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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6月 

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 1982 年定義：能具有一般性健康及功能的齒列，

最少為 20 顆自然齒。近年來大規模抽樣調查結果，也支持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 20 顆自然齒的健康定義概念。自然齒顆數愈多的人，所能食用的食物範圍愈

大，所攝取的各種營養成分愈多，血液中所測得的營養成分濃度愈高，其中尤以

擁有 20 顆或 20 顆以上自然齒的人為最佳。 

65 歲以上銀髮族因無牙所造成的身體營養不良及因咀嚼不完整所造成的身

體疾患，間接增加了社會照護成本。另外，銀髮族因為缺牙所導致的人際關係疏

離也間接影響了正常社交能力，故銀髮族牙齒功能影響健康生活品質至鉅。因此，

銀髮族口腔照護的問題，已成為未來社會福利必須關注的課題。 

另 WHO 全球口腔健康計畫(Global Oral Health Programme)文獻指出，流行病

學研究顯示，銀髮族的缺牙嚴重情形與其社會階層及有無收入有密切相關的聯結，

具高社會階層和高水平收入銀髮族，對自身健康及外觀容貌，較高度關注及重視

保養，反觀無收入之銀髮族相對弱勢，則無法顧及身體健康狀況及修整缺牙情形。 

臺灣地區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依據內政部資料顯示，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

率由 1993 年的 7.1％，增加為 2003 年的 9.24％。依據國發會的推估，至 2021 

年，老年人口將佔 14.6％，2031 年估計約佔 20.1％，即每 5 人中就有一位 65 歲

以上老人。根據衛福部歷年來的全國性調查，直到 2006 年，國內 65 歲以上老人

全口無牙率仍高達 21.5％，即每 5 個老人中就有 1 人「老而無牙」；其中男性長

者全口無口比率 18.7％，女性長者更高達 24.3％。到了 2009 年的調查結果，情

況雖已稍有改善，但國內老人全口無牙率仍有 15.2％，且男性長者 12.9％，女性

長者 17.3％(詳圖 1)。根據衛生福利部心理口腔健康司於 2015 至 2016 年間的調

查結果發現，在國內醫療、教育界長期努力下，國內老人全口無牙率已較 2009 年

的調查結果，下降到 6.4％；同份調查亦顯示，目前 70 歲以上老人全口無牙率 7.6



％，80 歲以上老人全口無牙率 12.7％。依據內政部統計 106 年 12 月底設籍本市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共有 32 萬 581 人，其中男性為 14 萬 7,739 人，女性為 17

萬 2,842 人。老年人因無牙所造成的身體營養不良及因咀嚼不完整所造成的身體

疾患，間接增加了社會照護成本。此外，老人因為缺牙所導致的人際關係疏離也

間接影響了正常社交能力，老人牙齒功能影響健康生活品質至鉅。因此，老年人

口腔照護的問題，已成為未來社會福利必須關注的課題。 

 

 

 

   本計畫係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5 條、行政程序法第 15、135 條規定及「臺

中市 65 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辦理。未限制性別參與申請補助服務，

凡有缺牙嚴重補助需求之民眾，可向本市各牙醫院所提出補助申請，由牙醫師協

助假牙裝置評估後，向衛生局提出補助申請，凡符合活動式假裝置補助申請標準

者，本局將於 4 個工作日內發送通過補助公文及合約牙醫院所名單供長輩逕自洽

詢裝置假牙。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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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全國65歲以上老人無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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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縣市合併後持續編列假牙補助預算，從 100、101、102、103

年的 800 萬元(補助 177 人)、1,500 萬元(補助 371 人)、3,300 萬元(補助 866 人)、

7,300 萬元(補助 2,063 人)，104 年 5.5 億(補助 1 萬 3,985 人)，105 年 4 億(補助 1

萬 1,563 人)，106 年 3 億(補助 8,686 人)，107 年 2.33 億(補助 6,700 人)。(詳表 1、

圖 2) 

 

 

 

 

 

  此外，本項計畫補助對象，凡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且設籍 1 年以上之

長者，即可接受免費口腔檢查服務，不限男女，依個人意願及需求受檢。本市 107

年共有 9,413 人接受本檢查，女性 4,914 人，占 52.2％，男性 4,499 人，占 47.8

％，男性受檢查比率略低於女性。(詳表 2) 

單位：萬元、人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補助金額 800 1,500 3,300 7,300 55,000 40,000 30,000 23,300

補助人數 177 371 866 2,063 13,985 11,563 8,686 6,700

資料來源：本局醫事管理科

表1、歷年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概況

資料來源：本局醫事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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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歷年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補助金額及補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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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局為利假牙裝置補助業務之推動，特設臺中市政府銀髮族假牙裝置

補助計畫推動審查委員會，其中男性委員為 6 人，女性委員為 3 人，女性委員比

例達 33.33%。 

 

銀髮族缺牙嚴重性，會隨著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計畫將有效掌握缺牙

嚴重程度人數，依據本市缺牙嚴重需求人數，逐年編列經費，提供長輩裝置活動

式假牙，期能恢復正常社交能力。推展各牙醫院所執行口腔檢查標準化流程，確

認流程之一致性，並辦理假牙裝置後個案滿意度調查，針對調查結果進行性別分

析、改善措施，以提升鑑定品質。 

為提升本計畫之性別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本市 971 家牙醫醫療機構皆提

供婦女便利、溫馨、貼心的就醫環境，並張貼婦女就醫權益海報，且不定期增修

其內容，提供民眾參考分享。結合牙醫師公會辦理本市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品質講

座，加強牙醫院所針對「性別友善醫療環境」自我檢視，包括硬體空間、服務態

度、社會關係、管理、教育等五大面向。 

 

 

 

單位：人、%

總計 男性 女性

受檢查人數 9,413 4,499 4,914

受檢查比率 -- 47.8 52.2

資料來源：本局醫事管理科

表2、107年臺中市兩性免費口腔檢查人數及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