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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老人福利促進小組第 4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6月 12 日(星期二)14 時 

 

地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席：許召集人立明(姚副召集人雨靜代理) 

                                                   記錄：陳琮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委員：姚雨靜、黃志中（蘇娟娟代）、范巽綠(李昆憲代)、李煥熏（林信

興代）、蔡長展（劉中昂代）、劉高鈿、鄒若齊、蘇忠雄、柯新武、

楊培珊、張淑媛、邱啟潤、杜期里、机慈惠、賴其頡、戴鏜縉、陳

惠津（請假）、謝彥緯（請假） 

 

單位代表：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李吉裕 

衛生局                 陳素娟、陳芬婷、許美娟 

教育局                 李昆憲 

勞工局                 陳碧燕 

民政局                 蔡青芬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陳孟寧 

都發局                 高白芬 

社會局                 于桂蘭、何道珍 

社會局仁愛之家         歐美玉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姚昱伶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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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謹將第 4屆第 2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說明：本會依第 4屆第 2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列 

              管，請各業務相關單位將辦理情形提會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報告案二：謹提本府 107年 1月至 4月各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工作 

          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請各委員先行核閱市府各相關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情形 

          ，各業務單位會中不做口頭報告，請委員指導。 

(一)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二) 民政局 

(三) 教育局 

(四) 勞工局 

(五) 衛生局 

(六)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七) 社會局 

    委員發言及回應重點： 

        一、高雄市目前長照需求總人口為 87,899 人，約 55％長照需求

的家庭是由家庭照顧者擔任主要照顧者，人數約為 4 萬 8 千

多。從衛生局所提供的數據，僅有約 10％的家庭照顧者有申

請喘息服務，比例仍偏低，顯示本市家庭照顧者運用喘息服

務的比例仍有限。 

           二、衛福部的薛次長於今年 4 月份來本市召開座談會時，曾表示

地方民眾對於長照服務的使用率仍不如預期，需仰賴中央與

地方共同繼續努力宣導，並加強建立民眾的使用習慣與意願。 

           三、在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所辦理的活動中，最受家庭照

顧者喜愛的就是一日喘息出外旅遊的活動，並且可與受照顧

者共同出遊。該協會每年皆向富邦基金會申請經費，一年辦

理一次，許多家庭照顧者希望提高次數。其實這類活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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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當高，需動員許多志工，如果有經費可以來辦理這類活

動，應該可以嘉惠許多的家庭照顧者。 

    主席裁示：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報告案三：107年行政院長期照顧政策變革及本市因應作為。 

   . 說明：本府社會局報告 107年行政院長期照顧政策變革及本市 

           因應作為，請委員指導。 

委員發言及回應重點： 

一、 在補充長照人力方面，自 106 年 10 月至目前共累積 14,902

名照顧服務員取得證書，實際投入長照服務人力約為 30％，

目前有 3,615名照顧服務員投入長照機構服務，另有部分照

顧服務員則擔任醫院看護。 

    二、中央從 105 年至今，提供給地方的經費幾乎都以倍數成長，

因中央原規劃於 106 年 7月開始實施給付新制，故 106年匡

列給各縣市的預算都有增加。然中央針對支付新制政策進行

滾動式修正，故 106 年下半年並未全面實施上路，各縣市皆

退回原本中央所提供的經費。今（107）年度中央更提供較

106 年成長兩倍的預算，但畢竟使用者並未改變原本支付使

用習慣，對於給付新制的計算與運作方式並未熟悉，故仍處

於磨合階段。 

        三、給付新制的轉換造成機構的工作人員、照專、衛生局都仍在

磨合階段，對民眾也是如此。同時，因著中央長照政策滾動

式修正的速度較快，也使有些民間單位擔憂其薪資的修正反

應較慢，無法及時回應中央新的政策修訂。 

        四、除了政策宣導以外，中央也開始發展針對年輕照顧服務員之

相關培訓，並協助進行生涯規劃；一方面可以吸引媒體協助

宣導增加長照人力，另一方面以照服員的薪資來吸引剛踏入

職場的新鮮人，故建議請勞工局多辦理長照就業博覽會招

募，以增加年輕的長照人力。 

        五、勞工局針對長照多次辦理大型就業媒合活動，並且邀請高雄

市多家長照機構一起聯合徵才；針對校園也有定期的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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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輔英科技大學，都有定期且綿密的聯繫，同時結合校園進

