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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點連線成網—建構多元與整合的老人社區照顧網絡」 

願景工作坊成果報告 

壹、計畫內容 

一、指導單位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 
二、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委託高雄醫

學大學辦理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三、協辦單位 

高雄市聖功醫院、天主教社會慈善福

利基金會(善導社服中心) 
四、活動時間 

共辦理二場工作坊和一場焦點團

體。第一場次（工作坊）94 年 7 月 16 日、

第二場次（工作坊）94 年 8 月 19 日、第

三場次（焦點團體）94 年 9 月 29 日。 
五、活動地點 

第一場次於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

院、第二場次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八樓會議廳、第三場次於財團

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六、參加對象 

邀請高雄市老人福利服務相關機

構、教會、廟宇，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等潛

在之社區組織資源。第一場次共邀請 574

所社區組織（含高雄市左營區、楠梓區、

三民區、苓雅區等四個行政區，以及高雄

縣、屏東縣各一百個社區組織），第二場

次邀請 215 所社區組織（含高雄市鼓山

區、旗津區、小港區、前金區、前鎮區、

鹽埕區、新興區等七個行政區），第三場

次邀請 9 所天主教會組織。 
 
 

貳、執行具體成果 

一、工作坊部分 
第一場次工作坊參與人數為 62

名，第二場次工作坊參與人數為 19
名。茲針對與會人士所提該機構運作現

況和面臨的困境整理摘要如下： 
1.社區資源的活化—如何進行社區佈

點？ 
a.社區民眾認知問題 
包括社區民眾是否瞭解長期照護的

對象和服務內容、是否認同應由『在

地人照顧在地人』，以及是否認同社

區內設置老人社服機構或服務據點

等問題。 
b.人力問題 

包括志工專業能力的限制、公部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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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何種角色、照顧人力替換率過高，

以及志願服務人力銀行可行性等問

題。 
c.財源與硬體空間問題 
包括社區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彼此

之間惡性競爭，資源未充分整合，以

及既有社區硬體空間（如里活動中

心）如何再利用等問題。 
2.轉介系統建立—如何連線成網？ 

a.中心化的個案管理與轉介服務 V.S. 
去中心化的個案管理與轉介服務 
由長照中心統籌擔任個案管理與轉

介服務，或是以分散於各公私立機構

中個案管理專業人員為中心，藉由自

己熟悉和信任的轉介網絡，進行個案

管理與轉介服務。 
 
 

b.公共衛生護士之角色 
各地區衛生所的護士對於社區需求

與資源應最為清楚瞭解，其在未來長

期照顧能否扮演個案管理者角色，甚

至與各縣市長照中心進行個案共管。 
3.照顧提供模式與需求的契合—如何符

合在地需要？ 
包括需求評估工具的一致性、「評

估需求（管理者）」與「實際需求（案

主）」的落差（3：7 的機構式與居家/
社區式的服務提供比率是否適用）、區

域資源與需求的差異性，以及照顧文化

的多元性（主流照顧模式對在地照顧文

化的可能之衝擊）等問題。 
二、焦點團體部分 

焦點團體參與人員共 13 名。茲針對

與會人士所提該機構運作現況和面臨

的困境整理摘要如下： 
1.現況 

a.機構探訪問安 
定期至安養機構進行探訪，使老人感

受社會關懷。 
b.文康休閒活動 

設計文康休閒活動與安養機構老人

同樂，延緩老人老化與退縮性行為的

產生。 
2.問題 

a.人力不足 
包括專業規劃人力不足（協助機構規

劃服務方案與資源評估和連結）、專

職管理人力不足（協助專業人力維護

老人安全與處理庶務工作），以及志

願服務人力不足（協助專業人力提供

照顧與關懷服務） 
b.經費不足 
包括社會與會眾捐助金額有限、公部

門補助太少，未依據各機構服務狀況

進行補助，僅提供固定金額。同時，

存在經費是否能持續提供的疑慮。 
c.公部門功能不彰 
僅宣導或監督，欠缺長期實質資源挹

注。 
d.對推行老人照顧工作認知不足 
雖然教會普遍已有參與社區照顧工

作之意識，但又不知道該如何篩選照

顧對象，擔心提供服務後教會無能力

承擔管理問題。 
e.老人服務資源整合問題 
教會團體其實有很多閒置或可充分

運用的物理空間，但因欠缺財源與規

劃能力而無法有效發揮。因此，在永

續經營的理念下，應思考專業團隊怎

麼進入，財源怎麼穩定，服務對象怎

麼區隔等問題。 
 

參、檢討與建議 

根據上述主要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供各界參用。  
一、政府應持續推廣在地老化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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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對於在地老化觀念與社

