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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地区高校失智老人照护人才培养，除了大环境诸多因素加上少子化导致人才流失外，还有高校的系

科与课程着重管理偏多，造成人力供需不对等等问题。目前最缺乏的是从事第一线服务失智症照顾服务

员，所以培训失智症照护专业人员刻不容缓。建议扩大生源、加强失智照护科系设立、注重去污名化教

育、优化课程设计以吸引护理人员投入、鼓励学生跨领域学习以及辅系或双主修、同时强化专业师资结

构、提供个案管理课程、改善整体薪资结构、扩大升迁管道并倡导职业尊严，吸引更多毕业生投入失智

长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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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in dementia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universities in Taiwan faces vari-
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factor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and talent drain caused by a 
declining birth rate.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departments and curricula, resulting in a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killed 
workers. Currently, the greatest shortage is seen in frontline caregivers specializing in dementia 
care, making it imperative to train professionals in this field. It is recommended to expand the 
student population, establish dedicated departments for dementia care, prioritize destigmatiza-
tion education, optimize curriculum design to attract nursing professionals,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g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hrough minor or double major programs, an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faculty structure. Providing case management courses, improving the overall salary 
structure, expanding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ing professional dignity are also cru-
cial steps to attract more graduates to pursue careers in dementia care. 

 
Keywords 
Taiwan Area, Dementia, Elderly Ca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lent Training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根据国际失智症协会(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2021 年全球失智症统计报告，世界上每 3
秒就有一个人患上失智症。2020 年，全球有超过 5500 万人患有失智症。这个数字几乎每 20 年翻一番，到

2030 年达到 7800 万，到 2050 年达到 1.39 亿。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有 60%的失智症患者

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71% [1]。失智症(Dementia)不是单一项疾病，

而是一群症状的组合(症候群)，它的症状不单纯只有记忆力的减退，还会影响到其他认知功能，严重程度足

以影响其人际关系与工作能力。可见第一线服务之照顾服务员紧缺，培训失智老人照护专业人员刻不容缓。 

2. 失智老人照护人才培养的政策依据 

2.1. 2013 年“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的公布 

依台湾失智症协会进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以及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底人

口统计资料估算，台湾地区 65 岁以上老人共 3,787,315 人，其中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有 684,108 人，占 18.06%；失智症有 291,961 人，占 7.71%。也就是说 65 岁以上的老人约每 12 人

即有 1 位失智者，而 80 岁以上的老人则约每 5 人即有 1 位失智者[2]。2013 年台湾地区首次提出“失智

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发展社区照护资源网络和建构家庭照顾者服务支持网络等，目的是达到 2025 年

失智友善台湾的目标。 

2.2. 2015 年“长期照顾服务法”的公布 

2015 年 6 月 3 日所公布的所谓的“长期照顾服务法”(自公布后二年施行，简称“长服法”)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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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定义了长照服务相关人力，包括：1) 长照服务人员：指经所谓的“长服法”所定之训练、认证，领

有证明得提供长照服务之人员(例如：照顾服务员、社工师、及各类医事/护人员等)；2) 个人看护者：指

以个人身分受倔，于失能者家庭从事看护工作者(例如：外籍看护工)；3) 家庭照顾者：指于家庭中对失

能者提供规律性照顾之主要亲属或家人。 

2.3. 2017 年“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2.0”的公布 

因应 2017 年 5 月 9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公布“2017~2025 年全球失智

症行动计划”，为符合国际趋势及民众需求，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门于 2017 年 12 月订定所谓的“失智

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2.0”。其培训专业人员及照顾服务人员具失智症专业知识与技能包含培训医疗专业

人员失智照护知识与培训照服员失智照护知识[3]。2025 年目标值，从事长照服务之医事人员及照顾服务

员完成失智症相关训练之比率 ≥ 50%，其中推展失智症照顾人才培训制度为人力培训目标之一[3]。 

3. 台湾地区高校失智老人照护人才培养现况 

在失智症照护人力培训部分，主要分为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两大类。本文旨在讨论学校教育，包

