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七屆傳善獎三年經驗2025分享

長照教練：
照顧好好談，搬家也有望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陳景寧秘書長
114.04.30

家庭照顧研究中心/長照教練/家庭照顧協議/長照宜居計畫/線上媒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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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Caregivers

台灣第一個倡議家庭照顧者權益與服務的非營利組織
• 成立於1996年，設置第一條家庭照顧者諮詢專線
• 1997年起推動紓壓活動、支持團體、教育訓練等
• 2001年推動喘息服務納入長照1.0
• 2015年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 2015年衛福部委託設置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 2016年與英、澳等七國成立「國際照顧者組織聯盟(IACO)」
• 2022年協助長照2.0設置全國121個長照2.0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多元照顧資源與選項：減少被迫
成為家庭照顧者

2.自願成為家庭照顧者：提供減輕
負荷的支持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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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作為改革長期照顧的一種社會運動 (王增勇，2010)



IACO全球家庭照顧者組織聯盟

4



長期照顧服務法

第 13 條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前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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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委託建置

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照顧計畫

喘息服務

照顧技巧

情緒支持 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

以家庭照顧者為中心擬訂計畫
• 連結長照2.0資源
• 相關資源：生涯規劃╱家庭照顧協議╱居住安
排╱經濟協助╱法律諮詢╱就業媒合等

• 紓壓活動
• 支持團體
• 心理協談
• 志工關懷

• 團體訓練課程
• 照顧實務指導

• 居家喘息
• 機構喘息
• 日照喘息
• 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
• 巷弄臨托站
• 互助喘息



照顧悲劇事件仍在發生

(事件數)

長
照
2.
0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監測每日照顧悲劇新聞事件，截至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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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上路

新冠疫情

照顧者皆男性
最年輕23歲
5080佔7件

5080佔7件
8080佔3件
8050佔4件

8件(11死)



以照顧者為中心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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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心理支持

金錢管理

時間管理

照顧計畫

居住安排

照顧不離
職

家庭協議



多元交織的家庭照顧問題

被照顧者

家庭支
持系統

照顧者

1.生命發展階段
• 當下的自我需求
• 可用資源
• 調整或改變能力

2.意願
• 與被照顧者關係
• 家庭關係

1.傳統觀念
2.分工人力
3.經濟條件

1.失能程度(客觀)
2.依賴程度(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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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照顧，家人各有考量、各持己見。

醫療
決定

照顧
方式

費用 時間

107年與聯合報《願景工程》合作調查與報導，於2018年5月間完成國內首份「照顧長輩家庭的照顧分工、決策與衝突經驗調查」。

如何照顧，往往不是一個人就能決定。



家，是曾經精彩活動過的證明，該有不捨。

年邁長輩搬家，更多不安全感，也無力啟動。

需要更多溫暖對話、整理舊物、感恩道別；

才不會太累、覺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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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聯合報願景工程

老屋囚親：不只是囚老，全家皆囚徒



私領域

家庭照顧決策

公部門

長照制度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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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三年發展願景圖 永續發展：最挺家庭照顧者的公益品牌

財務自主：降低官方補助依賴( 62%→50 %)

人才培訓：家照學院培訓、留任、散葉

(2022年~2024年)

第一年

宣導推廣/培

訓專業人員

第二年

經驗交流/修

正服務模組/

培訓專業人員

第三年

擴大服務量能

/優化服務品

質/政策倡議



三年間的資源用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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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議創新組織最重要的資產是「人」，傳善獎的支持穩定組織在財務上的轉換期
壓力，更開創了新服務與計畫。

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屆次 2021第七屆

機構名稱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資料期間 2022年 支出比例 2023年 支出比例 2024年 支出比例 三年累計 支出比例

會計別

科目

人事費 2,631,104 65.17% 2,674,578 66.15% 2,725,776 62.96% 8,031,458 64.72%

業務費 706,406 17.50% 387,567 9.59% 540,919 12.49% 1,634,892 13.17%

廣宣費 441,381 10.93% 619,691 15.33% 684,961 15.82% 1,746,033 14.07%
行政管理費

(含雜支) 258,661 6.41% 361,414 8.94% 377,607 8.72% 997,682 8.04%

小計 4,037,552 100.00% 4,043,250 100.00% 4,329,263 100.00% 12,410,065 100.00%

方案別

方案名稱

長照教練 1,263,075 31.28% 1,241,973 30.72% 1,371,999 31.69% 3,877,047 31.24%

家庭照顧協議 1,971,723 48.83% 1,978,624 48.94% 2,096,819 48.43% 6,047,166 48.73%

宜居計畫 802,754 19.88% 822,653 20.35% 860,445 19.88% 2,485,852 20.03%

小計 4,037,552 100.00% 4,043,250 100.00% 4,329,263 100.00% 12,410,06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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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預期的地方，以及學到的經驗

