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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長期照顧2.0十年計畫3

•因應長期照顧需求

2014年老年人口比已上升到11.99%，2018年
已超過14%，2022年預計達17.6%，到2025年
我國的老人人口將超過20%，到了2045年我
國人口中的1/3是老人。



我國人口高齡趨勢與挑戰4

長 •壽命長

多 •長者多

高 •程度高

快 •來得快

少 •孩子少

高齡
社會

102年：男76.69歲、女83.25歲

149年：男82歲、女88歲

149年65歲以上人口約為101年之
3倍。80歲以上高高齡人口由101  
年25.4，增加為149年41.4。

6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度教育程度
愈來愈高，使用科技能力及獨立
自主性較高

台灣從 7％邁入14％約24年，相較
於歐美國家有長達50年以上的準備
時間，我國只有一半的因應時間。

少子化現象會惡化老年扶養比，且
當家庭成員數逐年減少下，原有的
家庭成員相互支援照護功能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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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供給

我國老人長期照顧與安養機構（不含榮民之家與護
理之家）計有1,044所，可供入住人數為5萬8,449人，
實際進住者有4萬3,940人，使用率75.2%。護理之家
471家，床位數3萬6,845。榮譽國民之家16家，床位
數8,585。三者總床位數10萬3,879床，供給超過需
求3萬4237床。機構式照顧老人占需求長期照顧老人
的19.5%，比率低於歐美國家機構式（約30%）。顯
示我國老人並不偏愛機構式照顧，致使現階段機構
式照顧設施仍然供過於求。

關於長期照顧2.0十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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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長期照顧體系的缺失-
長照預算執行率低落，資源分配不均

衛福部推動長照 2.0 時，多半著重在居家式及
社區式照顧服務，長照 2.0 給付基準根本未納
入住宿型機構內的失能民眾，導致如靠呼吸器
維生、長住呼吸照護病房的患者無法使用長照
資源，每月還得自付生活照顧費 2.5-4.5 萬元
，造成家屬極大負擔。

關於長期照顧2.0十年計畫



當前長期照顧體系的缺失-

照服員給付新制不夠全面，導致整體照顧人力失衡
7

監察院 107 年針對長照人力調查結果發現參加照服
員訓練、領有結業證書的學員，以及取得照服員證
照者總共逾 12 萬人，然而，實際從事照服工作的
人卻只占了 24.5%。而全職居服員的平均薪資經多
次調薪後已超過 3.8 萬元，而居家服務照服員薪資
更高達5-7萬元，但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也僅提
升至 43%。



當前長期照顧體系的缺失-
權責分工未明、決策倉促，損害長照政策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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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業務的推動與執行，分別屬於長照司、護健司、社
家署等 3 個機關；而地方政府現行長照業務大多由衛生
部門主責，少部分由社會局下轄，不但與過去 80% 由社
政部門執行不同，政府部門的權責與分工也不夠明確。
再者，「長照 2.0」的政策推動往往又急又快，不僅時
常未先召開會議說明、與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溝通協
調，資訊也不夠流通，已造成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困
擾，更損害政策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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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施政理念、彰顯具體主張
從本監收容人中培育質優量足的長期照顧服務人力，
給予一技之長，提升職業價值與尊嚴，使成為社會中
有幫助的人。

部長頒發技術證照

本監配合長照2.0開辦照服班



表2-1 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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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證照後可從事多種類別之照服工作
支持家庭照顧者、到宅服務、居家醫護、日間照顧、
短期臨託、餐食服務、交通接送、團體家屋、機構式
照顧等，都是出監後謀職的多種選擇。



•成立過程
•確定課程場地。
•洽請中壢天晟醫院捐贈照服班專業設備。
•檢定場地通過勞動部評鑑合格。

•經費來源
•由國際扶輪社3500地區、中壢天晟醫院及更生保
護桃園分會等團體捐贈設備及相關訓練費用。

•克服困難
•訓練單位:先與天晟醫院洽談師資支援，惟對方因
故而中斷配合，後再與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洽詢
合作，並將計畫書報請桃園市政府核定後，終由該
校提供訓練師資。
109年起改與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合辦單一級照顧
服務員技能檢定。

本監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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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外實習機構:積極洽詢甲級照服機構，多次溝通協
調下，終與鄰近佳安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合作，使學
員得以獲得實習機會。

•學術科檢定
於矯正署台北監獄，參加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技能
檢定中心辦理之學科檢定。於本監(業經勞動部評鑑
為合格場地)辦理術科檢定。

•學員證照考試通過
每年開辦2期每期24位學員輔導其取得單一級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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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班硬體設備

開訓典禮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實錄照片

訓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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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照通過