含专科层次的技职院校、大学、研究所等。根据台湾地区的教育部门统计，大专校院“老人与失能成人

照护学类”的学生人数从 2005 学年的 882 人，在 2018 学年已经增加为 6530 人；开设相关科系的学校也

从 2005 学年的 5 校，成长到 2018 年 33 校[3]。逾两成大专校院设系，其中硕士研究所有 5 校招生，本科

阶段有授予学士学位的包含大学、大学学程(不单独成立科系)、四技(四年制技术学院)、二技(二年制进修

班)、进修学士班(即利用夜间或假日进修)等 23 校；专科部分有五专(初中毕业就读五年)与二专(高中职毕

业就读两年)，一共有 8 所院校提供课程。2021 年学年度，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大专院校官网以学门找学

校方式查找，在社会福利学门中的老年人及失能成人照护中发现仅有 33 笔数据，因为有学校倒闭如高美

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长青事业服务科(五专)。还有招生困难导致停招的，诸如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老人福祉

与社会工作学系(二技在职)及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四技)。 
现阶段，由于台湾地区长期照护人力培养，已经从护理系专业转到专业的老人照护，科系的设立更

加专业与明确。普通大学本科有 7 所开设 9 种课程、一般技职院校(科技大学)有 16 所开设 20 种课程、5
所专科学校开设 5 种课程。其中发现普通本科所开设的老人照护相关的以硕士班课程居多，仅康宁大学

开设长期照护系学士课程。从科技大学(技职院校)来看，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主要是在职业教育当中，目

前台湾地区有 16 所院校，开设 18 种类别的长照课程，其中中台科技大学的护理学院老人照顾系有二专(日
间)、四技(日间)、二技(进修)、四技(进修)及四技(进修)等五种学位，是台湾地区目前开设最多且最密集

的院校。其次，还有台中科技大学中护健康学院的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科)，开设的课程有二技(日间)、
四技(日间)、二技(进修)、四技(进修)等四种学位供选择。其三，在技职院校中南开科技大学将长期照顾

与管理系置于管理学院辖下，开设有从本科四技(日间)、二技(进修)、四技(进修)学士学位，以及研究生

硕士班、硕士在职专班等硕士学位的课程，提供长期照顾与管理的一条龙学习专业课程[4]。 
文中以台湾地区最具专业代表性的台北护理健康大学为例，发现 2021 学年度长期照护系学士后多元

专长培力课程专班入学生课程科目表中，仅专业选修课程中有失智症照顾 2 学分，在最低毕业学分数 52
学分中仅占大约 3.8%比重。同样的长期照护系二技班的失智症核心课程也是失智症照顾 2 学分，在毕业

学分 72 学分中占比约 2.8%，可见在长期照护科系课程安排中，失智症照护还不是很普及，更遑论是其

他科系的课程[5]。 
另从 2021 学年度招生简章中越文版本中发现，该班的特色是招收越南人为主，该课程也非以失智老

人照顾为主。中台科技大学老人照顾系长照领域二专外国学生产学合作专班的专业核心有失智症全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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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概论 2 学分，占毕业学分为 80 学分的 2.5%，其他都是跟一般老人照顾有关的课程居多[6]。有 13 个系

所开设与管理有关系的，并非是以照顾为主，那失智症照护课程也被忽略，也凸显出失智症照护人才在

台湾的匮乏。台湾地区阳明医学大学与交通大学合并为阳明交通大学的跨专业长期照顾与管理硕士学位

学程除了必修 16 学分外，学生得依专业背景与兴趣就六大领域选修至少 10 学分课程；其中为强化人文

素养，应至少选一门社会人文关怀课程，其中与失智症有关失智症照护选修 2 学分，老化失智之人文社

会关怀选修 2 学分，这种人文关怀列为必选修也是台湾地区长照教育特色之一。因为台湾地区的失智老

人照护人才主要以这几所学校为主。 

4. 台湾地区高校失智老人照护人才培养问题 

4.1. 大环境诸多因素加上少子化导致人才流失 

长照服务目前最缺乏的是从事第一线服务之照顾服务员，过去 15 年来，全台湾省约有 11 万人接受

照顾服务员训练，参加培训学员从未曾从事照顾服务工作者计 41.2%，现在从事或曾从事过照顾工作者

仅约 58.8%，人力明显不足供应市场所需[6]；有其他照护专业的人力配置尚有不足，如护理师、社工人

员、物理治疗师及职能治疗师等。长照人力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台湾相关科系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职

