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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推估今年(2017)達到 14%且持續攀升中， 2025 年將達到 20%，亦

即老年人口數將快速增加到近 500 萬人，此成長速度與日本(日本在 2005 年突破 20%)及韓

國相近，但日本之長期照護發展已近 20 年，而台灣目前仍在試辦階段，值得借鏡日本經

驗。 

日本為全世界高齡化最快速的國家，在 1990 年即開始推行老人保健福利服務的整合，

並在 2000 年 4 月起開辦介護保險，日本照護機構包括高齡者照護福祉機構、高齡者照護

保健機構、高齡者照護療養型保健機構及高齡者照護療養型醫療機構，在 2011 年之照護

產業(包括居家照護服務、日間照護服務、短期機構入住服務、照護用具租賃與販售、機

構照護服務等)市場規模估計有 11 萬 3,005 家，其豐富之機構設立及長期照護經驗，期可

作為規劃本院長期照護之借鏡。 

此次參訪日本東京都之社会福祉法人 至誠学舎東京-みどりの苑及東京北医療セン

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杜，分別為高齡者照護福祉機構及高齡者照護療養型

醫療機構，皆可提供本院在參與長照 2.0 政策之實質性參考，以營造適切的醫療與照護環

境，建置符合民眾需求之長期照護機構，讓民眾溫馨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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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於今年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於 2025 年

將達到 20%，亦即老年人口數將由 2015 年的 218 萬人快速增加到 2025 年的 500 萬人，此

成長速度與鄰近的日本(日本在 2005 年突破 20%)及韓國相近。有鑑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

速，人口老化速度攀升，在老人健康照護等議題就備受關注，加上面臨少子化的挑戰，

在高齡者長期照護的成本、模式及規劃，需及早蒐集完整資訊、長遠思考照護環境之設

置，如日本長期照護發展已近 20 年，而台灣發展長期照護制度是需要的，但目前仍在試

辦階段，值得借鏡日本長期照護經驗，建立完善之環境及設備來服務我們的民眾。 

日本為全世界高齡化最快速的國家，在 1990 年即開始推行老人保健福利服務的整合，

並在 2000 年 4 月起成為亞洲第一個開辦介護保險的國家，在 2011 年之照護產業(包括居

家照護服務、日間照護服務、短期機構入住服務、照護用具租賃與販售、機構照護服務

等)市場規模估計有 11 萬 3,005 家。其中機構照護服務包括高齡者照護福祉機構、高齡者

照護保健機構、高齡者照護療養型保健機構及高齡者照護療養型醫療機構，已建構出成

熟及制度化的長期照顧福利制度，精進現行老人福利服務措施，其豐富之機構設立及長

期照護經驗，期可作為規劃本院長期照護之依歸。 

此次參訪日本東京都之社会福祉法人 至誠学舎東京為高齡者照護福祉機構，可提供

本院未來預定設置日照中心之參考；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

杜為高齡者照護療養型醫療機構，與本院附設護理之家之設置狀況相似，其完善之環境

及規劃，期可讓本院在參與長照政策推動中，更能營造出適切的醫療與照護環境，建置

符合民眾需求之長期照護機構。以參訪日本經驗瞭解在以醫院為基礎之下如何提供長期

照護服務，並汲取日本優良經驗及環境、設備巧思，作為本院改善高齡友善環境服務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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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將參訪經驗應用於臺南醫院未來建設之長照大樓及日間照護設施之參考: 

一、 了解日本在高齡友善醫院醫療環境的空間規劃。 

二、 參考日本以學習多元照顧服務模式，擴張本院對高齡者照顧之服務範圍。 

三、 了解日本以醫院為基礎之長期照護模式及運作方式。 

四、 了解醫院或機構對於長期照護系統建置上之困難及問題。 

五、 建立聯繫網絡平台，相互交流意見，及時提升及創新老人照護品質並培育專業人才。 

 

參、參訪過程 

一、 參訪機構：社会福祉法人 至誠学舎東京-みどりの苑 

社会福祉法人 至誠学舎東京之象徵徽章(如左圖)，包含四種

顏色，代表心靈(粉紅色)、禮貌(綠色)、信任(藍色)和合作創作(黃

色)。企業經營的理念即以”真誠”為出發點，真心誠意地工作服

務，感動人的心靈和天堂。 

 