新興社會議題，創新解方的計畫
難有前例可依循
三個困難之處：
工作者/研究者：找到適切的
工作者有難度
網絡合作夥伴：找到對的合作
夥伴有難度
使用者(照顧者)：翻轉長照、
照顧觀念等推動難度高

 快速的變動下，作為前行的拓荒
者，保持彈性與機動性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重新
盤點利害關係人，以及合作對象
 研究者：兼職或特約方式
 網絡合作夥伴：凝聚共識；網
絡成員亦可能遇到照顧困境

 使用者(照顧者)：多元樣貌、
改變動機

不如預期 學習反思



一、陪伴小組 /心理準備 二、新家找尋 三、舊家整理 四、適應新家
1 . 照顧問題盤點

2 . 搬家共識會議

3 . 社工個案管理 / 志工陪伴

（個案狀況研討）

4 . 心理師 / 職能治療師資源

生命故事書（物品初步整理）

> 遷移壓力症候群 r e l o c a t i o n  
s t r e s s  s y n d r o m e

> 長照家庭生命歷程與囤積議題

1 . 崔媽媽基金會 -
友善房東連結

2 . 以屋換屋 / 包租
代管單位 / 社宅

3 . 交通、醫療、長
照資源盤點

1 . 收納師 / 贈物網

2 . 志工團隊協助整
理舊物、收納

3 . 志工訓練（搬家
丟棄東西長輩焦
慮、恐慌等負面
情緒）

1 . 搬家公司、新家物品
協助定位（社工 / 志工
陪伴）

2 . 新家照顧資源安排
（長照服務）

3 . 協助熟悉環境

4 . 後續追蹤關懷

5 . 熟悉活動的維持

搬家
硬體服務

搬家
軟性服務

長照移/宜居計畫服務：解決「垂直移動」出現問題

時間軸：各階段任務

社福 長照 營建 房仲

心理 整理 財務 ???



從搬家服務延伸出複雜照顧者議題：
56歲女兒獨立照顧89歲因中風而失智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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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但

無想像和

規劃

資訊吸收、

願意討論

想望與期

待

制定具體

執行計畫

家庭

協議

週轉

金

社會

住宅

3.0

搬家

照服

員培

訓

就業

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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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預期的地方，其中關鍵原因
多方嘗試

• 家庭照顧協議：司法界推動碰壁，就轉向與法扶基金會合作推動全國家照據點(近六成)設置線上家庭照顧會議服務。
• 長輩宜居計畫：建立服務模型，但無法順利產業合作，轉向推廣自評與線上指導。

明確願景

• 了解長照事件導致的困難與處境，以及家庭照顧者的通盤需求。
• 確認個人、家庭、企業、社區、社群、國家等不同層次的願景與戰略。

持續創新服務，提出社會解方。

• 忠於使用者經驗研究，提出大缺工時代、零家庭照顧者時代的必要改革。例如「住院整合照護服務」上路，家人不必再
請假或花大錢陪病。

借力使力，以小搏大。

• 不斷探詢合作夥伴，不論政府、學校、企業或民間團體，善用話題行銷，每年逾百則媒體曝光。
• 例如與國北護合作國科會互助喘息試辦計畫 ; 與天下集團、企業合作ESG友善長照職場計畫。

伺機而動，掌握倡議契機。

• 每日關注輿情發展，掌握各項議題推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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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
件

照顧需
求

照顧

選項/花
費

討論清
單

家庭動
力評估

家庭會
議

書面約
定定期
檢視

家庭照顧協議

線上指引工具



法扶基金會特約家照

駐點(22縣市75處)

•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 前一天預約，隔天上線

• 社工陪同與律師討論

• 30分鐘／次，熟習家事律師諮詢

• 可多次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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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6據點