區照顧服務優點尚未充分瞭解，以致

於對社區投入老人照顧工作仍存在疑

慮。不僅招募老人服務之志願服務人

力出現困難，每當要在社區中成立服

務老人據點或機構更遭遇社區居民抗

爭。因此，政府應更積極推廣社區照

顧與在地老化等理念，使社區居民瞭

解該理念落實對於老人照顧之優點。 
二、積極籌設社區照顧據點與社區培力工

作 
設立可近的服務據點和提供及時

的服務，是完善長期照顧制度的重要

根基。事實上，社區中潛存可以提供

老人社區照顧之資源，僅受限於專業

工作方法的欠缺而對於老人照顧工作

存在恐懼。因此，如何藉由專業團隊

的輔導，使社區逐漸發展出服務方案

規劃與執行的自主能力，是產官學界

應深思的問題。 
三、妥善規劃老人人力資源之再運用 

以老人服務老人的服務模式，不

僅可以使失能老人獲得更貼近其想法

與同理的服務，亦使健康老人從服務

中獲得成就感和減緩失能與依賴的情

形。對社會整體發展而言，更能減少

社會成本付出。因此，爲因應高齡化

社會之來臨，妥善規劃老人人力資源

運用策略，建構老人人力銀行、志願

工作體系及社會特殊才能老人之運用

有其必要性。 
四、社區非營利組織資源整合 

社區組織各自擁有不同種類資

源，如何促進彼此之間資源聯結，由

對立的本位主義轉變成雙贏的合作關

係，是值得探究的議題。如何在提供

貼心與完善老人服務的共同理念下進

而服務提供，是未來社區組織間應積

極合作的方向。 

五、因地制宜的社區照顧服務提供模式 
各縣市、各區域其照顧資源與需

求存在差異，是否適合以一套全國標

準的服務提供模式加諸於各行政區域

是必須深思的問題。客觀上失能老人

的存在，必非就代表著實際上的服務

需求。甚至，台灣目前對長期照顧服

務提供所遵循 3：7 的機構式與居家/
社區式的服務提供

比率是否適用，應有

更精確的需求評估

作為基礎。 
 

肆、未來展望 

本工作坊主要目的在

於鼓勵且匯集民間部門表達他們參與社區照

顧服務方案之意願、經驗、期待，以及面臨問

題，進而擴大民間政策參與機會，共同為建構

高雄市老人社區照顧網絡之方向凝聚共識。事

實上，從本次工作坊參與機構所提意見來看，

已有不少社區組織具有推行社區照顧的意

識，且擁有進行服務提供所需空間資源，但因

對於服務方案規劃與執行能力較為缺乏，甚至

成為進一步提供服務的心理障礙。 
因此，如何做好社區組織培力工作，讓

社區組織發展出方案規劃與評估的執行能

力，且能依據所處社區之特性、服務對象，以

及擁有之資源等層面的考量，循序漸進的擴展

服務方案，避免因一開始對照顧服務內容認知

不足或於提供服務受挫後而不願意投入老人

社區照顧之情形，是未來政府部門與學界應共

同努力的方向。 
其次，公部門於推動設立社區照顧據點

時，應重視各服務據點提供服務與投入資源的

特殊性，給予適當且足夠的經濟補助。不應對

社區組織存在不切實際的期待，特別是現今多

數社區組織尚未具有足夠提供服務能力之

際，是需要公部門給予實質上的鼓勵與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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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政府雖已如火如荼著手規劃我國

長期照顧之際，也應考量制度設計應具備彈

性，藉以因應不同社區之需求與既存資源的差

異性。如何兼顧效率成本與人性服務化之提

供，貼近社區中老人的實際需求，是需要更多

的民間參與發聲和政策規劃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