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齡相關時事蒐集 
20170414-20170421 

  2 .......................................

  2 ...............................

  3 .....................................................

  4 ................................................

  4 ........................................................

  5 ........................................................

28   6 ............................

  7 .............................................

  8 .............................................

  9 ...............................

44 …  9 .................................

  10 .........................................

  10 ........................

  11 ...........................................

  11 ...........................................

  12 ..............................................

  13 .................................................

  13 ...................................

  14 ..............................................

  14 .........................................

  15 .........................................

190   16 ..................................

  16 ...........................

7 6   17 ...................

  18 .........................................

 600  19.......................................

 1



⼀、打造樂齡健康城市 嘉義市體育會有⽅法 

資料來源：2017-04-16 12:45聯合報 記者王慧瑛 
嘉義市體育會推展「運動i台灣計畫」推出⼀系列適合全民參與的運動休閒活動，
還有銀髮族體適能免費檢測等，培養肌耐⼒預防失能，讓嘉義成為⾼齡友善城
市。 

嘉義縣市體育會青少年體育委員會總幹事蔡良慶表⽰，嘉義市體育會執⾏體育
署運動i台灣計畫，活動期間從今年3⽉1⽇持續⾄11⽉30⽇，舉辦「銀髮族銀的
健康－活⼒嘉義」、「嘉義市運動熱區」、「運動社區聯誼賽」、「運動城市
推展專案」等26項體育系列活動，可現場報名，體育會官網 http://
sport.ichiayi.com/ 連絡電話：0977253369。 

⾼齡是⼈⽣的福分，但是⽼⼈若⾧年伴隨病痛，那真是折磨。根據統計，台灣
⽼⼈臨終前臥床時間為8.9年，西⽅先進國家是2年，⽼了、病了，失去⾏動能
⼒，不僅失能者痛苦，家屬也⼼⼒交瘁。 

台灣許多照顧銀髮族的資源放在後段，包括居家服務、失能照顧等，站在預防
醫學⾓度，若能讓⽼⼈家早⼀點有系統地訓練肌耐⼒，減少跌倒發⽣機會，就
能活得更健康，也減少健保負擔。 

如何提升銀髮族肌耐⼒，是親善、守護⾧輩的重要課題，讓更多⾧輩早⽇學習
訓練肌耐⼒的⽅法，不⼀定要上健⾝房，若學會⽅法，在家也能⾃主訓練。 

「運動i台灣競爭型銀髮族活動」開設的課程相當多元，包括防癌五⾏健康操、
⾧青不⽼⽊球、銀髮族肚⽪舞、元極舞、太極拳等，幫助銀髮族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系列活動可免費參加。 

今天在宣傳活動上，讀⼩學3年級的千卉和33歲的⼩素⼀同登台跳肚⽪舞，動感
⼗⾜。千卉雖然舞齡才2年，已是全國舞蹈⽐賽常勝軍。 

嘉義市體育會中東舞蹈委員會主委⾺雪珠經營的「艾芙蘿舞蹈中⼼」，本⽉22
⽇晚間6點30分舉辦成果發表會，地點在嘉義市⽂化路上諸羅印象牆（嘉義⼥中
旁），歡迎各界⼀同來親近肚⽪舞的世界。 

⼆、看到獨居⽼⼈的苦 弘道要陪更多弱勢獨⽼就醫 

資料來源：2017-04-15 23:31聯合報 記者楊濡嘉 
⾼雄市列冊需要關懷的獨居⽼⼈約有4800多⼈，雖然政府的居家服務員幫了⽼
⼈家很⼤的忙，但獨⽼要看病還是很⾟苦，尤其居服員無法陪同就醫時，⽼⼈
家往返住家與醫院常讓他們感到疲憊。弘道⽼⼈福利基⾦會看到獨居⽼⼈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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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擾，推動「弱勢獨⽼就醫照顧計畫」，盼社會⼤眾捐助，讓照顧祕書能陪
同更多獨居⽼⼈就醫。 

弘道服務的74歲柳⽼太太原是⼤陸⼭東⼈，現住在⿎⼭，是社會局列冊的低收
⼊⼾，罹患⼼臟病、糖尿病、腦腫瘤壓迫到神經、眼壓過⾼、記憶⼒減退、肌
⼒失調，每星期固定3天要搭公⾞到⾼雄榮總治療；⽼⼈家記性差，不是遺失⾬
傘，就是遺失健保卡、⼿機，還有幾次忘了帶家中鑰匙，回到家無法進⾨，不
得不請⼈開鎖，這些事使她⾝⼼俱疲；由於鄉⾳重，到醫院和醫護⼈員溝通時，
醫護⼈員往往聽不太懂她的話。 

柳⽼太太申請的居家服務由弘道負責，居家服務員知道⽼太太看病的困擾，在
居家照顧之外，當起陪同就醫的照顧祕書，每次柳⽼太太要看病之前，照顧祕
書即幫忙檢視要帶的證件、物品是不是⿑全，下公⾞時也留意有沒有物品留在
⾞上，到了醫院還當⽼太太與醫護⼈員之間的「翻譯」，減輕⽼⼈家看病負擔。

另有⼀位住在三民區的81歲⿈姓⽼婦⼈雖與⼥兒同住，但⼥兒最近檢查出罹癌
且開始做化療，無⼒陪⽼母親去看病，居服時數也不⾜以陪同就醫，後來找到
弘道的照顧祕書陪同⽼婦⼈到醫院，解決⽼婦⼈就醫問題，她的⼥兒也能安⼼
養病。 

弘道相關⼈員表⽰，照顧祕書陪獨⽼就醫⼤致分為⼀般⼾的服務，每⼩時350元，
對於低收、中低收⼊和邊緣⼾則免收費，基⾦會⽬前在⾼雄關懷的弱勢獨居⽼
⼈有40多名，⽇常關懷、協助餐飲、陪同就醫都是服務內容。 

如要了解「弱勢獨⽼就醫照顧計畫」相關內容，可到http://www.hondao.org.tw
官網查詢，或洽詢（07）5563225。 

三、弱勢獨⽼就醫 照顧祕書陪伴 

資料來源：2017-04-16 00:18聯合報 記者楊濡嘉 
從⼤陸⼭東到台灣與⽗親相聚的74歲柳姓⽼婦⼈深受多種疾病之苦，每星期要
到醫院三次對她⽽⾔很困擾，醫護⼈員也常聽不懂她的鄉⾳，照顧獨居⽼⼈的
弘道基⾦會即將她列為照顧祕書陪同就醫的對象，讓她就醫不再是負擔。 

柳奶奶住在⾼市⿎⼭，是列冊的低收⼊⼾，罹患⼼臟病、糖尿病、腦腫瘤壓迫
到神經、眼壓過⾼、記憶⼒減退、肌⼒失調，每星期固定3天搭公⾞到⾼雄榮總
治療，⽼⼈家⽼是遺失⾬傘、健保卡、⼿機，還有幾次忘了帶鑰匙，回到家無
法進⾨，不得不請⼈開鎖，讓她⾝⼼俱疲。 

弘道照顧祕書在居家照顧之外陪同她就醫，每次要看病之前，照顧祕書即幫忙
檢視要帶的證件、物品，下公⾞時也留意有沒有物品留在⾞上，到了醫院還當
她與醫護⼈員之間的「翻譯」，減輕她看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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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的陪獨⽼就醫⼤致分為每⼩時350元的⼀般服務和免收費的照顧弱勢⽅式，
後者⽬前照顧40多名獨居弱勢⽼⼈。 

