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照資源與喘息服務

父母、長輩、伴侶或重要親人生病臥床、重傷

意外、行動不便，甚或出現失智，往往對家庭

造成重大衝擊，有些人因為要照顧家人而辭

職，擔任全職照顧者，不管是自願或家族推

派，長時間下來都承受很大壓力。中華民國家

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簡稱家總）秘書長陳景寧

觀察到，當家人病情還在輕、中度時期，照顧

者有智慧地運用政府長照、喘息服務，就有機

會保有工作，壓力也不會這麼沉重。

善用政府資源，減輕家庭照顧重擔

林
先生是2017年家總「照顧者聯盟」家庭照

顧團隊圖文徵求活動第一名得主，評審委

員對林先生的評語為「懂得照顧自己、安排生

活」，他的樂觀態度也讓評審委員印象深刻。

10年前，林先生的太太因為車禍而出現腦部慢性

退化，剛開始，吃飯、如廁都還能勉強自理，林

先生得兼顧照顧與工作，剛好公司離家近，加上

主管、同仁體諒，平常他就趁午休回家看一下。

文／梅智銓

1966

10 2018. 09 / 第 18期 



照顧好自己　才能好好照顧家人

5年後，林太太腦傷惡化，肢體動作也受影響，

林先生發覺，靠一己之力照顧，又要同時工作，

時間、體力逐漸無法負荷。他透過網路搜尋知道

了居家照顧服務資源，便申請週一至週六由照服

員到家協助照顧，上、下午各有一名照服員協助

「備餐、餵食、刷牙、洗澡」等事宜，照服員也

貼心噓寒問暖。中間曾陸續換過照服員，他製作

分工表，照服員就能清楚交接。趁著居家服務時

間空檔，林先生外出參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活

動，不只放鬆，也學習新知。

根據林太太的情況，當時林先生享有21天喘息服
務，他每個月也會安排2-3天讓太太去機構接受
照護，爭取喘息空間，若超過補助額度，他就全

額付費。林先生兼顧照顧、工作直到退休，退休

後，他堅持投入志工行列，幫助轉換心情。林先

生認為，照顧者要積極了解並善用資源，現在66
歲的他會利用手機APP軟體，以視訊觀察太太在
家情況，即使人在外面，他也比較放心。

林先生表示，「要先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好家

人，雖然要花點錢，但喘息很重要，再者，比起

居家喘息，機構喘息更符合我的需要，加上我熟

悉機構的環境和人員，對機構有信心，所以不排

斥使用機構喘息。」

家庭照顧者　平均照顧9.9年

林先生的太太很需要人照顧，全臺像林太太這

樣的失能、失智族群與身心障礙者約76萬人，其

中近50萬人為超過65歲以上長輩。陳景寧指出，

過去統計發現，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時間達9.9

年，每天花13.6小時在被照顧者身上，太太、女

兒、媳婦等女性照顧者占了7成。國外研究也顯

示，約2成家庭照顧者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

傾向，8成7有慢性精神耗弱，家庭照顧者死亡率

比其他家庭成員多增加60%。

陳景寧分析，曾遇到的個案，照顧最長時間達33

年。從統計數據來看，一半以上家庭照顧者為

40-60歲族群，這些人都有工作生產力。當親人失

能、失智或有身心障礙，家庭中有一名成員離開

職場擔任唯一照顧者，生理、心理與經濟壓力便

與日俱增，照顧者常需要抱被照顧者洗澡、移動

或上下樓，許多人有頸椎、腰椎傷害，由於睡眠

常被打斷、心理承受很大壓力，而整天待家裡，

社交也受到孤立，身心狀況大多欠佳，時間一

久，不少照顧者就變成病人，而退休金、勞健保

中斷也都是問題，常導致照顧者老年貧病交迫。

離職成為全職照顧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陳景

寧表示，最新照護趨勢是希望照顧者可以「照顧

不離職」，這有兩大好處：第一，經濟收入不會中

斷。第二，工作等於是一種喘息，不只擁有社交生

1966

充分運用照顧及專業服務、喘息資源，讓照顧者

不再孤軍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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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中成員需要長時間照顧時...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資格
65歲以上失能老人、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失能身心障礙者、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的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例如需要別人協助吃飯、移位走動等)

家總長照123
1.一工具－長照服務資源地理地圖
2.兩支電話－長照專線1966、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
3.三步驟－
   資源盤點、資產盤點、召開家庭會議