台北市/3據點

台中市/5據點

桃園市/7據點

屏東縣/4據點

宜蘭縣/3據點苗栗縣/2據點

高雄市/1據點

新竹市/3據點

嘉義市/3據點

嘉義縣/5據點

澎湖縣/7據點

基隆市/1據點

台南市/3據點

更新時間：113.12.20

金門縣/1據點 新北市/3據點

台東縣/2據點

雲林縣/5據點

100%

100%

100%

100%

南投縣/1據點

新竹縣/2據點

花蓮縣/5據點

50%

50%

38%50%

33%

56%

75%

25%

71%

50%

63%30%

11%

57%

60%

71%

29%

連江縣/1據點
100%



「照顧好好談－家庭照顧協議」成果分享會

開枝散葉，家照協議經驗分享，種子落地開花，互助合作！

長照
體系

照專、A個管、
居督等

看守所
體系

社安
網

家防中心、
社福中心

法扶

醫院
體系

醫務社工
其他行
業

法律
體系

地方調解委
員會

家事調解機
制

照顧者



TAFC│2024「照顧好好談－家庭照顧協議」成果分享會

新北市 8據點+4據點

高雄市

9據點+2據點

台北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台東縣

嘉義市

新竹市

7據點+3據點

5據點+3據點

3據點+2據點

6據點+3據點

6據點+1據點

7據點+2據點

桃園市

台中市

澎湖縣

花蓮縣

基隆市
2據點+1據點

新竹縣
苗栗縣

南投縣

臺南市

屏東縣

嘉義縣

宜蘭縣

金門縣

連江縣

6據點+2據點

7據點+2據點

4據點+1據點
6據點+2據點

8據點+3據點
4據點+2據點

8據點+2據點

9據點+5據點

10據點+3據點

7據點+2據點

1據點

1據點+1據點

7據點+1據點

全國長照家照據點131處
全國身障家照據點47處

支持性服務
• 負荷評估
• 個案工作
• 照顧技巧訓練
• 支持團體
• 心理協談
• 照顧會議

全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156處
好厝邊服務

• 家庭經濟陷困
• 家庭遭逢巨變
• 家庭關係(家庭會議)
• 兒少發展
• 身心障礙或傷病
• 個人生活適應

跨單位合作、增進工作內涵，織起家庭照顧者支持安全網



家庭會議成為家照者支持正式服務

法律諮詢使用案例分享

鼓勵納入共融資源與服務

鬆動法律介入觀念

促進服務運用時機

衛生福利部「長照與身障家照共融據點試辦計畫」中，
列入「家庭會議」為家照據點服務服務提供項目。



談協議？自己來；想不通？找社工。實體、線上攏ㄟ通！

埋Google Analytics(GA)看數據

行銷、觸及策略多元發展！

數位指引工具：15分鐘、9步驟19,000
人次

113年



家庭照顧協議充實服務－創新擴散

家庭照顧協議

民眾/家庭

社福體系

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200

長照(照專/A個管) 照管中心*22

社安網(脆弱家庭) 社福中心*156

社安網(保護性)

家暴防治中心*22

自殺防治中心*22

醫療體系 醫務社工協會

法律體系

地方調解委員會

家事調解機制

建立服務模式

1.線上指引工具

2.線上會議

(主持人)

長照司

保護司

心健司

社家署

長照司/社家署

內政部

司法院

充實服務模式

創新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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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4日 神腦國際

06月20日 宏遠證券

06月28日 全漢企業

06月28日 合庫人壽

07月04日 普萊德科技

07月15日 今網智慧科技

08月15日 訊連科技

08月21日 勤誠興業

09月27日 均華精密

10月02日 泰詠電子

10月23日 聯夏食品

11月15日 理律法律事務所

付諸實際行動，多家企業響應，共同支持「照顧不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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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試辦點：

 復華長青日照中心

 中正國宅銀髮族服務中心

 嘉義市厚福花甲食堂

 嘉義市幸福樹日照中心

 台北市明興里據點

113年15處

值班一天換兩天/同儕經驗交流/心理支持
112-114年「互助喘息」國科會行動研究計畫

歡迎報名：0800-507272



長照悲歌不斷！5080家庭壓力爆表，長照3.0能解救嗎？
周彥妤 2024-12-02

呂建德表示，明年長照3.0啟動，外界認為過去長照2.0有
「避重就輕」問題，長照3.0將強化重症照顧，盼減輕照顧
家庭負擔，研議將住宿式機構補助，從現行每月1萬元增至
每月1.5萬元。

呂建德表示，總統賴清德「健康台灣」政策，強調「照顧不
離職、照顧有喘息」，將強化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增加喘
息服務，如搭配活動，提供喘息安全看視服務。

其次，布建家庭照顧者據點，提升長照、身障及精神病人家
庭照顧者服務量能及可近程度；鼓勵社區布建互助喘息據
點，並研議納入長照服務體系。並朝「一村里一關懷據點」
發展，善用社區力量整合長照服務與家照支持服務，讓社區
就近成為照顧者支持後盾。

https://www.gvm.com.tw/author/6734


經費以外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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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光

