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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與第 1 屆歐洲高齡者居家服務與產業領導者研討會，(簡

稱 1 st EAHSA and EDE)是當今歐洲重要之長期照顧會議，亦為歐洲各

國衛生領域產、官、學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為國際上頗具深度的長

期照顧政策及實務研討會。  

    我國今年即開始參與此第一屆研討會，藉此場合和國際上重要的

長期照顧界交流互動及學習，內容豐富主題多元，包括 WORKFORCE、

Quality of life with dementia、EU welfare state policies 

difference、Spirituality in elderly care homes、MEDITERRANEAN 

ELDERLY CARE等等。該研討會為歐洲各國健康照護及長期照顧領域

學者及實務者對重要議題進行交流的平台，參與此會議之目的為了解

各國對相關議題之看法及論述重點。 

   為藉此會議與歐洲與會者分享我國在長期照顧領域之經驗與啟示，

與會後與主講者對議題請教及參與大會安排晚間交流活動，也藉此瞭

解國際間政策發展趨勢及歐洲國家實務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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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參與第 1 屆歐洲高齡者居家服務與產業領導者研討會，(簡稱 1 

st EAHSA and EDE)是當今歐洲重要之長期照顧會議，亦為歐洲各國衛

生領域產、官、學研交流的重要平台，成立歐洲長期照顧政策與實務

研討會，以提供長期照顧領域中不同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一個

討論的平台。來自政府管理部門、業界、社福團體與學術的專家，這

四個不同族群的專業人員，所提供的不同觀點，也促成了彼此經驗與

觀點交換機會。 

    由於我國正值長期照顧 2.0 執行參與此研討會，藉此場合和國際

上重要的長期照顧政策與實務領袖交流互動及學習，了解各個不同的

團體對各項長期照顧議題有不同關注的角度。從討論過程中，可以了

解到歐洲各國對長期照顧政策與實務之多樣性及解決方案的重視，可

作為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決策上的參考。 

 

 

 

 

 

 

 

 

 

 

 

 



壹、 過程 

一、 行程紀要： 

 

日期 (星期) 行程紀要 

9 月 11 日(二) 自桃園國際機場啟程赴捷克 

9 月 12 日(三) 1.於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抵達捷克，下午至布拉格。  

2.會場場地探勘。 

9 月 13 日(四) 1. 參與開幕演講（Opening plenary） 

2. 參與工作坊（workshop） 

9 月 14 日(五) 1. 參與論壇（parallel forum） 

2. .參與閉幕演講（closing plenary） 

9 月 15 日(五) 1. 自捷克啟程返台於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 

 

 

 

 

 

 

 

 



二、 大會議程 1： 

 

 

 

 

 



三、 大會議程 2： 

 

 

 

 

 

 

 

 



