況。而決定送母親到

日照中心後，也曾經歷鄰里異樣眼光。

★ 母親進入日照3個月後逐漸適應，身體

變得更健康，母女感情也變好。

☑照顧服務及專業服務(36,180元/月)

• 日間照顧服務

☑交通接送(2,400元/月)

☑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40,000元/3年)

☑喘息服務(48,510元/年)

• 機構喘息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 心理協談

新家人：澎湖縣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講美日間照顧中心

失能等級：第八級



別再表揚無怨無悔的「照顧楷模」
30位孝行楷模對自己尊長悉心照護，即使家境不優渥、生活
清苦，不分年紀，總是能克服困難，一肩扛起照顧的重責；
多位得獎人即使自己身體有些病痛，但從不怨天尤人，堅強
忍受病痛折磨，依舊以自己的力量，無怨無悔為家人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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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什麼資源呢 ?
家總新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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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

件

照顧需

求

照顧選

項/花

費

討論清

單

家庭動

力評估

家庭會

議

書面約

定/定

期檢視

家總新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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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會議-議程產出器



照顧咖啡館 1.0-
喘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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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咖啡館 2.0-長照教練

復華長青多元服務中心：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85巷11號(捷運復興南京站)

台北市政府場地委託健順養護中心營運/家總合作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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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教練：更多元的支持照顧服務

(家總)

長照教練

照顧安

排

支持性

服務

家庭照

顧協議

金錢管

理

時間管

理

居住規

劃

照顧不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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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電視台《照顧不孤單》
八集家庭照顧者善用長照四包錢，改變照顧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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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電視台《長照小學堂》
邀請專業人員分析長照2.0「專業服務(C碼)八堂課」節目，包括復能
照護、營養照護等、進食與吞嚥照護、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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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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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聯合報

黃姐，一打三，顧老又顧小。

她說：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曾想一

了百了。



*圖片來源：鏡周刊

阿龍，獨生子，和媽媽相依為命。

媽媽失能、失智，插著鼻胃管、尿管，動彈不得，我不

工作行嗎？



從兩個案例，你看到什麼？

請運用初篩指標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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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職場

家庭 社區

個人

友善照顧社區
(十分鐘照顧圈)家庭照顧協議

(照顧不離職)

友善照顧職場

權利/政策/服務

友善照顧環境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19號7樓

• http://www.familycare.org.tw

•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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