為了讓獨⽼能放⼼就醫，弘道盼社會⼤眾能捐助「弱勢獨⽼就醫照顧計畫」，
相關內容可到弘道⽼⼈基⾦會官網查詢，或洽詢（07）5563225。 

四、亞洲國家 當⼼「未富先⽼」困境 

資料來源：2017-04-20 21:45經濟⽇報 記者鍾詠翔 
經濟學家表⽰，未來幾⼗年亞洲⼈⼝⽼化的速度會⽐其他地區快，這不禁令⼈
擔憂中國、泰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可能還沒擠進⾼所得國家之列就先看到經濟
陷⼊停滯的窘境。⼈⼝⽼化不僅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壓⼒，也會限制政府⽀撐⽼
⼈退休⾦等制度的能⼒。 

美國財經網站CNBC報導，渣打銀⾏（Standard Chartered）經濟學家指出，中
國、⾹港、南韓及泰國的⼈⼝快速⾼齡化問題會在2020年前拖累經濟成⾧，新
加坡是在2025年前，並且預估中國要到2026年才會成為⾼所得經濟體，泰國更
拖到2040年以後。 

渣打說，「未富先⽼」是新興亞洲及拉丁美洲⾯臨的中期結構重⼤挑戰之⼀，
這些國家之所以如此關⼼⼈⼝⽼化問題，原因在於⼈⼝⽼化會限制他們躋⾝⾼
所得、已開發國家之林的能⼒；⼈⼝⽼化可能會連累潛在國內⽣產⽑額（GDP）
成⾧率，影響⼀個國家的⽣產⼒、消費及投資。 

Stratton Street資本公司投資⾧西曼表⽰，⼈⼝⽼化經濟體⾯臨社會⽀出增加與
稅收減少的雙重打擊，這增強了各國改善財政的急迫性；債務也是⼈⼝⾼齡化
國家的主要⾵險之⼀，⼀旦⼯作年齡總⼈數開始減少，⼀個國家分擔債務的⼈
就更少了。 

為了增加勞動⼈⼝，有些國家已經祭出增加職業婦⼥⼈數、延後退休年齡等措
施，⽇本、南韓、星國等國也投⼊經費，增強⽼年⼈⼯作技能，採⽤科技提升
⽣產⼒。不過，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亞洲先進國家。 

五、越⽼越花錢 ⾧照概念股夯 

資料來源：2017-04-20 16:34聯合報 記者沈婉⽟ 
在全球⾼齡化、少⼦化及慢性病增加趨勢下，驅動⾧照產業龐⼤商機，也將衍
⽣出許多相關投資商機。凱基醫院及⾧照產業基⾦經理⼈⿈廷偉表⽰，⾧照⼤
致可分為住在家中、與住在養⽼院或照護機構兩種模式，各⾃衍⽣不同商機。 

隨著⼈⼝⽼化⽇趨嚴重，全球主要國家都⾯臨養⽼床位供不應求的情況，⿈廷
偉表⽰，以歐洲為例，⽬前歐洲每千名65歲以上的⽼⼈約只有49位有床位，養
⽼院及照護機構的需求仍⾮常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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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紅利的中國的也正⾯臨巨⼤的⼈⼝⽼化壓⼒，中國⽬前是全世界唯⼀
擁有破億⾼齡⼈⼝的國家。根據統計⾄2014年底，中國每千名⽼年⼈擁有養⽼
床位僅有約27張，可⾒供不應求情況⾮常嚴重。 

⽇本為⾧期照護產業發展最成熟的國家，過去15年⽇本⾧期照護⽀出增⾧近2倍，
未來10年預計再擴增近1倍。⿈廷偉表⽰，⾧照產業屬利基⽽分散，⽬前服務、
管理及收費標準仍參差，以⽇本為例，⾄2016年⽇本擁有43,287家⽇常照護中⼼，
但即使是⽇本最⼤居家護理機構業者的市占率也僅1%，因此未來發展及整併空
間⼤。 

⿈廷偉指出，⾧照產業的投資商機不只是養⽼院或護理照護等⾧照業者，還包
含⾧照外包服務，如協助⾧照機構進⾏清潔、床單被套更換清洗或是餐飲服務
業者；⾧照⼈⼒訓護及仲介機構；⾧照設備及儀器，如針對臥床病⼈可以⾃動
調整的起降床或搬運儀器；及⾧照保險公司等，因此在全球⼈⼝⽼化下，⾧照
產業將迎接龐⼤的商機。 

六、照顧者們 來杯咖啡喘⼝氣 

資料來源：2017-04-19 08:59:02 聯合報 記者鄧桂芬 
調查發現，家庭照顧者年齡多在41歲到60歲間，許多⼈上有⾼堂、下有⼦⼥，
⾝為「三明治世代」，職場和照顧蠟燭⼆頭燒，過去5年間發⽣逾50起照顧悲劇。
專家表⽰，家庭的照顧選擇可能不只⼀種，建議家庭照顧者要懂得紓壓，尋求
幫助。 
家總秘書⾧陳景寧表⽰，在合庫⼈壽⽀持下，家總⾃去年9⽉陸續於雙北、新⽵、
台南、⾼雄等地設置6家照顧咖啡館，提供照顧者每個⽉2杯免費「喘息咖啡」。
在持續到訪的照顧者中統計，平均年齡為52.7歲，每⽇平均照顧時間為13.13⼩
時，平均照顧年數為9.5年，最⾧照顧時間超過20年。 

其中，有2成3的⼈未婚，3成需要兼顧⼯作，且8成以上的照顧者都是⼥性。陳
景寧分析，社會性別刻板印象賦予⼥性更多家庭照顧責任，加上⼥性在職場上
的平均薪資低於男性，所以當家⼈需要照顧時，⼥性更容易因此放棄⼯作。 

照顧者若是男性，陳景寧指出，男性因傳統養成教育要求「苦往肚裡吞」、「男
兒有淚不輕彈」，更不習慣開⼝求助，受到的壓⼒也不⼩。 

扛下照顧中⾵爸爸及失能媽媽重擔的60歲阿珠姐說，⼗多年來的照顧壓⼒導致
她脾氣暴躁、憂鬱、失眠，情緒崩潰，得吃藥控制。近3年在社⼯關⼼下，才知
道政府有提供⾧照服務使⽤，不過她已申請外籍看護協助。 

阿珠姐說，當她知道有照顧咖啡館後，每個⽉都會抽空2次報到，與其他照顧者
⼀起喝咖啡聊天，因照顧者能理解彼此⼼聲、有共鳴，「聊完好舒服，感覺可
以多活10年！」照顧母親已有3年的⼩美也說，她會特別申請⾧照喘息服務，讓
照服員到家替⼿3⼩時，讓⾃⼰能跟朋友喝咖啡、說說話，維持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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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庫⼈壽總經理張志杰表⽰，在⾼齡化、少⼦化社會中，⾧照已⾮家庭可獨⼒
承擔的責任與壓⼒，但照顧者的聲⾳⾧期被忽略。他除了持續協助家總募款，
在全台設置更多照顧咖啡館，也呼籲照顧者：「再忙，也要喝杯咖啡喘息⼀
下。」照顧咖啡館資訊可上網查詢：http://www.familycare.org.tw。 