行徵才活動。 

        六、針對原鄉徵才的部分，社會局積極將長照資源放入各原鄉部

落，並以部落母語解說方式進行說明與徵才，邀請當地年輕

人加入照顧服務員的行列，服務自己原鄉部落的長輩，增加

原鄉部落的就業機會。 

        七、衛生局於 106年有多次與社會局、教育局合作進行校園徵才

的活動，讓學生在畢業前接觸相關長期照顧課程與產業，或

提供弱勢學生於寒暑假的打工機會及友善的環境。我們也積

極爭取與更多業者或學校建立合作意向書，建立更好的就業

管道條件，爭取讓學生在畢業前，累積相關長期照顧服務與

實習課程以取得時數或照顧服務員證書，未來畢業就可直接

投入長期照顧服務產業。 

        八、中央目前已建置照顧管理系統，惟功能仍持續修正強化中，

社會局也明白系統建置的迫切性，故向經濟部工業局提案申

請前瞻基礎建設-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地方創新類：智慧

城鄉社政照護聯合系統，希能協助本市各居服單位解決人事

管理、核銷、報表產出等相關問題，並以系統化方式協助地

方機構更上軌道，減輕機構行政管理複雜度，增強人力運用。 

        九、現行的交通接送，社會局併同復康巴士執行，目前由交通局

委託伊甸提供服務，數量共有 150 輛。因中央制度調整，目

前本市正蒐集各縣市資料研議特約服務，新增服務單位加入

交通接送服務行列，針對偏鄉地區，亦併同納入讓偏鄉地區

的民眾可以就近使用服務。 

    主席裁示：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蘇忠雄委員 

    案由：建議於前鎮區設立大型醫療院所，便利區域內長者及重症者就

近看診，以解決地區里民長途跋涉之苦，提請討論。 

    說明：為因應臺灣進入高齡化，老人及重症者醫療環境是當前福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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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重點之一，前鎮區人口近 20萬人為高雄第四大區，老人、重

病症、傷殘人口比例亦高，周圍苓雅區設有民生、阮綜合醫院，

鳳山區有鳳山醫院，小港區有小港醫院，皆有中大型醫院，目

前前鎮區仍未有大型醫院設立，僅能往四周醫院就診，舟車勞

頓，造成時間與體力的耗損。     

    辦法：未來前鎮區轄內 205兵工廠將進行拆遷，該廠位處於高雄市亞

洲新灣多功能經貿園區範圍內，亦在本區中間位置，如能爭取

該處設立大型醫院，可望解決前鎮區老人、居民就醫不便困擾，

亦能使亞洲新灣區在發展上提供更便利及完善的醫療服務。 

    衛生局回應： 

一、 前鎮區人口數為 189,517人，查該區目前醫療資源計有：西醫

醫院 4 家(瑞祥、新正薪、佳欣及吳昆哲醫院)、西醫診所 101

家、牙醫診所 49家、中醫診所 33家。行政區域毗鄰苓雅、鳳

山、小港等區。次查，鄰近轄區醫院及醫療資源有:苓雅區(阮

綜合、邱外科、民生、國軍高雄總及聖功醫院) 、鳳山區(鳳

山、大東、杏和醫院) 、小港區(小港醫院) 、前金區(大同醫

院)…，該等醫院不乏為綜合醫院、專科醫院及 10家急救責任

醫院(設 24 小時急診)，醫療資源足夠。又，近年來衛生福利

部力推分級醫療，呼籲「大病到大醫院，小病到小醫院」，期

結合社區醫療資源，建立社區「家庭醫師」觀念及急重症轉診

系統，以避免浪費醫療資源及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二、 本市目前共有 9 家市立醫院，其中 5 家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大

