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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參加「2019 年全球老齡化會議」及參訪

老人研究訓練中心與老年住宅。加拿大與台灣及世界各國均面臨老

人化問題，適切提供長者照護服務、失智照顧及人力資源挑戰乃為

討論之重要課題。 

    加拿大面對高齡化社會趨勢，透過策略創新模式帶動社會

整體改變，並積極從社區長照生活模式改善，打造對高齡長者

更友善的居住環境。加拿大長者對於住宿式機構照顧接受度不

如想像中的容易，因此機構積極營造家的熟悉與親切感，擺脫

陰黑的刻板印象，提供尊重、友善之生活空間。此外，老人研

究及訓練中心亦與護理之家進行老人健康議題之各類研究，可

為本國高齡研究中心未來服務模式之參考。 

    透過本次會議、參訪及對話，汲取加國強化長照服務之作

為與經驗，不僅可做為未來推動各項長照服務及之高齡研究中

心規劃之參考，國內各項長照工作實足與國際並駕齊驅，對於

長期照顧服務之政策規劃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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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全球老齡化網絡(The global aging network)與加拿大安大略

長期照顧協會(OLTCA,Ontario Long Term Care Association)主辦兩

年一次的長期照顧研討會，是全球重要之長期照顧會議，亦為

歐美各國衛生領域產、官、學研交流的重要平台，以提供老人

照顧與長期照顧領域中不同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一個交

流分享的場域。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自 106 年展開，依著民眾需要逐步

推展、檢討修正，藉此場合透過專家所提出研究結果及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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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焦點與實務所面對的挑戰及

解決方案，並期待從討論過程中，了解到各國於長期照顧推動

的面向作為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決策與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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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行程紀要： 

 

日期 (星期) 行程紀要 

9 月 16 日(一) 自桃園國際機場啟程赴加拿大多倫多 

9 月 17 日(二) 
1. 會場場地探勘。 

2. 會議準備 

9 月 18 日(三) 
1. 參與開幕演講（Opening plenary） 

2. 參與工作坊（workshop） 

9 月 19 日(四) 
1. 參與論壇（parallel forum） 

2. 參與閉幕演講（closing plenary） 

9 月 20 日(五) 
1. 參訪(Ontario LTC Home Tour) 

2. 自多倫多啟程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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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紀要： 

    本次會議係由全球老齡化網絡(The global aging network)與加拿

大安大略長期照顧協會(OLTCA,Ontario Long Term Care Association)主

辦兩年一次的長期照顧研討會。 

     全球老齡化網路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其總部在美國，致力於銀

髮照顧、居住、高齡研究、照顧服務技巧，為老年人照顧的創新理

念提供討論平台，終極目標乃是使世界各地的老年人能夠更健康、

更強壯、更獨立的生活。加拿大安大略長期照顧協會

(OLTCA,Ontario Long Term Care Association)主辦，OLTCA 前身

ANHIO(Associated Nursing Home Incorporated of Ontario) 原來係由一

群具熱情的護理之家經營者所組成創立於 1959 年，逐漸擴大並歷

經加拿大各項長期照顧、護理之家法案與政策，於 2001 年更名為

OLTCA，該組織目前為加拿大最大而且是唯一由私立、非營利、慈

善團體及市政府立案單位的長期照顧提供者組成的團體，包括 70%

安大略省的住宿式長照機構，每年照顧超過 7 萬名住民。今年適逢

該協會成立 60 週年年會，本次會議所安排的主題重點在於長照機

構的品質、長期照顧人力議題與高齡友善社區之營造。會議期間並

安排與高齡照顧相關產品展示，如輔具、資訊管理系統及長者照顧

設備等，因此，會議兩天期間，除了汲取部分研討精華並利用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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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時間逛了展示攤位，當然也蒐集了廠商的創意贈品。 

     兩天研討會議，因著不同議題馬不停蹄地移動會議室，各項議

題的呈現係來自學者或經營團體在於老年化議題努力或實驗性的結

果分享。第三天參訪位於加拿大西北滑鐵盧市(Waterloo)，距多倫

多約需 2 小時車程，是一個結合研究、教育訓練與老人照顧中心。 

  

正式開幕會議 

 

 

贊助廠商展覽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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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顧機構品質  

     自 2010 開始，加拿大政府倡議在宅老化(Aging at home)，並且

對於入住長期照顧機構有嚴格標準，也因此 OLTCA 於 2012 分析報

告指出，機構住民多為認知功能障礙、需要高度日常生活協助，如

飲食、穿衣，尤其尿失禁個案比例明顯增加。值得一提，在東方世

界的我們，一直認為基於文化的差異，傳統台灣長者或家庭排斥入

住機構，認為是被拋棄或總是與不孝的輿論相提，歐美國家老人對

於機構照顧的接受度應該更高實有誤解，經與參會者私下溝通，其

實加拿大老人同樣對於入住機構有所排斥，老人仍然喜歡在熟悉的

環境生活，因此，面對此一現象，各機構致力於機構品質提升，除

了減少再入院率、精進照顧流程標準化等，更重要的是營造家的感

覺，讓長輩在機構生活有品質及尊嚴，健康、幸福。 

     再者，長者因著身體功能的退化及需求，照顧模式有異，從急

性照顧(acute care)、急性後期照顧(post acute cate)、社區式照顧、

住宿式照顧，個案在移轉過程中除了如何提供最適照顧模式，並兼

顧品質，已成為銀髮海嘯的重要課題。 

(二)多元照顧服務(Benetas) 