破解家庭照顧者迷思 
迷思⼀：照顧就應該⾃我犧牲 

合理想法：適當讓⾃⼰休息，才能照顧好患者，且在條件許可下，可維持原有
社交活動 

迷思⼆：給家⼈100分的照顧，我不能抱怨、⽣氣或沮喪 

合理想法：唯有我快樂，才會有健康家⼈，否則嚴重影響到被照顧者情緒 

迷思三：只有我最了解他，我來照顧才是最好的 

合理想法：照顧者要⼤⽅接受協助，⽀援愈多，愈事半功倍 

迷思四：照顧家⼈是天經地義，對社會沒貢獻 

合理想法：我做的事情很重要，值得被家庭和社會⿎勵與肯定 

迷思五：照顧是家裡的事情，不⽤跟別⼈說 

合理想法：我應該多多和有相同經驗的⼈交流，可學習到更多寶貴經驗 

(資料來源／家總 製表／鄧桂芬) 

七、這間照顧服務員均齡28歲的機構 獲國際認證肯定 

資料來源：2017-04-18 20:33聯合報 記者曹馥年 
政府花費⾦錢時間辦理照顧服務員培訓，但因低薪、⼯作⾟勞、常不受尊重，
真正投⼊產業的⼈⼒相當有限，且以中⾼齡為主。台南市公設民營的悠然綠園
安養暨⾧期照顧中⼼及樹河基⾦會悠然⼭莊安養中⼼，包括照顧服務員的⼯作
⼈員，有約7成5是35歲以下，機構⽇前通過德國萊因⾧照機構國際驗證，⼯作
⼈員年輕⾯孔與服務⾧輩的親切態度，獲評鑑⼈員肯定。 

台南市府社會局表⽰，德國萊因認證有179項指標，包含照顧服務、感染控制、
安全環境、服務品質四⼤⾯向，要通過不容易，悠然綠園、悠然⼭莊準備半年
通過認證，悠然綠園更是全球⾸家通過此認證的公設民營⾧照機構。德國萊因
⼤中華⾸席發證官，總經理任克思今天到悠然綠園舉⾏授證儀式，由台南市副
市⾧吳宗榮、樹河社會福利基⾦會榮譽董事⾧洪碩伯代表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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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萊因公司管理系統服務經理項俊傑表⽰，悠然⼭莊、悠然綠園有不少學校
畢業後直接投⼊⾧照⼯作的年輕⼈，專業訓練⾜夠，學習能⼒強，與⽼⼈家相
處模式如同家⼈，讓認證評鑑⼈員留下深刻印象。 

悠然綠園主任蔡瓊慧、悠然⼭莊主任蔡佳澐分析，民眾參與照服員培訓，有些
是為失業給付，有些是為照顧家中⾧輩培養技能，未必想投⼊⾧照產業。綠園
與嘉南藥理⼤學⽼⼈服務事業管理系合作，透過志⼯服務、服務學習課程、⼤
四⼯讀、實習機會，讓學⽣了解⾧照領域不只是照顧⽼⼈家起居，還有帶活動、
備餐等不同專業，若感興趣，畢業後即轉正職直接投⼊，有充⾜的理解與熱情，
⼯作才做得久⾧。綠園有17位照顧服務員，均齡28.5歲，年紀最⼤38歲，最輕是
22歲應屆畢業⽣，不少都是在⼯讀、實習後留任。 

蔡瓊慧說，與年齡較⾧的照服員相較，年輕照服員閱歷還待累積，與⽼⼈家相
處的「眉⾓」還在摸索，不過年輕⼈的活⼒感染⾧輩，帶給⽼⼈家好⼼情，若
遭到挫折，⼼情也較易平復。 

⼋、⼈⼝⽼化速度加劇 全球醫材商機⼤ 

資料來源：2017-04-18 18:17聯合報 記者沈婉⽟ 
在美國總統川普提出加速新藥審核速度，以及提名與製藥公司關係密切的衛⽣
政策專家Scott Gottlieb接掌美國⾷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下，⽣技製藥類股⼀掃
去年受政策打壓的頹勢，股價表現優異。 

據Bloomberg統計，今年以來MSCI製藥⽣技類股指數上漲6.72%，同期間MSCI
醫療服務及醫材設備類股指數上漲8.67%。⾼齡化將伴隨著⾝體功能衰退，在全
球⼈⼝⽼化速度加劇下，將帶動全球醫療器材市場快速成⾧。 

凱基醫院及⾧照產業基⾦經理⼈⿈廷偉表⽰，⾼齡化為全球醫材市場的主要驅
動⼒之⼀，舉凡⼼⾎管、腦⾎管及⾼⾎壓等疾病的診斷與照護需求將持續增加，
帶動相關治療及輔助醫材的商機越趨廣⼤。 

⽬前全球前三⼤醫材市場分別為美洲、西歐及亞太地區，根據研究機構BMI 
Espicom的統計資料，2015年全球醫療器材產值達3,239億美元，預估2018年將可
成⾧⾄3,825億美元，2015⾄2018年的複合年成⾧率約近6%。 

⿈廷偉指出，近年來美國藥費及新藥⽀出擴增過速，引發政策抨擊及產業競爭，
⾏業波動⾵險相對較⾼。以這次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來看，2015年夏天希拉蕊開
始打壓藥價後⾄2016年底，MSCI⽣技製藥指數下跌了19.29%，同期間MSCI醫療
服務及醫材設備類股指數僅下跌2.85%，顯⽰醫院及醫材類股表現相對抗跌。 

歷史經驗顯⽰，在考慮承受的波動⾵險後，醫院、醫療服務及醫材設備類股的
投資效率相對較⾼，其於2012~2016年五年間的年化報酬率及承受每單位⾵險預
期可獲得之報酬，勝過醫療保健及製藥⽣技類股。 

 7



九、為了失智爸媽 她拚到專業照護認證 

資料來源：2017-04-18 08:50:02 聯合報 記者鄧桂芬 
⾧照2.0計畫全⾯上路，擴⼤服務對象⾄50歲以上失智者，但照顧服務員訓練卻
缺乏失智症照護訓練。台灣整合照護學會去年發起成⽴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
建⽴專業失智症照護訓練規範及標準，並提供認證考試。60歲照服員蔡寗⼀因
雙親失智報考，通過及格率不到五成的考試，利⽤所學照顧媽媽。 

透過訓練 了解失智⾧者 
台灣失智⼈⼝破26萬⼈，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湯麗⽟表⽰，照服員訓練中，
多針對協助失能⾧輩翻⾝、移位、洗澡、餵飯等，失智症課程可能只占1⼩時。
但失智⾧者⾏動能⼒不錯，卻有精神及⾏為問題，包括把電鍋搬到⽡斯爐上煮
飯、出⾨買東西就⾛失、疑神疑⿁及情緒失控等，曾有照服員不懂，因此和⾧
輩⼤吵。 

湯麗⽟說，失智症⾧者所需協助，包括聊天陪伴、社交互動及認知訓練，透過
不同⾧輩特性與喜好，安排下棋、拼圖、包⽔餃等，照服員也能知道⾧輩情緒
問題，學會互動不計較。 

認證考試 先訓練40⼩時 
衛福部前年底開始補助地⽅政府，提供照服員20⼩時失智症訓練課程。台灣整
合照護學會去年發起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邀集⽇本、韓國、菲律賓及印尼，
提供失智症照護訓練教材，並舉辦認證考試，醫師、護理師、社⼯師、治療師
及照服員等，均具報名資格。 