同、旗津、小港、岡山及鳳山醫院)，4 家公辦公營(中醫、凱

旋、民生及聯合醫院)。維持 4 家公營市立醫院係為專責推動

公共衛生政策、疫病防制、緊急醫療救護及照顧弱勢民眾等。

然，近年來市府財政緊縮，公務補助 4家公營市立醫院經費亦

逐年縮減(106 及 107 年度 4 家共補助 362,530 千元)，各院於

補助資源有限下老舊醫院硬體設施修繕緩步，且無力擴(增)

建，僅能以自負盈虧方式維持經營。 

三、 末查，前鎮區屬高雄次醫療區域，醫療資源尚無不足，且考量

用地取得及興建經費籌措困難，本市目前並無另建市立醫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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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決議：蘇委員同意依衛生局回應意見辦理。 

  

    提案二                                  提案人：鄒若齊委員 

    案由：效法「環境教育巡迴車」的作法，尋求公益團體合作推動「銀

髮樂活巡迴車」並由專業人員及志工組成活動團隊，前往各區 

          、各里及相關組織，介紹並推展長青銀髮樂活之活動，提請討 

          論。 

    說明：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及科工館合作成立「環境教育巡迴車」，

由科工館為主設計環境保護、清潔能源⋯等相關教具，並由中

鋼退休志工及科工館志工組成推動團隊，中鋼贊助兩輛合格改

裝巴士（一大巴及一中巴）巡迴於各小學推動「動手做」的環

境教育。 

辦法： 

一、 建議教育局考慮類似作法組織「銀髮樂活巡迴車」，將有意義

的銀髮樂活活動帶到各區、里、相關組織，介紹予銀髮族並

引導推動。 

二、 另一重點是在每一拜訪點尋求該點志工繼續在點推廣後續樂

活活動。例如中鋼長青樂活會利用每月中鋼退休人員慶生

會，安排介紹旅遊、用手機攝影、休閒釣魚蝦樂⋯等，之後安

排長青登山、休閒釣魚一日遊、長青書畫攝影聯展⋯等。 

    教育局回應： 

一、 本局整體終身教育之規劃，朝高度整合性、多樣性與豐富性 

三大特性發展，並依據不同需求及學習者特性，設有社區大

學、市民學苑及樂齡學習中心，提供多元豐富的課程，落實

學習無限制，處處可學習的精神。 

二、 為了提供高齡者樂活學習場域，本市 105年已在 38個行政 

區域皆成立 1所樂齡學習中心，分布率達 100％；另本(107)

年度更於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以上的田寮區多增設 1所樂

齡學習中心，計成立 39所樂齡學習中心，分布率高達 103%，

提供 55歲以上民眾免費學習之機會，透過活躍老化之核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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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繼續學習及參與，以促進其健康、安全，提升生活品質，