（一） 機構簡介：1912 年稲永久一郎在神田岩本町收養 2 位小男孩，給予訓練及教育，

爾後於 1925 年成立少年保護事業團體「至誠学舎」，並於 1942 年成立財團法人

「至誠学舎」，稲永久一郎成為第一任理事長；1949~1972 年間因新的“社會福

利業務法”的設立而拓展的業務包括開設 2 家幼兒園、基金會改為社會公益事業、

開設養老機構「尚和園」及成立 1 家診所；1974~1987 年與社區締結協議，共同

經營相關福利設施，包括開設一間專屬失智症老人的養老機構；1990 年開設「板

橋区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みどりの苑」及「板橋区立みどりの苑高齢者在宅サ

ービスセンター」。「板橋区立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みどりの苑」創始至今已超

過 25 年，珍惜從 0 歲的嬰兒期到 100 歲的民眾之福利，本著「誠心為本」與當地

社區共同創造福利活動，將把照護業務視為區域性財產，力求提高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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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圖 

 

（二） 設施管理政策： 

1. 區域整合：與社區合作，成為可靠的照顧老人綜合福利設施。 

2. 輕柔服務：不濫用約束，穩定的提升服務質量。 

3. 安全和風險管理：提供安全、舒適、明亮、乾淨、活潑及美麗的環境，不斷加

強應注意的風險管理，增加無障礙設施。 

 

（三） みどりの苑： 

1. 養老院：可容納 74 人(板橋區居民優先) 

2. 短期居留服務人數：6 人 

3. 日間護理服務(包括日間照顧、日托預防護理及失智症日托護理)：一般為 35

人/天、失智症為 24 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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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構設施：用地面積共 2330 平方米，地上四層地下一樓。地下 1 樓：營養師室、

烹飪室及機房；1 樓為日托業務、失智症日托業務及居家托養業務；2~4 樓為養

老院，提供入住生活護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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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位置：東京都板橋区前野町５-９-3 

1. 都營三田線-志村三丁目站下車，步行約 12 分鐘。 

2. 東武東上線-ときわ台站下車，北口搭乘巴士「赤 53 號」於前野小学校前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3. JR 埼京線/京浜東北線/宇都宮線/高崎線-赤羽站下車，西口搭乘巴士「赤 53 號」

於前野小学校前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六） 參訪心得 

此次的參訪行程，深切的感受到照護氛圍的優雅、舒適及寧靜，在機構中照護

人員總是對住民輕聲細語，沒有催促的言語及匆忙的舉動，住民們可以很自在地閱

讀、看電視或交談。 

在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機構裡保留大片的窗戶，除了採光好，也能讓老人隨時

看見綠樹及享受由窗外灑落的陽光。借鏡日本機構的環境及設施設備，讓住民活的

健康、有品質，可以看見其在照顧長者的用心及貼心。日本機構對住民的口腔照護

也是相當重視，定期安排牙科醫師至機構做巡診服務，也是值得借鏡的方向。 

在政府重視老年人之生活照顧下，日照中心或長期照護機構可連結家庭、社區

及醫院，與各專業團隊夥伴進行跨領域合作，整合長照資源，建構出完整的在地化

長期照護服務系統，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是未來最需要發展的。 

 

針對社会福祉法人 至誠学舎東京-みどりの苑參訪時，歸納其特點包括： 

1. みどりの苑內設有每週一次醫師至機構看診(包含牙醫)，費用由醫療保險支付，

開立處方籤後由藥局給藥，住民可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護。 

2. 一樓空間規劃為日間照護使用，二~四樓規劃為長期照護空間，二樓收取對象

為健康老人，三樓為失智老人，四樓為有醫療需求老人。住民必須符合介護 3

等級才能收容，主要住民來源為板橋區居民，必須經由介護評估轉介才可入

住，機構入住率相當高(超過 90%)。並依分級來決定自付額比率，依照被評估

所需照護幫助的程度來自付不同比率金額，將來本國也應研究參考，莫又落

入目前台灣健保的窘境。 

3. 整體空間規劃採溫馨居家設計，戶外有旋轉逃生梯增加災難逃生安全性。 

4. 廁所的門改以拉簾取代，避免老人如廁期間發生意外而未發覺或難以入內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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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無障礙廁所全部配備含免治馬桶(可以輕易處理住民穢物，且寒冷時可以