     Benetas 服務模式創始於澳洲墨爾本，於加拿大維多利亞提供

健康住宿照顧，居家照顧、喘息服務、家務服務和退休老人各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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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服務的非營利機構，該機構約有 1550 名員工、560 名志工並

設有 3 處居家服務單位、14 個住宿式機構、121 個退休老人服務據

點及 3 處喘息服務中心。在這樣多元服務，該組織所倡議的理念乃

是在持續訓練中、及體貼被照顧者的需求，學習創新、提供一站式

服務。 

(三)長照服務人力 

     台灣長照人力短缺議題，總是長照服務之重要且急迫解決之議

題，長照 2.0 為能提高照服人力之進用及久任，從長照服務給付及

支付基準之改革，以特定服務項目翻轉以往給人鐘點工的弱勢形

象，並呼籲雇主提高薪資。全世界都在變老，也都面臨人力問題，

以女性照顧人力居多、地位形象較低，以致有外籍勞工引進等現

象，也並非台灣的專利。 

 1.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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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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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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歐盟 

(1)人力挑戰 

同樣面臨人力短缺問題，現有照顧人力逐漸凋零，需要更

多年輕人的投入、照顧人力的形象和地位不佳、工資水準和條

件往往很差。因此，即便國家透過各式方法來解決人力問題，

鼓勵年輕人投入長期照顧服務工作，雖然丹佛學者指出，確實

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從事長照服務或健康照顧工作，但是想從事

照顧服務員者仍是少數。 

有趣的是，在一張比較 2008 年與 2017 年健康照顧人力比

較的投影片，歐盟國家中除了荷蘭、瑞典及盧森堡外，投入人

力均有上升。 

(2)女性為主 

在許多國家，女性照顧服務人力占婦女總數的四分之一，

而在芬蘭和丹麥幾乎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位從事保健和社會工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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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正式照顧人力 

歐洲非正式照顧人力以被照顧者的配偶及子女為主，且多

數為女性，各國對於在非正式照顧者(家庭這顧者)所提供的支

持差異頗大。 

(4)外籍人力 

11 個 OECD 國家報告中，2008 年提供長期照顧的外籍人

力的比例大於各國照顧人力，而今天可能會更加普遍。美國，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超過 20％的正式長照服務人力是移民，

他們傾向於提供較少技能的照顧工作，但需求量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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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服務人力。從各個國家的環境來看，這些服務人力提供最

常見的服務是居家照顧，而不是養老院等機構服務。南歐和澳

大利亞，外籍人力逐漸取代家庭成員作為非正式照顧者。 

奧地利登記為個人看護的外籍人力約有 7 萬人，德國約

300-400 萬人，而義大利則超過了 500 萬人。根據德國服務貿

易聯邦資料顯示，11.5 萬至 30 萬移民來自東歐，由於德國的

照服員薪酬很差，平均毛額為 1400 歐元，據估計德國尚短缺

15 萬至 19 萬名長照人力(包含護理人員等)。 

(5)人力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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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面對照護人力短缺的解決方式，如招募外籍人力

並認可其資格，開放兼職、提供機構實習、透過數位化或照顧

技巧的訓練以減輕工作壓力。 

(6)資格認證 

EAN(European Aging Network)從 2019-10 年啟動新的認證

機制，分為基礎、中級、進階 3 級，須接受至少 280、520、

800 堂課的訓練。 

(三)參訪 Schlegel-UW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ging and The Village of 

University Gates Long-Term Care Home    

     

  Schlegel-UW 老年研究中心於 2015 年開幕，該中心的研究人

員與滑鐵盧大學共聘，因此大多數研究人員任教於滑鐵盧大學

並往返於研究中心進行與高齡者有關的健康照顧研究工作，該

中心也發現，一般老人醫學研究較著重於生物醫學而缺乏社會

生活層面，因此該中心研究係整合服務提供者與教育者的腳

色，進行相關研究，如長者血壓與跌倒的關係、運動營養整合

課程、地板材質研究及 e-councile 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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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中心 

    訓練中心除了有不同階段的訓練課程及實習，大約 6 個月

到 2 年不等的訓練課程外，另有 1-3 天不等的失智之旅學習課

程，其訓練的六大核心為 LIVING: 

Learning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dementia 

Improving well-being 

Validating and honouring each person in the moment 

Interpreting personal expression, actions, and reactions. 