達成健康老化之目標。 

三、 為增進高齡長者學習之便利，亦活用校園餘裕空間、社區學 

習活動場域，將樂齡資源分配至各村里，轄屬樂齡中心除中

心本部經營外，已將部份課程帶入社區開設樂齡分班，拓展

更多的樂齡學習據點。106年計有 195個學習據點，107年已

提高到 219個學習據點，使學習更具親近性、便利性及依存

性。本市里數為 897，樂齡學習據點約佔本市里數達 25%，可

見本市樂齡學習資源的持續投入。樂齡據點的穩定成長，除

了能持續提供長者學習活動，提供高度近便性的學習場域，

更能營造友善學習氛圍，提升樂齡學習參與意願。 

四、 透過社區在地學習，多元且豐富之樂齡課程深受高齡長者喜 

愛，參與情形十分熱絡，去(106)年度共辦理 8,134場次課程

活動，計 210,462參與人次，未來將透過增加實質學習據點，

讓樂齡學習服務深入社區就近學習。 

    社會局回應： 

一、 本市透過 6部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車在大高雄走透

透，結合本市特有之傳承大使、團社等長者才藝專長，提供

教學及展演服務，並讓長輩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就近取得資

源，滿足學習、休閒等需求，達到服務的可近性及便利性，

另結合各類社會資源(如衛政、醫療、藥事等單位)，讓長輩

多方面了解市政及社會福利服務各項措施，使福利服務更貼

近長輩需求。106 年度文康車共計辦理 2,136場次，服務 16

萬 5,022人次；截至 107 年 4月底，文康車共計辦理 682 場

次，服務 4萬 8,977 人次。 

二、 另為宣揚市政建設、提倡休閒娛樂，舒展長者身心並增進其

人際互動，讓長者感受城市幸福感及體驗高雄之美，本市推

動「老玩童幸福專車」，規劃 13條高雄特色景點路線，鼓勵

長輩來場高雄輕旅行，106 年度共計受理 115個單位申請，

辦理 115 車次，服務 4,379人次；107 年度預計受理 116 車次，

截至 107 年 3月底，受理 54 個單位申請，辦理 7車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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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人次。 

         鄒委員若齊回應：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在長期照顧服務，應特別注重長

輩「樂活」的部分，讓長輩活得健康與快樂，縮短臥病的時

間，因此提供想法如何讓長輩能更願意參與社區活動，並且

整合政府資源，如同我所提出的「環境教育巡迴車」的作法，

結合專家學者提出有興趣的主題，到高雄市各地區辦理長輩

樂活的活動。目前社會局已經在推展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

車，我只是提出相關的構想討論。 

    決議：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提案三                                    提案人：鄒若齊委員 

    案由：推廣社會住宅應增加銀髮族「合租房互助養老」的機會，社會

住宅改變為青銀混合共享資源的社區，提請討論。 

    說明：台灣已出現少子化的趨勢，年青人減少很多，近年也已邁入老

人社會。政府却在交通方便之公有地建社會住宅，以出租給無

房的年青人為政策。而長照 2.0政策，又鼓勵退休老人「在地

養老」。其他國家「合租房互助養老」的模式已成為新的趨勢，

室內特殊設計的銀髮族住宅已有需求。 

    辦法： 

一、 社會上已出現許多單身老人，由社會局宣導「合租房互助 

養老」模式，透過長青服務中心媒介，鼓勵已退休而身體健朗

的樂齡人士尋找自己喜歡的互助養老夥伴，最好在熟悉的社區

附近就能發現。「合租房互助養老」的方式是非常有彈性的，

也接受老夫老妻進駐為共享樂活，平時大都在合租房居住，節

日則回自己或子女家裡。 

二、 多人合租住一起，熱鬧而不孤單，大家在一起還相互有所 

照應。大家合租在一起，租房的費用均攤，養老成本大幅度降

低。另外做飯一起商量選擇，想吃什麼樣的飯菜，也可以採用

共組大餐廳或由中央廚房送飯，成本比去養老院或居住養生村

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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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一起申請社會長照服務。大家一起出資請照顧服務員， 