台灣整合照護學會推廣教育委員會主委童恒新指出，認證考試前，需先有40⼩
時訓練，包括⾄少24⼩時課程及16⼩時實習，增加第⼀線⼈員對失智症敏感度。
第⼀屆考試於去年7⽉舉⾏，77⼈報考，筆試及⼝試及格者共26⼈，總及格率為
49%。 

學會技巧 延緩媽媽退化 
台北榮總⾼齡醫學中⼼主任陳亮恭說，該認證考試難度⾼，不只教失智症照護
技巧，還要求必須有照顧計畫（Care Plan）能⼒。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理事⾧
本間昭說，⽇本失智⼈⼝於2015年突破300萬，政府把失智政策提升到國安層次，
12年前就提供專業訓練，有3萬⼈通過認證，⼤幅補⾜⽇本失智照護缺⼝。 

本間昭昨天特地⾃⽇本來台，頒發證書給⾸屆獲得認證的台灣學員，包括蔡寗
⼀。蔡寗⼀說，她因不了解失智症，爸爸初期坐錯⾞、半夜遊⾛、差點被詐騙
時，她以為爸爸只是⽼了，讓爸爸錯失合適的照顧。 

爸爸過世前，媽媽也失智了，蔡寗⼀決⼼接受照服員訓練，並報名認證考試，
利⽤習得技巧帶媽媽出⾨散步、理解媽媽發脾氣原因，不只延緩媽媽退化，母
⼥相處也更佳。她感嘆，若能早⼀點學到照護技巧，就能把爸爸照顧得更好，
現在除了專⼼照顧中重度失智媽媽，也希望把專業能⼒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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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齡社會不遠／⽇本介護保險 台灣⾧照之鏡 

資料來源：2017-04-15 16:36中央社 
為了因應⾧期照顧⼗年計畫2.0的照顧⼈⼒需求，勞動部106年預計培訓照顧服務
員6000⼈。發展署說，只要是有意願加⼊照顧員的民眾，將補助80%到100%的
訓練費⽤。 

⾧照2.0計畫實施，很多機構有嚴重⼈⼒荒，為了因應⼈⼒需求，勞動部勞動⼒
發展署擴⼤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今年預計培訓6000⼈。 

發展署表⽰，符合報名資格的民眾，將補助80%到100%的訓練費⽤，具有就業
保險被保險⼈⾮⾃願離職或特定對象（獨⼒負擔家計者、中⾼齡者、原住民、
低收⼊⼾或中低收⼊⼾、新移民及⼆度就業婦⼥等）⾝分的失業者，除免負擔
訓練費⽤外，並提供參加全⽇制職業訓練期間的⽣活津貼補助。 

發展署說，由於照服員⽬前有⼤量的⼯作機會，只要民眾取得照顧服務員結業
證明書後，可謂結業即保障就業。 

除此之外，為了⿎勵失業勞⼯投⼊⾧照⾏列，勞動部也提供勞⼯就業獎勵津貼，
每⼈每⽉發給新台幣5000元⾄7000元，最⾧18個⽉，合計最⾼10萬8000元。 

⼗⼀、國發會推估：44年後…台灣勞動⼒只剩⼀半 

資料來源：2017-04-14 15:00聯合晚報 記者鄭宏斌 
國發會的「中華民國⼈⼝推計（105年⾄150年）」報告指出，2021年到2024年間，
我國⼈⼝成⾧率將出現衰退，到2061年時，勞動⼈⼝僅為2015年的半數，勞動
⼒嚴重不⾜。 

2008年，台灣新⽣兒的出⽣數⾸度跌破20萬⼤關，2010是虎年，更剩16萬多餘
⼈，直到2012年⿓年才回升⾄23萬餘⼈，但後來⼜有減少趨勢，2016年出⽣數
為20萬7600⼈，粗出⽣率為千分之8.83。 

4年後 ⼈⼝成⾧率逐步衰退 8年後 ⼈⼝零成⾧隨後遞減 
國發會「中華民國⼈⼝推計（105年⾄150年）」以⾼、中、低三種程度的推估
來看⼈⼝變化，以中推估來看，台灣總⼈⼝數將於2025年出現零成⾧，最⾼峰
為2374萬⼈，隨後遞減⾄2061年剩下1837萬⼈，⼈⼝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報告指出，若總⽣育率維持現況，2061年出⽣數將減少⼀半以上，即使總⽣育
率回升，出⽣數亦難增加。2016年出⽣數約為21萬⼈，到了2061年將降⾄10萬
⼈左右。未來20年，學齡⼈⼝將減少76萬⼈到119萬⼈。 

在15到64歲的⼯作年齡⼈⼝⽅⾯，該報告指出，2016年起開始減少，到2061年
將減少722萬⼈、剩下861萬⼈，減幅⼤約⼀半，造成勞動⼒不⾜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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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5歲以上的⽼年⼈⼝，將由2016年的310.8萬⼈增加⾄2061年的715.2萬⼈。
預估2061年我國每⼗⼈中有四⼈的年齡逾65歲，其中⼀⼈是85歲以上的超⾼齡
⽼⼈。 

該報告說，台灣已於1993年進⼊⾼齡化社會，2018年進⼊⾼齡社會，2026年即
進⼊超⾼齡社會，在扶養⽐⽅⾯，將從2016年的36.2%增加為2061年的94.2%，
2016年約每5.6個青壯年⼈⼝扶養⼀個⽼年⼈⼝，到了2061年將變為每1.3個青壯
年⼈⼝扶養⼀位⽼年⼈⼝。 

⼗⼆、響應⾧照政策 南投郵差送信也送愛 

資料來源：2017-04-20 23:35聯合報 記者賴⾹珊 
⾧照納郵務未必不可⾏，南投郵差就「搶先做」，送信也送愛！南投郵局局⾧
李⽊順昨帶著5名郵務⼠，愛⼼專送將捐贈物資送到創世草屯安養院，還幫植物
⼈⼿寫母親節明信⽚，也為下⽉27⽇公益園遊會宣傳。 

⾯對⾧照郵務爭議，南投的郵局和郵務⼠不排斥，草屯郵局郵務⼠曾清森說，
從事郵務深⼊巷弄家⼾，送信也會順便關懷和注意轄內⽼弱狀況，發現不對勁
就幫忙通報，早就在做⾧照⼯作。 

陳姓郵務稽查說，送信曾發現獨居的九旬阿嬤斷炊，飯菜臭酸照吃，協助通報
社福機構，「能多幫些忙也算是⾏善！」但難免占據發送郵件時間，且也有⾧
照知識不專業問題。 

南投局⾧李⽊順則說，中華郵政關懷通報機制⾏之有年，郵務⼠送信途中或送
完信後，會對轄內⽼弱關懷、通報，只是推⾏仍得有完善配套；或許能向⽇本
取經，朝業務發展⽽⾮單純順勢關懷。 

熱⼼的郵差們昨騎郵務機⾞和廂型⾞到創世草屯院區，熟練將貨物卸下，物資
全是各⽀局捐贈給院⽅，在公益園遊會攤位義賣。創世草屯院⾧曾⾹潓說，景
氣差社福也陷寒冬，下⽉27⽇要辦「舞動⽣命」公益園遊會，僅剩1個⽉，預計
設⽴50個攤位認助不到3成，院⽅憂⼼，南投郵局得知消息傾⼒相助。 

