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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中市政府長期照顧委員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1年 7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3時 

二.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三. 主席：盧召集人秀燕(曾局長梓展代理)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林錦蘭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110年 10月 13日委員會議) 

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1 

請關注原住

民族長期照

顧服務推動

情形與特殊

性，提請討

論。 

都市區及原鄉

之原住民長照

服務模式應有

不同，針對委

員之意見，請

原民會參酌，

請相關局處持

續推動並關注

原 鄉 長 照 服

務，並由原民

會為主，衛生

局及社會局共

同推動。 

原民會 

衛生局 

社會局 

原民會 

1. 因都會地區長照資

源相較於和平區佈

建較完善，和平區原

住民長者較不易取

得長照服務，為使和

平區轄內亞健康或

輕度失能原住民長

者獲得適切之照顧

服務，和平區轄內文

健站得提供量能提

升服務予55歲以上

輕度失能原住民族

長者(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以「照顧管理評

估量表」評估結果為

2~3級者)。 

2. 為使文健站工作人

員在充分瞭解受照

顧長者文化、傳統脈

絡、生存環境的前提

下，正確解讀及應對

其行為與現象，並提

供適切之照顧服務

解決族群健康問題，

原住民族委員會西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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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區文健站專業服務

團隊於111年度辦理

兩場針對文健站工

作人員的文化安全

訓練課程(111年5月

20日辦竣；第二場預

計於111年9月28日

辦理)。 

衛生局 

1.A單位 

深入和平區掌握在地

長輩的生活需求，為失

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

畫、連結長照服務、提

供個案管理服務，目前

和平區 A 單位共2家，

截至111年6月份在案

服務量計569人，相較

去年同期增加192人。 

2.B 單位 

培植在地服務人力，滿

足偏鄉地區長照需求，

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送服務、輔具服務

及居家環境改善服務、

喘息服務，和平區 B 據

點共6家，截至6月底共

服務317人，相較去年

同期增加6人。 

3.C據點長照站 

提供和平區長輩健康

促進服務、社會參與服

務、共餐服務、預防及

演緩失能服務、電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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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安或關懷訪視服務，目

前本市和平區 C據點長

照站計15家(含醫事 C1

家、社會局社造 C2家及

原民會文健站12家)，

其中醫事 C計1家，110

年因疫情嚴峻暫緩開

站，111年每月平均服

務人數計5人。 

4.失智據點 

為改善原鄉失智照護

資源缺乏問題，本局業

於110年結合和平區在

地醫療服務，打造當地

首家失智社區服務據

點「安康診所」，提供個

案認知促進課程，並針

對照顧者提供支持團

體、指導照顧技巧等服

務。此外，憑藉診所專

業，在提供服務過程

中，快速發掘疑似失智

個案，即時轉介至失智

共照中心進行診斷，強

化醫療與照護資源連

結性。 

5.交通接送 

提供和平區長照失能

者往返居家至醫療院

所就醫或復健之交通

接送服務，透過獎補助

措施以鼓勵服務單位

投入偏鄉山區的服務，

已補助7輛和平區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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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供偏遠地區民眾就醫

使用，增近就醫便利

性。截至111年6月底提

供和平區長照交通接

送服務計115人、927人

次，因疫情緣故，相較

去年同期減少 215人

次。 

社會局 

1. 為落實預防照顧，讓

長輩在地安老延緩

老化，本局積極佈建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以下簡稱據點)，截

至 111年 5月底止，

本市據點 450 處，其

中和平區 5處據點，

據點服務對象皆未

限制參加民眾之身

分別，社區中的長

輩，皆可至鄰近據點

參與活動，歡迎及鼓

勵本市各轄區原住

民長輩就近參與據

點服務，促進社會參

與。 

2. 另考量原住民族宗

教信仰及經常聚會

處所，本局亦媒合相

關體系辦理本市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以

提供符合原住民長

輩需求之服務。此

外，本局目前積極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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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導烏石坑烏寶宮管