保暖)，浴廁沒有門檻且設有隱藏式排水溝處理積水。 

5. 活動空間多樣化，老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至不同的活動空間與同好交流，

整體環境及設備配置齊全，各空間規劃採老年人化設計使用(例如超大圖示)。 

6. 機構貼心的開設各種課程及戶外郊遊活動，提供老人的健康生活及活動，對

於不同需求的長者照護皆十分用心。 

（七） 參訪剪影 

  

↑象徵徽章 ↑機構訊息公佈欄 

  

↑介紹會議中 ↑飲食類別介紹 

  

↑溫馨的環境 ↑設置傾斜鏡可以看到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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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的環境 ↑餐食回收車 

  

↑沒有門檻且有排水溝處理積水 ↑寬敞的走道 

  

↑無障礙廁所(含免治馬桶) ↑浴廁均為拉簾 

  

↑品茶間 ↑超大圖示逃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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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燈不直接放置在頭上 ↑簾子拉起來不會太亮打擾休息 

  

↑多功能教室 ↑配膳室 

  

↑敬送禮品及感謝狀(中為施設長) 在門口合照 

  

↑設有 AED 設備 ↑戶外旋轉逃生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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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機構：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杜 

 日本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位於東京都北區設立長期護理中心「さくらの杜」，

在通過長期護理認證的醫療管理基礎上，使個案獲得長期護理和功能(復健)訓練，以

及具備完善之生活設施，讓個案得以恢復健康、順利返家。 

 

（一） 機構簡介： 

    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主要的設施包括 1.5T MRI 室、64 切 CT 室、血管攝影室、

21 床洗腎中心、內鏡檢查室、門診化療室、5 間手術室及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

くらの杜-長期護理保健設施(設置 100 床，包含復健服務、日托及短期臨托服務)。 

    さくらの杜之所以得名乃是因為它位於美麗的櫻花地區，讓長者能在熟悉的

老地方繼續生活。さくらの杜的設置的目的就是希望長者們要「珍惜生命」，機

構會協助有自我支持能力的人，慢慢恢復日常生活，最終能夠回歸家庭生活。 

  

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杜地理位置 

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杜設施位置圖 

（二） 機構經營理念：

 

機構的目標是不要忘記以微笑和同理心盡可能支持每個人的生命，讓社區中的每

個人都被感受到「被愛、被親近、被信賴」。 

（三） 長期護理中心設置 100 床(包括 20 間單人房及 20 間 4 人房，提供復健、日托及短

期臨托服務)；醫院病床數：343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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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構設施：さくらの杜為一棟 2 層樓。 

  

長期照護中心全景 長期照護中心外觀 

  

1 樓之設施位置圖 2 樓之設施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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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多功能廣場 1 樓診療室 

  

4 床療養室 單床療養室 

  

2 樓浴室：設置扶手及座椅，防止跌倒 2 樓運動機能訓練室 

  

2 樓食堂 2 樓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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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頂樓庭園 

  

頂樓庭園 頂樓庭園 

（五） 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之醫療科目：內科、呼吸內科、心內科、消化內科、神經內

科、腎內科、血液內科、兒科、外科、內窺鏡手術、食道、胃腸外科、大腸直腸

外科、，肝/膽/胰外科、乳腺，內分泌外科、骨科、整形外科、神經外科、小兒

外科、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康復醫學、放射診斷科、皮膚科、泌尿外科、

急診科、麻醉科、病理診斷科家庭及精神病學等 29 個科。 

 

（六） 交通位置： −東京都北区赤羽台４丁目１７ ５６ 

1. JR 埼京線-北赤羽站下車，步行約 12 分鐘。 

2. 地鐵南北線-赤羽岩淵站下車，A2 出口步行約 15 分鐘。 

3. 搭乘巴士「赤 58、02 號」於赤羽站西口、成増站北口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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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收費標準： 

 

（八） 參訪心得： 

針對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 介護老人保健施設 さくらの杜參訪時，歸納其特點

包括： 

1.貼心的居住環境設計 

(1).機構內所有的活動空間及走廊，皆為間接照明設計，貼心地減少住民對直接光照

的刺激。 

(2).機構會依照季節提供各式教學及活動，從牆上的照片可看到許多製作懷舊點心、

踏青散步和參與活動的照片，替長者在這裡的生活注入一股活力，也讓他們在返

家後，能繼續維持良好的自理生活品質。 

(3).每間房間皆有對外的窗戶，可欣賞綠化設計，非常體貼！ 

(4).房間內的電視及部分設施設計為可移動式的，皆可依居住者喜好擺設。 

(5).頂樓空中花園綠意盎然，提供長者戶外運動行走及呼吸新鮮空氣。這在市區的醫

院而言，應該是必須納入設計的考量！ 

(6).住民在公共空間有屬於自己的專屬姓名座位，增加住民對機構的認同感及歸屬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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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質的設施設備 