李⽊順說，南投郵局贊助周邊產品，更串連轄內43個⽀局募集物資，各⽀局櫃
台同步推廣認購劃撥園遊券，民眾到郵局也能響應公益。攤位認助和園遊券所
得全作為植物⼈雙軌（安養、到宅）服務經費，專線：049-2551119轉12。 

⼗三、⾝障者⽇間照服中⼼開幕 林佳⿓：給照護者喘息 

資料來源：2017-04-20 12:36聯合報 記者洪上元 
為落實⾧照2.0，位於沙⿅區⽃抵⾥的⽇間照服中⼼今⽇開幕，這也是海線地區
第四個照服中⼼，在當地的忘憂草⼥性成⾧協會的據點成⽴，市⾧林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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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速推動⽇間照顧服務據點，讓較偏遠地區的⾝障朋友獲得全⼈式照顧，減
輕家庭負擔。 

市⾧林佳⿓表⽰，要打造台中成為宜居城市，就必須把照顧服務的⼯作做好，
尤其是偏鄉區域，現在台中市已有推出7個⽇間照服中⼼，其中4個在海線，甚
⾄有2個就在沙⿅地區。 

透過⾝⼼障礙⽇間服務據點，可以提供有需要的對象較全⾯的服務，也能讓照
顧的家庭可以有喘息的空間，所以⽇照中⼼的成⽴，也可以搭配政府要推動的
⾧照政策，透過社區的⼒量除了政府以外也有民間的資源，例如：⾷物銀⾏、
愛鄰守護隊，這樣家庭可以得到照顧，避免受照顧者增加家庭負擔。 

林佳⿓指出，這樣的照服中⼼就如同托⽼中⼼，也能提供⾝⼼障礙朋友⽇常⽣
活可以有去處，不會都躲在家裡，也可讓家庭釋出更多的勞動⼒，尤其是婦⼥，
常被綁在家庭照顧⾧輩及⾝障者。 

台中市針對⽇間照服中⼼的推動已有7個據點，將會加速擴⼤推動，期待偏遠地
區的⾧輩及⾝障朋友，可以得到更好全⼈式的照顧，結合社區的其他資源，可
以減輕每個需要協助家庭的負擔。 

⼗四、⽵市⾧照科揭牌 ⼈⼒缺⼝成隱憂 

資料來源：2017-04-17 23:44聯合報 記者蔡昕穎 
新⽵市衛⽣局「⾧期照護科」昨天揭牌運作，服務對象從5900⼈增加⾄1萬⼈以
上。擴⼤服務也意味擴編服務⼈⼒，但⽬前新⽵市330位居服個案，僅由60位居
家服務員照料，其他⼈⼒缺⼝成隱憂。 
新⽵市衛⽣局⾧期照護科揭牌，編制由原本的13⼈，擴編⾄最多35⼈，個案管
理⽐例從原本的⼀位職員負責400件，降低為⼀⼈負責200件，還有優化服務、
改善申請過程繁複程序，服務項⽬也延伸⾄預防階段、安寧服務，對有需求的
市民來說是極⼤福⾳。 

但真正的隱憂是照服員的⼈⼒缺⼝，⽵市從民國92年⾄前年⽌，共培訓1701位
照護服務員，去年也培訓、發出195張照服員證照，但⽬前在居家服務及機構服
務的照服員僅有180⼈，照護服務員證照沒有效期，只要取得即可投⼊職場，許
多⼈取得證照後，選擇直接投⼊較⾼薪的醫院⼈⼒派遣看護。 

相關單位⼈⼠直⾔，薪資低、社會地位低及升遷低是照服員留不住因素。為了
留住照服⼈才，中央推動居服新制，⿎勵⾧照機構⾃辦⾃訓，還有中央給的⼀
個⽉6千元補助專業加給與交通加給，也⿎勵⾧照機構⾃⾏辦理訓練課程，確保
培訓的⼈才可以留在原單位服務。 

⼗五、引進⽇失智症認證 邁向專業照護 

資料來源：2017-04-17 13:35台灣醒報 記者林亭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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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台灣失智症照護⼈才更國際化，台灣整合照護學會引進與國際失智症照護
聯盟合作發起的「DCE資格考試及認證制度」。台灣整合照護學會理事⾧陳亮
恭17⽇表⽰，該認證可在5個會員國（⽇、韓、台、印尼、菲律賓）之間相互承
認，依會員國的⼯作簽證規定，從事專業失智症照護⼯作。 

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理事⾧、前⽇本失智症協會理事⾧本間昭17⽇在「⾸屆國
際專業失智症照護認證頒證」記者會中指出，⽇本失智症照護協會（JSDC）從
2004年起推動DCE資格考試及認證制度，在⽇本已有超過10萬⼈次參與考試，
超過3萬⼈通過認證，因認證內容包含了筆試、⼝試、論述、實習等，取得資格
較難，品質也較⾼，因此深受當地⾧照相關⼈⼠認同。 

「國內應取材⽇本的⾧照經驗，並與亞洲各國交流失智症資訊，」陳亮恭說，
學會與本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合作，先參考⽇本DCE的架構，再邀集國內專家
學者依據不同國家的法規、社會資源、⽂化差異，制訂出台灣在地的國際專業
失智症照護認證DCE；取得認證的學員，未來也可以憑該證在會員國（⽬前包
括⽇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印尼）間從事相關照護⼯作。 

國內⾸屆「國際專業失智症照護認證」報考⼈數77⼈，及格⼈數54⼈。⼀名取
得認證資格的居服員蔡甯⼀表⽰，因⽗親罹患失智症時她茫然無措、不懂如何
照護，以致最後悲送⽩髮⼈；現在母親也已來到中重度失智，但因她透過認證
習得相關知識，知道要時常帶母親出⾨玩，接受外界刺激來延緩失智的速度。 

陳亮恭指出，衛福部社家署也有委託3個民間單位規劃居家失智症照護課程，台
灣整合照護學會是其中之⼀，但該課程只針對居服員，這份DCE認證另針對醫
師⼈員，算是與衛福部雙軌進⾏。 

⼗六、巷弄⾧照站開張 社區摸索運作 

資料來源：2017-04-16 23:52聯合報 記者翁禎霞 
⾧照2.0上路，屏東縣已成⽴4個巷弄⾧照站，提供⽼⼈臨托等服務，收費標準
每⼩時最⾼60元，不過，照服員⼈⼒仍是⼀⼤缺⼝，⾧照2.0如何往鄉間拓展，
正考驗地⽅政府。 

屏東縣⾧期照護管理中⼼估計，全縣約有2萬名失能⽼⼈，以1名照服員照顧8⼈
計算，全縣⾄少需要2500名照服員，⽬前全縣居家照服員只有約800⼈左右，巷
弄⾧照站希望以在地照服員為優先，光是⼈⼒缺⼝，就是⼀⼤問題。 

⾧照2.0上路後，各縣市都急著成⽴A、B、C級⾧照據點，但中央經費卻直到上
⽉才撥下，5⽉就要求陸續完成核銷，由於各社區條件不⼀，是否能跟著運轉，
也是⼀⼤問題。 