Nurturing all relationship 

Greeting each day as a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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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llage of University Gates 

    這是 Schlegel 所設 19 處 long term home 其中一個村落，強調村

落(village)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會因為老了而孤單，也不會因為失能

而孤單。這裡有 6 個照顧單元，每個單元照顧 26 位長者，同樣面臨

銀髮海嘯，The village of University Gates 為提供長者連續性照顧服

務，正興建 retirement apartment 將於 2020 年開幕，另外規劃中的

assisted care、memory Care 以及 full services retirement suites。 

   走在 main street，會讓你誤以為是在 mall 裡頭，有咖啡吧、交誼

廳、美髮院、文化教室、音樂廳以及多元族群信仰教堂、佛堂等，

明亮清新，抬頭一望，看得到天空呢! 在住宿區，同樣明亮乾淨，

老人們可以把自己家裡重要具紀念性家具帶來，我看到許多房間擺

著家人照片還有玩偶，溫馨平靜，有位 92 歲老奶奶還把她家裡的大

搖椅帶來，說是她習慣坐的搖椅。另外如果不習慣一個人住，也可

以兩個人住同一間，但有精緻隔簾，不失隱私。 



18 
 

 

The village of University Gates 外觀 

 

 

看得到明亮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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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由安大略長期照顧協會(OLTCA,Ontario Long Term Care 

Association)及全球老化網絡平台(The global aging network)所舉辦

的長期照顧年會，主要討論議題為翻轉老化(Transforming aging 

together)，這個議題對於投入長照業務 2 年的我，著為吸睛，也

很高興有機會參與。 

   人口老化議題對於已開發國家影響甚鉅，雖然美、英、德、

法、義、奧、日等國比台灣更早面臨，因應銀髮海嘯急需處理

的問題也正是長照 2.0 試圖突破的難題。照顧人力缺乏及外籍移

工的引入是現實的問題也涉及政治議題，研討會中大家所討論

的是如何吸引人力、如何管控服務品質，提供完善的教育，並

未有照顧人力年齡及性別的歧視，這是國內在討論人力議題時

應該更為妥協。再者，幾個歐洲國家雖然人力短缺，然而對於

照顧人力的訓練期程相較於國內 90 小時來的久，加上其他特殊

訓練，如抽吸、失智、足部照護、身障核心訓練等，尚有全面

檢視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正式照顧人力僅有照顧服務

員，在面臨人力壓力，也許可以重新思考，部分狀況的失能個

案的某些簡易服務由尚未符合照服員資格的實習學生擔任的可

行性，以舒緩人力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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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長照 2.0 的目標在延長健康餘命、縮短臥床時間，因

此，我們積極翻轉照顧觀念，宣導長者最佳照顧服務模式恐非

全時照顧，反之，應該鼓勵並訓練失能長者透過現有能力，自

在生活，不假他人之手，在失能階段仍保有尊嚴及自我價值的

實現，此次研討會上，雖然未直接觸及｢復能｣觀念，不過透過

運動、營養知能提升、社會參與及各類智能產品讓長者遊戲互

動的活動設計比比皆是，再者，營造友善高齡生活環境亦為一

重要課題。 

    本次會議一開始的 keynote speech，是由 Fort McMurray’s 消

防局局長達比·艾倫（Darby Allen）進行”Motivational and Crisis 

leadership”演說，Darby Allen 在 2016 年春季面對社區大火，他

率先疏散了整個城市的居民，並與來自全國的急救人員和志工

合作無間，在極大壓力下仍能樂觀冷靜面對並完成救災任務，

Allen 提及成功因素有安全文化、即時決策及有行動力的夥伴，

只要互信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If you trust your people,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they trust you, amazing things can happens.)。還沒參加

會議前，看到議程的安排覺得十分新鮮，是如何的理念在一個

國際長照會議上安排消防局長的演說?聽完 Allen 的分享後，他

面對事情的態度是任何組織甚至領導者值得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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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台灣長照機構認識有限，常聽說小型養護機構品質

令人擔憂。本次會議最後一天參訪 The Village at University Gates 

Long Term Care Home，這是 19 個 Schlegel villages 其中之一，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環境設計的友善，不僅僅是無障礙空間的規

劃，而是對長者的尊重，開放且較低的服務台設計，還有長者

房間，不論是單人房或雙人房都有個人私密空間的規劃設計，

而且老人家還可以把自己家中心愛的寶貝帶到機構來，房間佈

置十分雅緻，走道明亮，建築物留有透明屋頂，抬頭一望就是

藍天白雲，完全沒有陰暗、可憐、悲傷等負面感覺，值得台灣

設計者學習的設計與經營。記得會上有個講者曾提及加拿大政

府花了 17.5 億新蓋長照機構共計 15000 床並且讓舊機構 15000

床重新規劃改善品質，這政策與我們目前強化住宿式機構資源

之計畫極為相似。 

    每一位健康或失能長者，其背後家庭狀況有其差異，對於

長者照顧不論是社區、居家或是機構照顧，均應以健康、自在

為前提，尊嚴維持而不放任，讓長者健康老化、失能者自立生

活。最適長期照顧服務模式因人而異，照顧人力是一重點，運

用開源節流，一方面提供完善培訓制度、育才留才，並且翻轉

照顧觀念，納入科技輔具，讓照顧更加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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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銀髮海嘯、勇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