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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疫情下的長照困境 

2021.07.13 

楊子敬（律師考試及格，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自今年 5月三級警戒以來，全台公共場所紛紛關閉，在一般民眾明顯

感受到的生活不便之外，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引，除了機構式長照

服務中心外，許多的長照服務必須全面暫停。對此則造成了全台高達 29萬

名 65 歲以上的失智者，與其他需要長期照顧的失能者以及其親屬在長期

照護的資源匱乏之問題。 

  而若要對此問題進一步分析的話，則應先就我國目前所運行的長照

2.0之制度簡要說明，就政策目的而言，自 2016 年，長照 2.0 制度係為了

實現在地老化，而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

服務，以普及照顧服務體系，並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期能提

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具體來說，財源的部分係來自於政府稅收，而對象上則包括 65歲以上

失能老人或衰弱者、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等等。而在給付內容的部分，除

了在長照 1.0（係為我國於 97-105 年間之長照服務計畫，礙於篇幅故不詳

述）時期既有提供的居家護理、居家復健、喘息服務(註)、全日長照機構

服務外，其將全國區分為 368 個長照服務單元，在每個社區單元內以Ａ級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護中心）、Ｂ級（複合型

日間服務中心：日間托老）以及Ｃ級（巷弄長照站：預防失能、幾小時短

暫照顧、老人社交）之三種等級的服務中心定點來提供社區長照服務，並

且也結合交通接送服務使得被服務對象可以串聯ＡＢＣ三種服務。 

  然而就上開的服務內容而言，在三級警戒之後，衛福部指揮中心依照

傳染病防治法第 7條所頒布的應變措施（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應變措施），規定除了全日長照服

務機構外，前開社區長照服務（日照中心、日間托老中心、巷弄長照站等）

全數皆暫停提供服務，而僅僅剩下照護人力缺乏的居家服務可以提供。 

  而對於台灣目前大多數有長照需求的家庭，多數皆不是採取將老人送

往全日機構的情況下（以失智者為例，根據監察院 2017 年調查，全台僅有

4%失智者使用住宿機構），社區型長照服務的暫停也幾乎等於政府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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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暫停。其影響的範圍以失智者為例，依照失智者協會的統計，受

到影響的失智者至少有 2.5萬人左右，更遑論所影響的家庭人數。 

  惟就目前在政策上，卻無見到相應的補貼，舉例而言，雖然在衛福部

所頒佈之應變措施中，有提到各級縣市政府，應協調被暫停服務機構之照

顧人力轉往提供居家服務，但先不論此舉要如何在實務上與業者協調，在

現有服務照顧人力長期短缺的情況下，根本難以想像能有效率的轉變為對

於長照需求者之居家服務。此外，日間照護中心以及巷弄長照站的停業亦

使得有喘息服務 需求的家屬無所調整其工作以及照顧家人間的平衡。更

有甚者，在防疫照顧假的政府補貼上，雖然因日間照顧服務停止，必須請

假的家屬，可請防疫照顧假；但相對於照顧孩童可請領的每人一萬元補助，

因為長照需求而受影響者卻並沒有同等待遇，形成「顧小不顧老」現象，

也反映出了儘管長照 2.0號稱要在社區落實長照，但在疫情下卻又只能將

責任丟往家庭個人的困境。 

  就國際經驗而言，許多國家亦同樣的面臨到疫情與長照的困境，而在

政策的應對上，例如澳洲推動緊急喘息服務、照顧者線上互動平台；英國

有薪照顧假或照顧者津貼、運送物資志工；紐西蘭推出物資關懷包、協助

線上購物等。皆相對於我國有進一步的對策。 

  綜上而言，在三級警戒預估至少將延長到 7/26的情況下，對於多數家

庭所面臨的長照困境，本文認為，對於有施打疫苗之老人以及照顧服務員

應擴大媒合居家以及喘息服務，而對於請假在家照顧老人的勞工或是全職

的家庭照顧者，則至少應該提供相應於兒童照顧之津貼。此外在政府已提

出三級警戒的適度鬆綁措施下（俗稱微解封），既然都認為電影院等場館

可以有條件開放，但對於涉及到長照公共利益的社區長照服務卻仍禁止，

在政策邏輯上或有違誤，本文認為在適度鬆綁措施下，即應考慮長照服務

提供的有條件放寬，並且配合金錢上的補貼，以舒緩在疫情下的長照悶鍋。 

〔註〕 

喘息服務：係指家庭照顧者長期照顧失能的親屬導致身心疲憊，為了給予

家庭照顧者更多的支持與關懷，予協助安排被照顧者入住機構接受照顧，

或安排居家服務員至家中照顧被照顧者，讓家庭照顧者得以從持續照顧職

責中獲得暫時休息的機會。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也竭誠

歡迎回饋: star8903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