⽬前屏東縣已設⽴⼀個A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個B級複合型⽇間服務中⼼、
4個C級巷弄⾧照站，昨揭牌的⼤洲社區即是第4個巷弄⾧照站據點，縣⾧潘孟
安特別前往為社區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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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洲社區總幹事林福星表⽰，什麼是C級巷弄⾧照站「說真的，社區還
在摸索中」，雖然不必擔⼼⼈事費⽤，但如何號召需要的⽼⼈加⼊，仍是⼀⼤
考驗。 

7年級的林绣雯原在醫院做⾏政⼯作，⽬前成為巷弄⾧照站的照服員，近⽇才會
完成受訓，由於⾃⼰就住在社區附近，社區⾧輩⽐較熟悉，她認為照顧起來應
該不成問題。 

⼗七、⾧期照護險 及早投保好處多 

資料來源：2017-04-17 07:07:50 聯合報 記者沈婉⽟ 
 台灣⼈不婚、不⽣的意願逐年增加，社會以核⼼家庭為主，家裡⼀個⼈病倒，
全家也就跟著倒，退休族及準退休族財務狀況必須更獨⽴，優先補⾜⾧期照顧
缺⼝，才能避免因失能或失智侵蝕退休後的⽣活品質。 

第⼀⾦⼈壽總經理林元輝表⽰，⾯對⽼年⽣活，除了退休⾦的累積和醫療險的
規畫，⾧照險的準備也同等重要，以免因疾病或意外造成⽣活起居上無法⾃理，
漫⾧的照護需求與費⽤形成家庭的沉重負擔⽽由⾜轉貧。 

林元輝指出，及早投保⾧期照護險，可及時獲得「整筆給付」和「分期照顧」
理賠⾦，無論是委請看護⼯、膳⾷花費或是療養醫材⽀出，都可獲得完整的⽀
援，減輕經濟壓⼒。 

以第⼀⾦⼈壽「照護九九」專案為例，卅五歲投保，保額三萬元、繳費廿年，
若繳費期滿後符合契約定義的「⾧期照顧狀態」，第⼀年可領取⼀次保險⾦卅
六萬元，以及分期保險⾦卅六萬元；若持續符合⾧期照顧狀態，最⾼可領⼗六
年，⾜以填補⾧照產⽣的經濟缺⼝。 

林元輝提醒，購買⾧照險務必具備豁免保費機制，即便繳費期間，被保險⼈因
故達⾧期照顧狀態時，可不必繼續繳費，仍能獲完整保障。另外也需留意⾧照
險具「免責期」，當被保險⼈持續符合⼆⾄三個⽉的⾧期照顧狀態，才可獲⾧
期照顧⾦理賠給付。 

⼗⼋、家裡⾧輩送這裡 彰縣和美⽇托中⼼開張 

資料來源：2017-04-16 14:16聯合報 記者簡慧珍 
 中央把推動⾧照10年2.0計畫列為國家重⼤政策，規畫⽤162億預算，服務73.8萬
⼈，民間社團和相關機構嗅到服務商機，競相開展服務據點，彰化縣第⼀⼤鎮
和美鎮第⼀家⽇間托⽼機構今天開幕，最⼤服務量每天30名⾧者。 

彰化縣衛⽣局⾧間照顧科⾧邱翠容說，彰化縣原有5家⽇間托⽼機構，分布在彰
化市2家、員林市、⿅港鎮、⽥中鎮各1家，去年伸港鄉增設1家，今天和美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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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禎祥⽇間照顧中⼼這⼀家，及⽬前有3個鄉鎮⽇照中⼼送審中，將逐步邁向彰
化縣⼀鄉鎮⼀⽇照的⽬標。 

有限責任彰化縣⼤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執⾏⾧林秀如說，禎祥是⼤愛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在和美鎮的服務據點，除了⽇間托⽼，也提供到宅居家服務，未
來半年試營運期間，會辦理居服員證照訓練，讓產業與服務業接軌，創造在地
就業機會。 

⼗九、新北⾧照宅急便 到家協助復健 

資料來源：2017-04-15 23:29聯合報 記者林麒瑋 
51歲張先⽣，去年11⽉某⽇早晨，出⾨買早餐給全家⼈吃，途中⼀陣暈眩，返
家後發現顏臉、⼿部都出現⿇痺狀況，急診後確診為「腦幹中⾵」，經過醫院
治療，加上新北市⾸創「⿈⾦⾃⽴給付包」福利政策協助，三個⽉時間病情好
轉，每周還有職能和物理治療師到家中協助復健。 

已經可以⾃在彈吉他的張先⽣說，雖然每周還要去耕莘醫院復健治療，但看到
⾃⼰還能⾃在活動，真的很⾼興，更感謝這樣的福利政策，照顧許多患者。 

新北市衛⽣局推出出院服務2.0計畫，其中「⿈⾦⾃⽴給付包」和「輔具超⾳速
計畫」與新北市內11間⼤型醫院合作，只要患者出院，經醫事⼈員評估與衛⽣
局照管中⼼專員合作，⾺上能得到每周⼀次的居家物理治療和職能治療。 

衛⽣局⾧林奇宏說，新北⾧照計畫翻轉了過去民眾等候申請服務的被動模式，
從每個病患出院建⽴病患與醫院端的⾧照服務通道，去年有1351個案受惠，提
供1730項⾧照服務，從每個個案出院到接受服務平均⼯作天數為4.8天，⼤幅縮
短過去須⾄少1個多⽉的等待時間。 

朱⽴倫指出，希望「新北⾧照宅急便」提供的「⿈⾦⾃⽴給付包」及「輔具超
⾳速計畫」等服務資訊能落實到每位需要服務的病患⾝上，只要是在新北市轄11
家醫療機構，或台北、桃園等主要醫療機構，都能受到同樣的服務，在五天內
就獲得輔具及⾧照服務，做到「視病如親」⽬標。 

⼆⼗、新北出院準備服務 助市民安⼼返家 

資料來源：2017-04-14 12:47中央社 
 51歲的張先⽣腦幹中⾵，在全國⾸創「⿈⾦⾃⽴給付包」協助下，2個多⽉時
間，患肢右⼿掌指頭從無法張開到現在可以使⽤筷⼦夾⾖訓練並能彈吉他。 

張先⽣也是新北⾸創「輔具超⾳速計畫」的第⼀位使⽤者，在出院當天下午，
新北市輔具中⼼就將他出院所需的輪椅直接宅配到家。 

張先⽣今天偕同太太出席衛⽣局記者會，向新北市⾧朱⽴倫感謝市府無縫接軌
的貼⼼服務，現⾝說法⿎勵中⾵病友努⼒復健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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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倫表⽰，新北市65歲以上⽼年⼈⼝達47萬，每當⾧輩⽣病住院或失能需要
⾧照，就會影響整個家庭，顧⽼⼜顧⼩，常常讓許多中年⼈⼒被迫離開職場，
影響國家社會甚鉅。 

他說，為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新北市推出「⿈⾦⾃⽴給付包」服務，在病⼈
住院期間，就由醫院醫護⼈員主動介⼊，並與衛⽣局照管中⼼的照管專員合作，
讓病⼈在出院後就能⾺上得到每週各1次的居家物理與職能治療，以及居家護理
與營養等專業的整合式照顧服務。 