一起商量選擇什麼樣的人，掌握主動權，這樣老人也有話語

權，地位就上升了，較不用看別人的眼色行事，養老的費用也

就降低了！ 

四、 現在大多數家庭的子女們都很忙碌，不可能日夜都在陪伴 

長輩。而銀髮族有多人聚集居住同一社區中也多些人互動，或

參與樂齡學習課程，較不會感到孤獨。有人生病其他人也能及

時幫忙打電話或者通知老人的兒女或親戚，較不會發生孤老去

世的憾事。 

    都發局回應： 

一、 本局刻正規劃設計新建之社會住宅，於設計階段即參採住宅法

第 33 條「為增進社會住宅所在地區公共服務品質，主管機關

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青年創業

空間、社區活動、文康休閒活動、商業活動、餐飲服務或其他

必要附屬設施之用」，以及第 34條「主管機關或民間興辦之社

會住宅，應考量其租住對象之身心狀況、家庭組成及其他必要

條件，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之社會福利服務」，爰

本局規劃設計之社會住宅室內外空間及公共設施等，即已考量

多元族群及銀髮族之空間使用需求。 

二、 後續新建完成之社會住宅亦將依住宅法第 4條規定，提供 

至少 30％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其中包含了 65

歲以上之老人等多元族群，務求住宅社區能多元滿足住宅需

求，俾使本市之社會住宅成為混合共享資源的住宅社區。 

    鄒委員若齊回應：請問社會住宅所提供的 30％，是否有特別設計針對

銀髮族的住宅？ 

    都發局回應：會依法針對銀髮族設計部分的公共空間與設施。 

    社會局回應：社會局近年也推廣「全齡住宅」，希望增加更多友善長

輩的空間。另內政部營建署每年都有推動社會住宅的設置，另

內政部也有相關的經費補助。 

    都發局回應：依據蔡總統的「8年提供 20萬的社會住宅」政策，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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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營建署雖為主要的推動者，都發局也分配到一定比例。社會

住宅所提供 30％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規定，當中包含

12 項的弱勢身分，老人也是佔其中一項，所以我們會保留一

定的比例提供銀髮族入住社會住宅，並且希望不是以買賣的方

式，而是以租屋的方式提供，減輕銀髮族租屋的經濟負擔。 

    決議：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問人：鄒若齊委員 

    市府社會局對於未來高雄市老人人口的成長預測，是否有短、中、長 

    程的福利政策規劃？ 

    社會局回應：市府對未來高雄市老人人口的成長預測，每一季都有進

行相關的預估，並且是以跨局處形式進行。目前人口數據資料

是由民政局定期彙整提供，市府會定期針對各種資源配置、服

務種類、服務內容、服務品質與服務的滿意度進行管控。市府

針對長輩的服務需求並非只限於社會福利面向，更包含醫療、

終身學習、住宅、運動休閒等面向，希望能進行更多元化、全

面性的統整與規劃。 

    鄒委員若齊回應：請問高雄市老人人口的成長比例現為 14.51％，請

問市府針對高雄市老人人口的成長預測，會持續成長到高點？

還是會如拋物線般的下降呢？ 

    衛生局回應：市府對人口預測是較全面性的，不僅關注長輩的人數，

也關注扶老比率、扶幼比率與扶養比率，這涉及到人口紅利與

未來經濟負擔。高雄市老人人口的成長比例雖然為 14.51％，但

有些區域已呈現超高齡，如田寮區。另外，從出生率與死亡率

看到，可以發現高雄市的出生率是相當低的，全國亦是如此。

因此未來人口成長預測更會呈現死亡交叉，嬰孩的出生率低，

長輩人數也會漸漸下降。目前除了要關注長輩的照顧問題，也

要關注新生兒人數的增加，如此未來社會總體經濟才能支撐社

會福利政策，這才是一個全面性的人口政策。 

    社會局回應：針對長輩健康樂活的福利政策規劃，目前市府社會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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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鼓勵長輩能多參與各項活動。譬如在重陽節，社會局除了

宣導長照服務之外，更從 105年向長輩推展本市府的「3心 5

老」架構－給長輩關心、使長輩開心、讓家屬放心及保障老本、

照顧老身、珍惜老伴、結交老友、安全老屋之目的，以多元照

顧為策略，並結合市府各項活動，落實在地生活、在地照顧、

在地安老政策，造福本市長輩。我們更希望能提升市民的觀念，

每一個人都會面臨老化的問題，從年輕就要有好的儲蓄習慣，

學習照顧自己身體健康，珍惜與配偶、家人的生活關係，營造

更友善老人的住宅空間，更鼓勵社會大眾積極投入社會參與，

到老才不孤單。因此市府推行「3心 5老」，是希望鼓勵社會大

眾更早能適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這個部分也需跨局處的推行

與宣導。 

    決議：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散會：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