(1).日本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與本院規模相當，亦屬於區域醫院等級及附設照護單位，

主要分隔兩端，各為醫療部門及照護部門，其照護規模及佔地區域範圍較本院寬

敞。但住民若有急迫醫療狀況時，也能迅速轉至醫療部門端(與本院相似)。 

(2).一樓大廳採挑高、明亮及簡約設計，活動空間寬敞舒適，設備齊全，並安排多樣

化的活動供住民參與。 

(3).廚房及廁所皆地板無潮濕，乾淨無異味。療養室總共設置 100 床(經營負責人表

示需占床超過 90%才不會虧損)，除了單人及四人房長期介護照顧之外，還有提

供 60 人的日間照護。 

(4).公共空間也設立貼心的多紋路設計扶手，可以增加長年者扶手握裹力，避免扶手

滑溜而跌倒。 

(5).在活動空間旁設計一處照護人員工作小站及洗手台，讓照護人員及住民不需要移

動太遠即可使用，非常的便利，這也是機構在善用空間的巧思。 

(6).機構依照住民不同的需求情形，提供不同的沐浴設備與空間也是特色，有最新的

電動洗澡床及拉吊式泡湯池設備，不但提昇改善洗浴時的安全及舒適性，也可減

輕照顧者的負擔。 

(7).運動機能訓練室與醫療院所空間連通，提供住民各項的機能訓練。 

(8).設有家族戒護教室模擬居家環境加上種種體貼及無障礙設備，讓住民家人練習及

學習如何在家照顧住民。非常有用的想法及設置！ 

(9).廁所有後門，防止住民在裏頭受傷或不省人事時難以進入查看。無障礙設施完善，

也是全配免治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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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訪剪影： 

  

↑醫療及介護單位分居兩端 ↑醫療單位醫師陣容 

  

↑日託有專車接送 ↑工作小站及洗手台 

  

↑介護單位經營負責人 ↑介護單位醫療負責人 

  

↑與機構負責人合照並致贈禮品 ↑好抓有質感的多紋路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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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小站皆有對外的落地窗 ↑開放寬敞的休息室 

  

↑窗外常見之綠意盎然 ↑活動空間設置可升降式 

  

↑單人房窗外有綠樹，電視可移動 ↑機構內設有多種復健用器材 

 
 

↑復健室的環境及設備 ↑學習如何在家裡照顧住民的教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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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設施 ↑全入式洗澡機 

  

↑泡澡池 ↑淋浴空間及設備 

  

↑開放式盥洗空間                                                                                                         ↑住民每日行程安排表 

  

↑空中花園大片綠地 ↑空中花園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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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參訪建議 

一、此次參訪兩間不同等級介護單位，其收住住民須幫助評量等級有差異、設備環境及

收費也自不同。可以考慮以後安排醫院較多單位的人員一起加入，從最陽春到最高

級介護單位一併參觀，集思廣益分析參考日本的做法，以為醫院將來建置照護單位

參考及設計規劃的幫助。 

二、參訪日本東京北医療センター當時，有看見 2 床住民被安置在大廳旁空位，並有護

理人員在旁做醫療行為。經詢問，表示因有醫療狀況必須放在就近處以利護理人員

特別注意及迅速處理。但依台灣目前情形，此 2 床住民應已被送去住院治療！(何況

隔壁單位就是他們的醫院)經討論知道，乃因他們長照保險與醫療保險不同收取方式

及對象，不能輕易互相轉用(有相當嚴謹的標準)，須更嚴重才得以轉去住院治療。而

日本長照財源已不敷使用，預計來年就會增加向民眾收取的費用，才能讓介護繼續

順利運行。這一點可以給我們國家警示，若是長照財源無法確立及充足，將無法長

遠執行下去！財源必需穩定，可長可久，不足時可以簡單方式增加規費(不會被政黨

惡鬥或民粹所綁架，不會與健保掛勾來拖垮健保！)強烈建議國家規畫這些政策的人

員均能確實去了解、參考並設計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