• 機構介紹、拍攝如在台灣的故事，電視、平面媒體報導

傳善學苑

• 管理職能增加、建立夥伴網絡關係、合作交流

私董會

• 與其他單位交流分享，討論組織與推展計畫困難與解方

活動交流

• 傳善逆轉園遊會、歷屆成果分享會

專業陪伴

• 專家顧問、訪視團隊的實務經驗分享、資源提供、多元視角



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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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協議，協助解決長輩照顧問題！｜家庭協議，
誰來照護｜公視 #獨立特派員第823集 20231018



募款能力：財源收入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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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比例有下降的趨勢

企業&非營利組織比例提升

一般大眾捐款比例仍佔相
對少數，可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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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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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獎得獎前與得獎中財源收入比例變化

政府比例 企業募款比例
一般大眾比例 非營利組織比例
其他 線性(政府比例)

其他增加-開發收費課程



組織穩定：惜才、散才、增才/博碩士論文獎
• 內部：組織編制細緻化，分工為「直接服務組」「研究發展組」、「公共關係
組」、「行政行銷組」，新增兩位中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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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年(算至年底)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員工人數 13 14 13 17 16 16

離職員工人數 3 2 1 5 2 2
新進員工人數 2 4 1 8 3 3

離職率 15% 29% 8% 47% 19% 19%

年資三年以上人數 7 7 9 9 8 7

• 延攬人才、網絡滲透：擴大專業領域中對於家庭照顧者的人才培力，2023舉辦第
一屆開始家庭照顧者領域博碩士論文獎辦理，兩屆共11篇博論、81篇碩論投稿，
相關領域包含：社工社福、社會學、公衛護理、公共行政、諮商輔導、特殊教
育、創新服務方案等。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 長照3.0強調家庭照顧者權益，
「照顧不離職、照顧有喘息」。

• 協助政府深化長照2.0全國家庭
照顧者支持據點服務內涵。

• 衛生福利預計2028年打造全國
200處家照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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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國家政策
家照據點提供服務

•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各縣市家
照據點合作推動家照據點特約
「電話法律諮詢」75處；崔媽
媽基金會合作等。

• 友善長照職場(ESG)計畫，將長
照、照顧安排概念導入職場
中，14家企業。

異業合作
網絡資源共享

提升家照議題能見度

• 榮獲2024傑出公關獎「非營
利組織公關獎」及「議題溝
通獎」。

• 媒體報導逐年提升100+則，
累積品牌能見度與公信力。

• 臉書：3萬人追蹤、IG：1千
3粉絲，另開始製播podcast
頻道。



行政院公布「長照3.0之規劃及推動方向」
2025-01-10

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10日主持「行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會議時宣布，長照3.0計畫將於2026年完
整啟動，長照3.0計畫將以社區為基礎、以人為本、連續照顧的基礎下，持續落實在地安老、完善專
業銜接，整合多元連續服務，強化家庭支持，進一步朝「共生社區」邁進。

 結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婦女再就業計
畫」。擴充長照服務所需人力，促進志工參與，營造共生社
區，

 支持家庭照顧者：照顧不離職、照顧有喘息。
 醫療與照顧銜接機制，從出院準備服務之失能評估後進場，順
暢服務銜接、積極復能。

 串聯長照、醫療、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讓被照顧者及照顧者
得到更即時的支持。

 擴充日照中心多元功能及復能服務，強化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提升居家服務，布建夜間服務量能，提高臨時住宿床數規模。
 針對社區需求精準導入AI，推動生成式AI助理、科技輔具、智
慧自主健康促進方案、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計畫等。



補助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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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組織管理，員工多工執行
會務與專案

組織編制細緻化，新增兩位中階
主管，穩定人事與專業分工

多半針對個案工作知識、技巧
進行教育訓練與團督

跨領域的嘗試與學習對話，例如
法律、盤判、收納、物業等

組織經費來源超過六成由政府
補助

逐年微幅下降組織經費由政府補
助；另外，開發多元管道

家庭照顧者服務分散於長照、
身障等不同領域中，各自努力

促使國家發展政策正式納入「家
庭照顧者」：休息權、工作權

補助前 補助中

行政管理

專業精進

經費來源

影響力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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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位的建議 我們的下一步

解決社會問題的持續創造力

• 以服務對象為師，發揮洞察力，提出有效解方。

描繪願景與價值主張，強化社會溝通。

• 新價值主張改變觀念與普及服務的社會運動。

廣結善緣，借力使力。

• 尋找夥伴，結合各自優勢與資源，提升行動效能。

持續關注社會變遷

• 協助服務對象減少社會變遷的衝擊

• 社會變遷(ex.AI科技)對我們工作的影響
打造遠離長照恐懼的家園

運用科技，打造陪伴每個照顧者的AI決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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