理委員會辦理長青

行動教室，後續視單

位能量成立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並持續

主動拜訪有意願成

立據點的潛在單位。 

2 

建議高危險

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

服務可結合

原家中心做

宣導。 

家庭照顧者支

持 性 服 務 網

絡，將納入委

員意見，結合

原 家 中 心 辦

理。 

衛生局 

1.已於本市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單位聯繫

會議中佈達將原住民

族家庭服務中心(原家

中心)列為臺中家照行

動據點合作單位之一，

提升資源整合成效，並

已於7月12日辦理據點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邀

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

中心(原家中心)進行

業務分享。 

2.本市家庭照顧者支持

性服務資源中心，承辦

本項業務宣導活動，已

與本市和平區原住民

族家庭服務中心、都會

西區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都會東區原住

民族家庭服務中心、都

會原住民族家庭服務

中心，進行拜會交流，

後續如有相關業務宣

傳活動將會互相邀請

參加。 

3.111年度因受疫情影

響，擬於第3季辦理111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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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年跨網絡整合平台會

議，邀請本市原住民族

家庭服務中心共同與

會。 

3 

有關失智症

行動計畫之

建議： 

1. 成果報告

確診率、

失智服務

涵蓋率、

定義公式

與中央有

落差，建

議與中央

相同。 

2. 高齡友善

醫院建議

能提升為

失 智 友

善。 

3. 111 年 12

月國際失

智症協會

亞 太 會

議，希望

臺中可以

出席。 

1. 有關失智

症行動計

畫定義部

分，將參採

中央規定

辦理。 

2. 國際失智

症協會亞

太會議本

市將不缺

席。 

衛生局 

衛生局長照科： 

1. 本府業於110年12月29

日召開「110年度第2次

臺中市失智照護網絡

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通過修正本市失智症

行動計畫指標：原「定

期追蹤檢討工作執行

成效」，修正為「定期

檢討失智照護服務之

成效」；原「轄內共照

中心失智症確診率」及

「失智照護服務涵蓋

率」，修正為「轄內失

智症之確診比率」。 

2. 有關今年底國際失智

症協會辦理之亞太會

議暨研討會，屆時本局

將派員參加。 

衛生局保健科： 

1. 本案經瞭解，本市並無

「高齡友善醫院」，「高

齡友善」項目係包含在

健康醫院認證項目內，

由國民健康署規劃，包

括高齡友善、菸害防

制、氣候變遷及員工健

康促進等議。 

2. 經查本局長照科公告

之「失智症整合門診服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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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

裁示 

務醫院」，本市已有17

家健康醫院為「失智症

整合門診服務醫院」。

本局將持續輔導健康

醫院營造失智友善環

境及提升失智相關識

能。 

七. 長照業務簡報：(報告內容如會議手冊) 

主席裁示： 

我們有製作長照服務之影片，希望長照單位及市府同仁能協助推播，讓

更多民眾知道長照服務之推動及成效。此外，感謝長照科這兩年之努力，

運用智慧長照，利用大數據，甚至將來將引進 AI智慧等，以減少人力，

提供更多元、更方便之長照服務。 

八. 各局處長照業務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報告內容如會議手冊) 

九.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 陳俊宏委員、蔡榮晉委員、黃至聖委員、游麗裡委員 

案由 

針對臺中市長照服務單位，服務單位間互相搶案，離職人員帶案

走，甚至冒充個案家屬要求個管員或照專協助將服務個案轉至新

單位。有些案家甚至不知已經被換新單位(因為仍維持原居服員)，

罔顧個案權益，引發長照亂象，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衛生局成立申訴窗口：讓受害單位或案家能夠立即反映問

題。 

二、 人員懲處：對於惡性搶案、離職帶案走的居服員，由受害單

位通報造冊備案，使用誘因(向個案提出免部分負擔、增加不

必要服務項目、提供帶案獎金…)情節重大的居服員，應停止

其長照服務資格，例如：停派案服務、註銷長照小卡。 

三、 懲處適用人員：不限於居服員，應含括所有長照服務人員，

如：居服督導、個管員、醫事人員、居服員，因在長照單位

服務皆應如實登錄「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

統」，都應該接受此規範。 

四、 服務單位懲處：對於接受居服員帶案投靠的服務單位，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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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拆成提高、帶案獎金之誘因，經原單位通報查證屬實，

