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尊敬台北市老人的福利政策
老人受尊重、失能有照顧，家庭負擔輕、臺北福利多。

健康的城市是要讓住在這裡的老人身體、心理、社會多福利。

活力的城市是讓住在這裡的老人均可參與社會、身心健康、安全居住。

壹、背景

2009年底臺北市的兒童人口（0-12歲未滿）有29萬1700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1.19%，略低

於全國平均的12.15%；少年人口（12-18歲未滿）19萬8526人，占全市總人口的7.61%，也略低

於全國平均的8.38%；身心障礙人口11萬2643人，占全市總人口的4.32%，也略低於全國平均

的4.6%。唯獨老人人口32萬8416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2.60%，高於全國平均的10.63%。顯見臺

北市是一個人口相對老化的城市。

人口老化較嚴重的區是萬華（15.30%）、大安（14.61%）、中正（13.84%）、大同

（13.73%）、信義（13.42%）、松山（13.09%）、中山（12.99%）。人口相對年輕的區依序是

內湖（8.53%）、南港（11.25%）、文山（11.58%）、北投（11.58%）、士林（12.27%）。人口

老化較嚴重的區主要是舊市區如萬華、大同，以及軍公教集中區，如大安、中正。前者因老

人安土重遷而留住，後者因退職軍公教人員集中而相對老化。

而台北市有私立老人養護機構150所、公設民營老人安養機構3所（文山、兆如、至

善）、公立老人安養機構2所（浩然、自費安養中心）、居家護理機構34所、居家服務單位

14、一般護理之家16所、日間照顧中心9所、老人公寓2	 家、長青學苑28校179班、老人服務

中心14所（公營4、公辦民營8、方案委外2，其中中山、松山、大同3家公辦老人服務中心已

與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合併）、社區關懷據點62處（社區發展協會、教會、社團、老人服務

中心）、老人活動據點66處（社區發展協會、教會、社團）、老人營養送餐17單位（含機

構、老人服務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1處。

臺北市的老人長期照顧其實是全國最早推動的，早在陳水扁先生當市長時的1995年即著

手規劃都會型長期照護系統，1997年推出長期照護示範管理中心，2000年擴大辦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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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通過之「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旗艦計畫「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設臺北市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迄今，提供暫托服務、居家護理。

臺北市提供老人的服務資源其實相當豐沛，推動長期照顧的經驗也是全國最久。唯仍存

在一些缺失如下：

一、長期照顧資源未整合

長期照顧主管機關是衛生局，長照中心也由衛生局主管，與社會局老人福利科的分工看

似一般老人由社會局主管，失能老人由衛生局主管。但是，事實又不然，從上述機構分

工即可發現分工不明。與長期照顧有關的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日間照顧中心、居家服

務、老人服務中心、社區關懷據點、老人營養送餐都屬社會局主管。護理之家、居家護

理、長照中心才是衛生局主管。單靠衛生局主管的護理之家、居家護理根本無法滿足需

長期照顧老人的需求。長期照顧是指針對先天或後天喪失日常生活功能的人們，提供長

期的健康照護、個人照顧與社會服務，據此，如果不結合衛生局、社會局、家庭、民間

服務資源、社區力量，根本無法滿足老人需求。

二、健康預防資源未整合

臺北市衛生局轄下12區健康服務中心，推動市民健康促進，但是未能與社會局轄下的老

人服務中心、社區關懷據點合作，很難達成老人健康預防效果，減少長期照顧依賴。

三、社區關懷據點不夠普及

台北市有449個里，社區關懷據點與老人活動據點加起來才128處，不夠普及。

四、老人送餐服務不夠普及

目前老人營養送餐僅由17單位負責，很難達到就近送餐的效果。

五、居家服務人力不足

居家服務單位計48個，服務人力與服務量仍有待開發。

六、日間照顧有待開發

日間照顧中心僅有9所，未達社區化的目標。

七、臨終老人的安寧照顧不足

臺北市除了醫院之外，少有臨終老人的安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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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無障礙環境仍不夠友善老人

不論是人行步道、公車站牌、失能老人交通接送等均不夠友善老人的視力與體能。

九、老人家戶維修協助不足

政府缺乏老人居住環境獨特性需求的敏感度，未能提出積極的老人居住環境改善措施。

十、高齡就業關心度低

市政府對於高齡失業風險偏高無積極作為。

貳、目標
1、 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2、 減輕家庭照顧負荷。

3、 創造婦女就業機會。

參、對策
一、 創造三贏（婦女、老人、幼童）的社區照顧系統

訓練未就業的中高年婦女，利用社區閒置空間，從事社區照顧工作，讓老人、幼童不必

離開社區，並對住在自家的老人提供各種服務，如家事服務、居家護理、居家服務、送

餐到家、社區定期聚餐等。

二、積極推動老人志工時間銀行

比照捐血制度，鼓勵市民參與照顧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可獲得未來照顧時數回饋

積點。建立一個市民照顧市民的互助城市。

三、開辦松年大學，創立銀髮人才中心

讓活力的老人有學習機會，開辦老人人才庫，辦理老人就業諮詢，鼓勵老人扮演文化傳

承工作，開發社區型產業，讓高齡者可擔任部分工時工作。

四、增設老人關懷據點

目標每一到二里均有一老人關懷據點；同時提升關懷據點功能，從健康預防、衛生教

育、營養諮詢、休閒活動、福利諮詢、送餐到家、團體聚餐，到志工訪視獨居老人等。

五、推廣社區型日間照顧服務

開發更多日間照顧服務機構、老人中心，以利老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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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預防

推動社區型老人健運動，鼓勵老人多運動，同時教導老人預防傷害之各種活動，以減少

跌倒、傷害、老化等

七、照顧服務保證

整合社會服務、健康照護，提升長期照顧管理員的功能，確保需長期照顧的老人可獲得

所需服務；加強老人服務中心功能，連結老人所需服務，以確保老人生活品質。

八、交通服務 

除建構一個友善老人的人行道、紅綠燈、公共運輸系統外，行動不便的老人可以申請計

程車、特殊裝備車輛叫車服務。

九、住宅服務

1. 住宅維修：為了讓老人盡可能便利地住在自己家中，政府應提供住宅維修補助、

房屋維修服務，以滿足其居住需求。

2. 老人住宅：除目前兩處老人住宅之外，應再增加適合無自有住宅老人居住的社會

住宅，保障老人的居住權利。同時，於這些住宅提供居家服務、到宅醫療、安全

維護、共同餐廳等。

3. 鼓勵民間興建社區型失智症團體之家，以因應失智症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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