1.向縣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
2.長照管理中心安排專業人員到府評估
3.共同擬訂照顧計畫
◎核定後，便可使用喘息服務、照顧及專業服務、
 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交通接送等服務資源。

申請長照資源

活，還能轉換心情。如果要達到這目標，就得善用

資源，像上述林先生的做法就是很好的示範。

目前政府對於長照家庭提供「照顧及專業服

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與「喘息服務」等4項資源。

依失能等級不同，部分項目每月給付額度也不

一樣，像喘息服務，依失能等級，每年給付額

度為新臺幣32,340-48,510元不等，一般民眾的

部分負擔比率是16%，負擔金額為給付額度乘

上部分負擔比率16%，中低收入戶的負擔比率

為5%，低收入戶則是政府全額負擔，免部分負

擔。接受照顧者若住在長照住宿式機構，便無

法申請這4類長照服務。

長照喘息服務申請步驟

「喘息服務」是希望家庭照顧者透過居家式、社

區式、機構式與巷弄長照站社區臨托喘息服務

等，擁有多一點喘息空間。民眾申請長照資源

時，第一步驟是向縣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提出申請，第二步驟是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會安

排專業人員到府針對受照顧者失能等級進行評

估。第三步驟則是共同擬訂照顧計畫。核定後，

便可使用喘息服務、照顧及專業服務、輔具與居

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交通接送等長照服務

資源。依據2018年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受

照顧者失能等級在2到6級者，家庭照顧者最多

可享每人每年32,340元的喘息服務額度，而7到8

照顧者不孤單—

中華民國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照顧者 
服務交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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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者，家庭照顧者則最多有每人每年48,510元喘

息服務額度。

事實上，喘息服務為長照資源一環，其中居家

式喘息服務是指照顧服務員到家中執行3小時

或6小時照顧工作，機構式喘息服務則是安排受

照顧者暫時到簽訂合約的養護中心、護理之家

等接受照顧，現在也有夜間喘息等服務可供選

擇。以全天居家喘息服務6小時為例，給付費用

為新臺幣2,310元，一般戶自付比率16%，需要

自付約369元，若是中低收入戶自付5%，需要自

付約115元，低收入戶則是免費。

目前申請長照資源對象包括65歲以上失能老

人、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50歲以上失智症患

者、失能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的獨

居老人或衰弱老人等。而家庭照顧者若要申請

喘息服務，被照顧者必須實際居住該縣市，另外

針對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外籍看護無法持

續照顧1個月以上，得申請喘息服務。

及早規劃、準備

提升家庭照顧戰備力

「家庭照顧者照顧時間平均達9.9年，所以一定

要訂定中長期家庭照顧計畫！」陳景寧指出，家

總透過「長照123」口號，幫助民眾了解目前有

哪些長照資源，以及如何訂定中長期家庭照顧

計畫。所謂「長照123」是指1工具、2支電話與3

步驟。

「長照123」中的1工具，是指衛生福利部建置的

「長照服務資源地理地圖」，民眾透過網路搜尋

「長照服務資源地理地圖」，便能找到相關連結

網站，並了解縣市長照資源分布狀況。

2支電話則是指政府長照專線1966與家總所設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陳景寧

建議，民眾打電話前可先從「被照顧者失能程

度」、「家庭照顧人力」與「家庭經濟狀況」等

面向思考。

3步驟是建議照顧者在訂定中長期家庭照顧計畫

前必須先「資源盤點、資產盤點、召開家庭會

議」。不管想使用長照資源，或想向專業人員諮

詢，都必須與被照顧者、分擔照顧責任家人與重

要親友溝通，盡量凝聚共識、減少爭執。在溝通

前，陳景寧認為，主要照顧者要先盤點資源、資

產，再召開家庭會議，共同討論、及早規劃、準

備、溝通，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照顧戰備力」！

善用資源　達到「照顧不離職」目標

陳景寧提醒，「家人照顧不見得專業，離職照

顧不見得划算，重點是要找到資訊、找到專

家，並善用資源、理性決策，除了擬訂中長期

照顧作戰計畫，也要建立自己的照顧支持體

系，正式、非正式資源都要納入。」她也期待每

位家庭照顧者都能善用資源，達到「照顧不離

職」目標。

特別誌謝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秘書長　陳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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