矯正新亮點--照顧服務員班成果發表會
•105年11月29日辦理第一期「單一級照顅服務班成果發表會」，
當時特別邀請前法務部部長邱太三、桃園市長鄭文燦、前桃園地
檢署檢察長彭坤業、前矯正署署長巫滿盈，桃園、新竹地區矯正
機關首長及相關民間醫療、社福團體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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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部長致詞勉勵 實地參觀照服班



配合自主性監外作業政策--協助投入就業市場

•收容人習得一技之長並能參加技能檢定、取得證照。
•可照顧本監年老及罹病收容人外，出監後並可加入長期
照護服務的就業市場，減少再犯機會。

•依受刑人監外作業實施辦法，取得證照的學員可安排日
間外出工作，出監亦可投入就業市場。

• 目前已計有191位學員取得證照，11位學員取得結業證書，
23人次從事自主監外作業， 58人出監後從事長照之相關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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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方向及待解決問題16

•持續辦理照服班
目前規劃於本(111)年7月，開辦照顧服務員班2期。訓練
單位、師資及實習機關已分別洽請長庚科大及佳安老人長
期照護中心辦理。

•提供本監設備場地協助其他矯正機關訓練，透過
經驗共享，順利取得證照就業。此部分仍須待勞
動部同意確認。

•拍攝微電影推廣，讓民眾瞭解本監收容人努力向
上、為社會大眾服務的熱忱-央廣微電影連結
★ 良民證(雇主要求提供)及教師鐘點費(800)

【央廣】高牆下的照顧員【完整篇】.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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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監110年開辦堆高機操作人員班

•臺灣物流產業與運輸發展蓬勃，重機械操
作實務人才需求殷切。順應社會經濟結構
轉變及就業職能之發展，本監訓練女性收
容人學習堆高機專業技能，跨越性別工作
刻板印象，促進兩性平權意識將能促進其
出監後順利及快速投入就業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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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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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訓練班目的為輔導參訓學員考取勞動
部堆高機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
強化參訓學員出監後就業市場競爭能力。

•學員出監後,，可從事製造業、批發及零
售業、儲備運輸物流及倉儲業等之倉儲
管理員、物料管理員、物流專員、倉管
儲備幹部、物流倉管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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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監辦理指甲彩繪班

•隨著社會經濟成長，人民生活富裕，指
甲美化行業更形蓬勃發展，且美化指甲
亦是許多女性喜愛之裝扮，故「指甲藝
術」已是新興產業之一。

•觀察市場的需求，學得造型彩妝之專業
職能，可提昇收容人經濟生活的競爭力，
受訓學員獲得相關美甲職能，對收容人
出監後創業或謀職更生甚具實質效益。



21 指甲彩繪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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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訓練目標輔導收容人考取「TNL 二
級美甲師」證照，強化美甲產業就業市
場就業競爭能力；出監後可從事沙龍美
甲助理、美甲師、美甲講師、新娘袐書
或造型彩妝相關職業或自行微型創業。



23 烘焙食品訓練班實錄照片

• 1.瞭解烘焙食品製作原理及相關知識，

使其能適應工作之需要。

• 2.認識烘焙材料之種類、材料之處理及

材料與完成品之保存方式。

• 3.瞭解從事烘焙食品製作之衛生安全常

識。

四、本監辦理烘焙食品訓練班



24 烘焙食品訓練班實錄照片



25 五、本監辦理釀造食品班

•培養受刑人習得製作發酵式豆腐乳及泡
菜的知識與技能，養成勤勞習慣，俾其
出獄後易於就業減少再犯，進而建立安
和樂利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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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造食品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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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

需要

•2.瞭解專業知識並具備實際操作能力

•3.瞭解最佳效率的製作過程

•4.瞭解製程時的衛生安全常識



28 六、本監辦理花藝及藝品設計班

•培養受刑人習得藝品製作之知識與技能，
養成勤勞習慣，俾其出獄後易於就業減
少再犯，進而建立安和樂利之社會。



29 花藝設計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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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纏繞花製作相關知識，使能適應

工作之需要

•2.瞭解纏繞花技能領域並具備實際操作

能力

•3.瞭解藝品手工具正確使用之方法

•4.瞭解從事藝品製作專業所需之衛生安

全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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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藝品製作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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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瞭解手工香皂製作相關知識，使能適

應工作之需要

• 2.瞭解手工香皂技能領域並具備實際操

作能力

• 3.瞭解工具正確使用之方法

• 4.瞭解從事手工皂製作專業所需之衛生

安全常識



33 七、本監辦理糖果製作班

•培養受刑人習得製作核桃軟糖及養生堅
果的知識與技能，養成勤勞習慣，俾其
出獄後易於就業減少再犯，進而建立安
和樂利之社會



34

糖果製作訓練班實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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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

需要

•2.瞭解專業知識並具備實際操作能力

•3.瞭解最佳效率的製作過程

•4.瞭解製程時的衛生安全常識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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