衛生局應予以記點，若有再犯則停止派案一個月，累犯者則

停止特約。 

五、 由衛生局發文告知所有服務單位自制、自律，長照服務必須

遵守服務倫理，若有惡意帶案、搶案者，應予以撻伐，以保

障個案權益以及守本分之服務單位。 

擬辦 
一、 提供服務單位申訴之管道。 

二、 建請主管機關須作出相關規範及懲處。 

相關局處回應 

本府衛生局回應 

一、有關長期照顧服務申訴管道，服務單位若遇服務異常情形，

均可依本局異常事件通報流程填寫異常事件通報單及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將相關資料送本局長期照護科辦理，另長照

個案若有服務疑義，亦可逕向照管中心照顧管理專員反映，

本局受理相關申訴案件後，均會依程序進行調查。 

二、本局精進作為： 

 (一)查 111-113 年臺中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 19 條

規定，乙方有「臺中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單位品質管理

記點規定」情形之一者，予以違約記點。期間違約記點達五

點以上，暫停派案個案一個月；達十點以上暫停派案二個月；

達十五點以上暫停派案三個月(包含輪派個案、自行開發個

案)，累積點數依契約屆滿換約後重新計算，每次違約記點時，

甲方應以書面通知服務單位。另「臺中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

服務單位品質管理記點規定」單位管理之第 7 點「單位提供

服務人員帶案更換單位之報酬，經查證屬實者」每次違規記

點 3 點。 

 (二)承上，本局為避免長照服務市場不良競爭風氣，111 年起業

針對「單位提供服務人員帶案更換單位之報酬」一節，於特

約契約書訂定相關處罰機制，又經詢其他縣市實務經驗，是

類案件查核需取得證據不易，實有查核困難度，故申訴單位

(人員)倘若有取得服務單位提供報酬之相關具體佐證資料，

請惠予提供予本局，以利後續違約記點之裁定。 

 (三)另針對個案轉換服務單位部分，本局已研訂相關申請及審查

機制，透過前端管控，避免不肖人員假借案家名義，恣意更

換服務單位。 

 (四)本局並將於業務聯繫會議再次宣達相關記點規範，請特約單

位應加強及落實單位人員管理，恪遵相關法令規範及服務倫

理，如有發生是類情形，可向本局反映，亦可匿名以人民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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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臨時動議： 

(一)游麗裡委員： 

1. 交通車影片中司機口罩有滑落之情形，提醒未來拍攝時可再注意。 

2. 有關於據點提供身心障礙服務，因大家會搶空間及志工，同一空間如

何規劃需再協調，據點有時段及補助上之問題，針對偏鄉地區之需求

是多元的，是否能發展身心障礙、幼兒及長輩皆被照顧之場所，建議

社會局可朝向試辦計畫思考此問題。 

3. 有關失智症之照護已佈建完整，然而不清楚失智長輩走失率、尋回率，

以及尋回方式為何?其他縣市針對尋回方式有藉由科技輔助，故就教

本市之執行情形。 

4. 有關快篩試劑發放是德政，但失智、獨居老人不會或不願意使用，建

議可提供唾液快篩。 

社會局回應： 

各個不同法令對於社區式服務皆有不同設標及框架，委員提供之方式，

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已於每日提供不同形式服務，但還是希望週一至週五

情整合平台提供相關事證。 

三、至有關長照服務人員行政處分一節，須有相關法源依據方可

執行，惟查目前長期照顧服務法，針對長照服務人員帶案投

靠並獲取報酬一事，尚無相關行政處分規定，本局將於中央

相關會議建請中央納入未來修法考量，以強化對相關長照服

務人員之規範，避免不肖人員混亂市場風氣。 

委員建議 

游麗裡委員、陳俊宏委員： 

8月 1日中央將召開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辦法草案修正會議，

若中央未來有訂定規範，便可解決此問題。 

林義龍委員： 

建議本案照案通過，再請中央修正。 

黃至聖委員： 

建議中央尚未訂定規範標準前，仍以衛生局現行規定辦理，因推

動此記點規定後，亂象已減少許多。 

劉茂彬委員： 

衛生局推動此方案後，目前帶案者已減少，但調整後須經照專同

意後重新改派，因照專工作量大，服務會有空窗期約 1週，希望

能縮短服務空窗期。 

決議 
原則上照案通過，先以目前的規範進行，後續視中央規定再做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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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穩定提供服務，需再討論針對區域內最合適之服務模式。 