新北市⾃去年底啟動「⿈⾦⾃⽴給付包」以來，已有35位使⽤者，病⼈得以把
握3個⽉內的復健⿈⾦期，成效⾮常良好，不少病⼈在1、2個⽉內就能⾃⾏上下
樓梯，有的甚⾄提早結束服務，把⾧照資源移給其他更需要的病⼈。 

朱⽴倫指出，衛⽣局也跟社會局、經發局跨局合作，推出「輔具超⾳速計畫」，
讓病⼈在住院期間就能完成輔具評估，出院即可優先使⽤輔具中⼼提供的⼆⼿
輔具或⾃⾏購置，⼤幅減少民眾申請輔具的時間成本，更為便利。 

衛⽣局⾧林奇宏表⽰，新北⾧照翻轉過去等候民眾申請服務的被動模式，在醫
院的出院準備部⾨與衛⽣局單⼀窗⼝，建⽴從病患出院到銜接⾧照服務的快速
通道，去年共有1351個案受惠，提供1730項⾧照服務。 

他指出，個案從出院到接受服務的平均⼯作天數為4.8天，⼤幅縮短過去需⾄少
1個多⽉的等候時間。 

⼆⼗⼀、⼤園敏盛醫院 設⽴⾼階健檢中⼼ 

資料來源：2017-04-21 00:27聯合報 記者李京昇 
桃園市⼤園敏盛醫院投資9千萬元成⽴「⾼階影像健檢中⼼」，引進電腦斷層掃
描、⾻質密度儀、核磁共振掃描等⾼精密設備，往後當地鄉親只要3、4天前預
約就能排定檢查，不⽤⾈⾞勞頓到其他⼤醫院、排程1個⽉等候檢查。 

⼤園區⼀名70多歲的⽼翁，⽇前因⾝體不適到⼤園敏盛醫院就診，經X光檢查
發現胸腔有陰影，院⽅⽴即排程電腦斷層掃描，報告結果出爐只是虛驚⼀場，
讓他放下⼼中⼀塊⼤⽯。 

⼤園敏盛醫院⾧蘇先河表⽰，台灣邁⼊⾼齡社會，許多地區⼈⼝⽼化嚴重，⽽
⼤園地區許多⽼⼈家有退化、⾼齡化疾病，經常要坐⾞3、40分鐘到⼤醫院就診，
做個檢查還要等待1個⽉，醫院創辦⼈楊敏盛為了服務地區⽼⼈家，耗資9千萬
元成⽴⾼階影像健檢中⼼，讓當地鄉親有社區診所的便利、⾼規格的醫療品質。

影像健檢中⼼昨天揭牌啟⽤，中⼼主任王堯弘說，健檢中⼼設有電腦斷層掃描、
⾻質密度儀、核磁共振掃描、乳房攝影、透視X光⼿術室等設備，主要針對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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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運動傷害、關節退化等疾病檢查，就近服務鄉親或不便⾧途奔波的
⽼⼈家。 

⼆⼗⼆、公寓拿190萬補助裝電梯 北市⾸案落成 

資料來源：2017-04-17 10:02:18 經濟⽇報 記者游智⽂ 
台北市2015年推出公寓增設電梯補助⽅案，北市和平東路「和平群賢華廈」以
住⼾100％同意，向市政府提出補助申請，預計今年5⽉前就可完成電梯增設⼯
程，為北市⾸件完⼯的增設電梯補助案。 

受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負責輔導公寓增設電梯的崔媽媽基⾦會表⽰，個案
總花費約380多萬元，台北市政府補助約⼀半190萬元。 

崔媽媽基⾦會表⽰，公寓加裝電梯，有兩⼤難題需克服，⼀是有無增設空間，
⼆是整合住⼾意⾒。 

以將完⼯的⾸宗補助個案為例，⼀開始由住五樓的顏教授和四樓住⼾⼀同提出，
顏教授是因母親年邁無法爬樓梯，已有多年沒有辦法來顏教授家中，四樓住⼾
則因輕微中⾵，每趟上下樓梯都是⼀場浩⼤⼯程。 

提出⼈有迫切需求，但其他住⼾因電梯並⾮⽣活必須品，⼀開始多不願拿出數
⼗萬元來興建電梯。 

崔媽媽基會表⽰，不過即便困難，顏教授沒有放棄，逐⼀了解反對⼾反對的理
由，針對現階段沒有需求的住⼾，不斷反覆溝通，讓對⽅了解電梯不是⽼⼈或
病⼈的專屬，現在不需要，不代表永遠不需要。 

對不同意的住⼾，顏就⼀直去拜託，⼀度在⼀位住⼾攤⼦前站了⼀個⼩時，不
斷跟該住⼾聊，喚起同理⼼，最後終於願意在同意書上簽名。 

崔媽媽說，相較於以往採都市更新程序動輒耗時三年以上的辦理期程，採「⽼
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式，不僅提升成案的速度，在補助經
費上，每案補助包括設計及施⼯費最⾼200萬元，如果電梯規格符合本市通⽤設
計規範更可提⾼上限⾄300萬元。 

崔媽媽說，為了持續協助改善⾼齡者及⾏動不便者的⽣活需求，台北市都市更
新處⾃今年4⽉5⽇⾄12⽉29⽇開放申請， 為使市民更加了解補助內容，委辦單
位崔媽媽基⾦會將於4⽉23⽇上午9時30分，於客家⽂化園區舉辦「106年度⽼舊
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說明會」，民眾可攜帶圖⾯或現場照⽚參加。 

⼆⼗三、⽤椅⼦做體操 爺爺奶奶驚呼「越坐越勇」！ 

資料來源：2017-04-14 14:50聯合報 記者洪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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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逐漸步⼊⾼齡化社會，根據統計，台灣⾧照⼈⼝10年將成⾧38%，預計
2018年邁⼊⾼齡社會，且今年國內⽼化指數達100.2%，⽼⼈已⽐兒童還要多，
為了照顧年⾧者的健康，光⽥綜合醫院與慈濟基⾦會合作，今⽇早上在⼤甲區
的西岐⾥社區活動中⼼，舉辦「樂活勇健椅」運動課程，讓年⾧者就算坐在椅
⼦上也能盡情運動，阿公阿嬤樂讚「正港越坐越勇啦！」 

只⾒爺爺奶奶們⼀下⼦站起抓⼿、⼀下⼦⼜坐下抬腿，配合著前⽅教練的指⽰，
⼀下⼀下的活動⾃⼰的⾝體與關節，有遇到⼿腳較不俐落的年⾧者，旁邊的志
⼯也會協助他們將動作改正，讓整個教室的氣氛活絡不少。 

今年⾼齡80歲的陳爺爺因⼦⼥⽩天外出上班，他無⼈陪伴，最期待就是到⾧照
站參與活動，陳爺爺說，朋友找他⼀起來運動，上課很有趣，⽽且運動很健康。

光⽥綜合醫院執⾏⾧劉美⽟表⽰，政府推動⾧照2.0擴⼤照顧更多⾧者，光⽥也
將擴⼤⾧照服務，預計將陸續提供護理之家、⽇間托⽼等服務，「樂活勇健椅」
是專為銀髮族設計之運動課程，運⽤⽣活上最便利的椅⼦及簡易的運動器材（如
彈⼒帶、彈⼒球）做有氧、核⼼肌群訓練，再融合「運動遊戲化，遊戲運動
化」，為課程增添趣味性、添加特⾊。 