三、 會議紀要：參與長期照顧相關之場次整理重要內容如下： 

   (一) 議題提出Alzheimer's與Dementia已成為人類未來面臨重

大挑戰，對於如何預防治療及照顧準備，也造成許多面影響情緒、

財務及生理等多面性。演講者 Jean Georges 指出歐盟在 2015 年有

8600 萬人 Dementia 推估 2040 年後至少成長一倍。澳大利亞的第

二大死亡原因 2018 年，有 425,416 名澳大利亞人患有 Dementia，

歐盟各國在醫療、照顧所花費更是逐年上揚，會上提出歐盟策略：

1.為患者及其護理人員提供發言權 2.使 Dementia 照顧成為歐洲的

優先事項 3.促進基於 Dementia 權利的方法 4.加強歐洲 Dementia 運

動 5.支持 Dementia 研究。據研究 LTC 設施中 Dementia 盛行率有在

牙利 13.4％（2008 年）、芬蘭 56％（健康中心）至 68％（療養院）

（2012）、意大利 22％患有嚴重 Dementia，70％患有嚴重認知障

礙（2012）、荷蘭養老院 35.6％至養老院 57％。在較不發達地區

在住宿式護理環境中使用約束財務，身體和性虐待以及疏忽）、

使用抗精神病藥，許多與會者同意應鼓勵各國之間良好交流，認

識到 Dementia 是歐盟的優先事項及持續研究阿爾茨海默病

Dementia 的原因和治療方法，老年人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並不會減

少，這次研討會中實務界代表分享可永續和負擔得起的照顧方式，

提供智能照顧環境的最佳方式，以及運用新技術和更具創新性滿



足社會需求，失智症照顧問題確實須政府、社區及家庭合作，隨

著人口老化嚴重及早因應建置。  

(二) 歐洲長照人力 

    人口老化所造成相關服務人力的缺乏，各國皆然，外籍勞工

引進，也並非台灣的專利。 

美國老年人口也同樣快速增加當中，65 歲及以上的老人會從 2015

年的 4780 萬增加到 2050 年的 8800 萬，在 35 年中增加一倍，因

此美國有對於老年醫學醫護人力短缺開始警覺，在 2017 年九月

發布“Geriatrics Workforce and Caregiver Enhancement Act,該法案

旨在支持老年醫學教育和培訓，以解決老年人醫療、護理問題所

產生之醫護人力短缺，並期促進跨學科的基礎照顧，教育和吸引

家庭照顧者並提高老年人照顧之品質。美國透過人生命歷程之不

同階段，如幼兒、學童、國中、高中等，強化與老人之互動，提

高對老年人生活的興趣與關心，潛移默化培訓老年醫學有關人力

資源。 

    11 個 OECD 國家報告中，2008 年提供長期照顧支援的外籍人

力的比例大於本土工人比例，而今天可能會更加普遍。美國，加

拿大和澳大利亞，超過 20％的正式 LTSS 工人是移民，他們傾向

於提供較少技能但同樣重要並且需求量大的工作；英國和愛爾蘭



政府已積極與印度和菲律賓建立了雙邊協議，以積極招募 LTSS 工

作人力。從各個國家的環境來看，這些服務人力提供最常見的服

務是家庭護理，而不是養老院等機構服務。南歐和澳大利亞報告

則顯示，外籍人力逐漸取代家庭成員作為非正式照顧者。 

 

 

 

 

 

 

 

 

 

 

 

 

 

 

 

 

 

 

 

 

 

 

 

 

 

 

 

 

 

 



貳、 心得與建議 

 

(一) 建立疑似失智及失智個案資料庫 

      平均壽命延長並非必然代表健康情形改善，隨著老年人的

非傳染性疾病如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盛行率

有上升情形，需要更全面和更有計劃性的健康促進政策並與長期

照顧及社會福利聯繫結合，對於我國也將面臨嚴峻失智症照顧人

力及財力問題，建議建置以下重要資料運用推出有成效政策，1.

掌握經確診的個案 2.有多少個案在社區獨居生活 3.有多少家庭照

顧者獲得有效或無效支持 4.個案在健康及長期照顧上是否獲得好

的照顧品質。 

(二) 增加民間團體國際活動參與 

    觀察此次會議，參與者來自歐盟各國約 400- 500 人，主要以

學者及工作實務者為主，政府代表較少。但討論主題廣泛，包含

失智症照顧品質、照顧人力、服務提供等，相當適合國內學者與

相關團體，若政府能多提供機會及補助給國內 NGO 團體交流，在

知識、技術及經驗多元交流，有助於促進醫療照護及長期照顧等

產業提升及發展。 

(三)與國際並駕齊驅，持續翻轉照顧服務模式，強化復能重要 

高齡化現象對各國衝擊，不只在亞洲的台灣、日本，歐盟同樣也



面臨，並積極討論尋求因應。同樣的，在歐盟認為相關服務輸送

體系會因著需多不同的環境、經濟、家庭狀況而有不同；再者人

力的需求以及勞動力政策，如婦女就業擔任照顧服員或甚至延攬

外籍人力投入；而在人力危機下，另一緩解之道即是發展科技輔

具，減輕照顧負擔，而值得一提的是，歐盟十分重視專業人力，

在提供居家服務時期與個案及家庭照顧者的互動，盡量提供個案

生活支持而非直接服務，以讓個案重燃生命信心，更有生命尊嚴

與價值，這跟台灣目前所推動復能專業服務的想法異曲同工，翻

轉長照服務模式，不再以傳統照顧服務為主軸，推動專業復能服

務，由照顧服務員與跨專業服務團隊合作，訓練個案回復自主生

活能力，減輕照顧服務人員工作負荷並提升照顧專業度。 

 

 

 

 

 

 

 

 

 

 

 

 

 

 

 

 



會場實況 

 

 

 

 活動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