主席裁示： 

下次請警察局針對失智尋人成效於會議中做完整報告。 

長照機構之快篩試劑目前由中央發放，會再向中央爭取唾液快篩。 

 

(二)陳靜蘭委員： 

在這裡代表機構長輩、工作人員及家屬向所有市府團隊以及衛生局團隊

致上最高的謝意，Super長照，幸福擁抱，這次真的讓所有長照機構非常

有感，從暖心快篩送愛到機構，以及機構普篩，立即診療、投藥，讓所有

臥床不便的長輩能夠即時獲得醫療，還有專業的感控醫師，協助各個機

構按照機構屬性來建立防疫動線，還有環境清消以及全方位防疫，因此，

衛生局整個長照得來速，超前部署，大大降低機構重症住民死亡率，這

些暖心措施，讓我們深深感受到盧市長對長輩的疼愛及關懷，以及衛生

局曾局長和所有衛生局超強團隊的執行力。富市臺中、新好長照，讓我

們一起齊心抗疫，一起守護臺中市民的健康，再次代表所有機構長輩、

工作人員及家屬向所有辛苦的防疫英雄致上最高的謝意。 

主席裁示： 

非常感謝陳委員之嘉許與鼓勵。 

 

(三)劉茂彬委員： 

1. 有關交通車接送，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平台管理資訊系統於 7 月 10

日有新公告登載紀錄需有起訖時間、地點、車號、駕駛員，但系統服

務紀錄匯入無提供這些欄位，故需重新登打資料，之前有反映給衛生

福利部，但衛福部表示需先反映給衛生局，建議欄位調整是否能採匯

入方式，以減少人力負擔。 

2. 交通接送補助款期末核銷需於 12月 5日完成，但實際上服務工作到

12 月底，導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31 日便無法核銷油資，需自籌費

用，建請將核銷期限往後延。 

3. 針對個案無故取消訂車，因個案可同時使用復康巴士及長照交通車，

據了解社會局復康巴士有無故取消之記點方式，但長照交通車則無

此規定，因此常有個案無故取消訂車情形，建請研擬相關規定。 

4. 現階段僅補助日照單位 1 台車，但大部分家屬都希望能使用交通接

送，若服務人數多，趟次就多，1 台車不符使用，目前 BD03 補助僅

佔趟次之 20%，但尖峰時段車輛之需求性高，是否能調整 BD03 之佔

比，讓單位彈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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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照預算分配大部分使用於居家服務，請教目前長照預算分配為何? 

衛生局回應： 

1. 有關交通接送紀錄登載，系統由中央建置，會後將再研究此系統並與

中央討論，以簡化行政流程。 

2. 去年起因中央要求總核銷需於 1月底完成，逾期核銷會有罰款，故需

請單位配合於期限前完成核銷，撥用之整筆 90萬費用可由單位自行

決定勻支運用。 

3. 有與法制局討論無故取消之記點原則，因影響民眾權益，故法制局有

不同意見指導，會後會再詢問其他縣市之做法。 

4. 交通接送 BD03 碼別之 20%係為中央規定，會適時向中央建議時放寬

上限。 

5. 長照預算未限制各類服務之佔比，依民眾需求及照專評估之服務項

目進行經費運用。 

社會局回應： 

本市復康巴士為全台唯一免付費，但因等候民眾多，故針對無故取消者

採記點方式，目前交通接送車輛類型較多，據悉其他縣市有採全趟次優

先使用次數排序，可效法參採。 

主席裁示： 

請再研議針對無故取消訂車，是否有其他符合人性之管理機制。 

 

(四)蘇淑貞委員： 

1. 有關照顧服務員自訓自用班結訓之流失率約 25%，請教勞工局是否有

要求就業之百分率? 

2. 請教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和平區及都會區原住民長者使

用服務之執行成效、可近性為何?是否有比較分析? 

勞工局回應： 

有關自訓自用班會請辦訓單位先提供職缺，但學員可選擇是否就業，不

會強迫。 

原民會回應： 

目前服務之 713位原住民長者，和平區之長者 430位，都會區之長者 283

位，因文健站設置有級距，於各區服務人口皆有不同。 

 

十一. 主席結論：再次謝謝各位委員的指導與出席。 

十二. 散會：下午 4時 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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