⼆⼗四、台灣失智者最後⼀年7成灌⾷6成插管 醫：太⾟苦了 

資料來源：2017-04-14 13:51聯合報 記者周宗禎 
「失智病⼈⽣命終點前的旅途太⾟苦了！」奇美醫學中⼼⽼年醫學科主治醫師
陳炳仁、緩和醫療團隊以台灣健保資料庫研究，發現台灣失智病⼈⽣命最後⼀
年中，有七成管灌餵⾷、六成氣管內管插管及呼吸器治療，三分之⼀病⼈曾被
⼼肺復甦術急救，18%仍在洗腎，超過歐美國家⼀倍以上，在亞洲國家也名列
前茅。 

台灣失智病⼈⽣命末期承受急救帶來的痛苦，超過癌症病⼈四倍，奇美團隊研
究結果發表國際期刊，並獲衛福部經費出版華⽂界第⼀本臨床指引，今天發表
並寄送各地主要醫院照護機構，失智者家屬與民眾更可上網或以⼿機QRcode直
接下載，了解相關知識與作法。 

⽇本宮本賢⼆醫師夫婦合寫「不在病床上說再⾒」中⽂版⽇前上市，描述失智
臥床⽼⼈、普遍⾝上設餵⾷管灌⾷、甚⾄為防病⼈⾃⼰拔除灌⾷管⽽強⾏綁住
病⼈，相較歐美社會重視病⼈尊嚴⾃主、很少為失智晚期病⼈置放餵⾷管或約
束⾏動，引起熱烈迴響。 

出版社邀請陳炳仁為這本書寫序，他⾧年在⽼年及安寧病房、⾧期照護機構為
失智病⼈提供醫療照護，發現台灣的情況和⽇本極度相似。 

陳炳仁表⽰，統計相當年齡、性別及疾病期程病⼈，失智者氣管內管插管、呼
吸器及⼼肺復甦術急救治療，是癌症病⼈四倍以上，且治療幾乎集中過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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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病患未因此存活，反⽽⽣命終點受盡折磨，研究結果已被⽇本⽼年醫學
會主編的國際期刊接受發表。 

奇美醫學中⼼指出，台灣許多醫療⼈員仍缺乏理解與知識能⼒，能及時以安寧
緩和療護來照顧失智病⼈，今天發表「失智緩和醫療照護指引」，期待醫界與
社會都能有相關知識與共識。 

2009失智症安寧緩和療護健保已納⼊給付，但⾄今病患死亡前接受安寧緩和療
護⽐例仍稀少，衛福部徵求跨專業領域團隊發展失智症安寧緩和醫療照護評估
與操作指引。 

奇美團隊經評選取得計畫，陳炳仁邀請醫療奉獻獎得主陳榮基教授為⾸20多位
學者任諮詢編輯委員，獲台灣神經學會等組織協助完成華⽂圈第⼀本「失智症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指引」，全⽂電⼦化上網供醫療團隊與民眾下載使⽤ 。 

⼆⼗五、中市⼤砍⽼⼈健保補助 罵聲連連 

資料來源：2017-04-19 22:55聯合報 記者喻⽂玟 
65歲以上、所得稅率5%以下的台中年⾧者，以往健保費由市府補助，共18萬⼈
受惠，但今年起「限縮」，只補助中、低收⽼⼈約1萬2千⼈，政府預算⼤⼤節
省，從每年10億變1500萬元，但⽼⼈近⽇發現每⽉要繳7、800元，感覺「存款
縮⽔」罵聲連連。 

藍、綠議員也⿑聲反對；⼀向挺⿓的民進黨⼥議員陳淑華昨率先發聲要求市府
恢復補助，她說，此影響超過10多萬⼾家庭，「這是變相加重⼦⼥負擔！」國
民黨議員楊正中也表⽰，國民黨團極⼒反對取消⽼⼈健保補助，⽼⼈多數沒⽣
產能⼒，有些兒⼥不孝、獨居⼜未達中低收⼊，硬要求繳費不應該。 

中市社會局⾧呂建德解釋說，這項措施從102年7⽉起執⾏，每年要編10億經費
補助，且沒有排富，現在⽼年⼈⼝成⾧太快，逐年增加1到2億元，⽀出驚⼈恐
排擠其他照顧政策；健保排富後省下約12億元，同樣投⼊銀髮族福利後，相關
預算達36.6億元，⾧輩整體福利不減反增。 

陳淑華議員則指出，⽼⼈家發現要恢復⾃繳健保費罵聲連連，菜市場、公園裡
都可聽到；取消補助是懲罰年輕⼈，受薪階級有「薪資補貼被剝奪」。即便增
加銀髮福利預算，但放在⾧照，⽼⼈覺得「⽤不著」，實質補貼健保費更實在。

西屯區楊⽼先⽣說，兒⼦放無薪假，還要負擔他的健保費，⽇⼦快過不下去。
擺攤做⽣意的何姓⼥⼠說，攤租⼀直漲，福利卻⼀直減，⼩市民壓⼒很⼤。 

台中市今年改變的還有「⾝⼼障礙者⼝腔診治計畫」，以往固定式、活動式2種
假⽛都有補助，現改只補助活動假⽛；65歲以下⾝障者，每⼈補助⾦額上限低
為收⼊⼾4萬、中低收⼊⼾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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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退休婦⼈遇詐 600萬⽼本化為烏有 

資料來源：2017-04-20 00:56聯合報 記者劉嘉韻 
花蓮⼀名退休不到半年的江姓婦⼈，三⽉下旬多次接獲假檢警電話，誆稱其健
保卡異常使⽤，將凍結帳⼾，還要求配合偵查轉匯款；江婦陸續匯款近六百萬
元，直到本周驚覺不對，求證發現上當。健保署表⽰，該案是健保詐騙⾦額最
⾼紀錄。 

健保署主任秘書沈茂庭表⽰，若健保卡異常或⽋費⼀定會書⾯通知，健保署從
未以積⽋健保費或健保卡違規使⽤為由，以電話指⽰要民眾⾄⾃動櫃員機操作
或匯款，呼籲民眾接到類似電話要⼩⼼。 

健保署東區業務組督導徐儷玲指出，去年⼗⼆⽉才退休的江婦，接獲⽍徒來電
誆稱健保卡在多家醫院、診所異常使⽤，⽋費逾五萬元，並稱已將其列為嫌疑
⼈並凍結帳⼾，指⽰她配合偵查，將存款轉匯「檢警」所監管的安全帳⼾，若
破案將返還費⽤。 

⽍徒以秘密偵查為由，要求不可對外公開或告訴家⼈，匯款時若遇⾏員詢問，
可告知「匯現⾦幫⼩孩買房」。江婦信以為真，陸續匯出近六百萬元，直到本
周⼀驚覺有異，致電詢問健保署才發現上當，但⼀⽣積蓄及退休⾦全化為烏有。

徐儷玲說，近⽇常有⽍徒⾃稱健保署⼈員或檢警，以電話、簡訊或 LINE 誆稱
健保卡違規使⽤、被盜⽤、有違規紀錄，或稱即將被停卡、就醫⽋費等情境，
藉民眾恐慌⼼理⽽詐騙；由於健保⽋費已不再鎖卡，接到電話告知「⽋費將被
鎖卡」，千萬別依指⽰⽽去匯款或告知個資。民眾接到類似資訊，可撥打健保
卡⽚背⾯所列免付費專線查證，或撥⼀六五防詐騙電話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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