场就业比例不高，甚至不超过 15% [7]。由于当初选填志愿时，大多学生对于照服员这项职业不一定的兴

趣，加上未来职位升迁不明确、工作环境选择少，往往让学生止步不前。照服员属于劳动性的工作，但

真正在就业市场上多是考取照服员证照，所以极少是拥有相关科系的学历背景[8]。教育部门目前正推动

产学合作，提倡毕业即就业，让学生在学期间能实际进入产业中学习，实习期间除了有支付薪外，如果

工作表现亮眼，业者也会积极争取留下优秀人才。工作繁复劳累、劳动环境不佳、缺乏发展前景，现行

不论是居家式服务、社区式服务及机构式服务大多表达照顾服务人力难求的困境，究其原因有薪资低及

社会形象低[9]。 
整体而言，劳动条件差、待遇不佳、社会地位低、职业尊严及专业角色未受肯定、欠缺职业生涯规

划、流动率高导致学生在选这该专业的时候都不积极，加上台湾大专院校供过于求，科系选择上大多不

愿意选老人照护科系，加上少子化因素，导致很多学校都面临招生困难，甚至倒闭。另长照照服员之基

础训练为 90 小时，设有老人照顾相关系所之院校，学生接受 4 年大学教育，却与 90 小时训练、无学历

要求者同工同酬，每年约有 4500 学生毕业，有 7 成以上不愿从事照顾服务工作，可能与工作条件、职涯

规划、专业分级认证、分级待遇、职业尊严与社会地位之提升等有关[10]，因此，留任比率偏低代表的还

是对长照领域的工作在劳动条件与社会形象方面。也因为就业门坎不高、专业训练及实习不足、无证照

分级制度，形成大专以上毕业生加入失智症照护的工作行列有限，反而吸引退休及中高龄失业族群开辟

第二春。 

4.2. 系科与课程着重管理偏多，个案管理课程阙如 

现行专科或大学教育阶段，系科名称与学制定位分歧，如在专科教育阶段中，五专设有老人服务事

业管理科，二专设有长期照顾科、老人照顾科、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科；大学阶段设有老人(长期)照顾(管
理)系、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老人护理暨管理学系及长期照护学位学程等。惟长期照顾人力需求中，以

实际从事照顾服务人力为大宗，故于长期照顾人才培育实施计划中，订有持续养成老人(长期)照顾人力之

策略，并定位于二专及高职进修教育阶段。然而，在人力需求上虽以照顾服务员为主，但在系科设置上，

却以服务事业及管理为多，如此之人才培育规划，恐将造成人力供需不对等，造成基层人力需求仍不足，

管理人力则产生过剩状态[9]。此外，失智症的个案管理，必须同时关注个案与家属，面对 24 小时不间断

的照护压力，若长辈疾病恶化严重，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一大挑战，所以随时掌握个案病程的变化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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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负荷相当重要。然而，失智个案管理的周全性的照顾管理概念课程仍不见于失智症课程中，增列此

课程有其意义与必要。 

4.3. 疫情下的新手实习问题 

依据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门”公布的照顾服务员训练实施计划，训练课程分为授课与实习两大类

型。近年因应社会变迁，“卫生福利部门”已提供在线课程训练选项，实习部分的选项包括医院、护理

之家、老人长期照顾机构、日间照顾及居家服务等五个选项[11]。照服员就职前需接受学科考试及在机构

实习 40 小时疫情之下，医院与住宿型机构为高风险区，照顾服务人员实习停摆，现在也未因疫情降温而

开放实习，许多完成课程训练者因无法实习而空等，严重阻碍其进入长期照顾领域的管道。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过去十年，失智症罹病人数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不少家庭悲剧，未长期规划照护人才培育计划是原

因之一。面对疫情为了群众安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限制了出入境的人数，条件也因此受限。高龄化社

会随之来袭，许多被照顾者面临外籍看护合约即将到期、外籍看护无法入境、台籍看护薪资过高，种种

因素导致许多雇主感到恐慌与不知所措。台湾地区人口老化快速，未来失智症者人数恐将遽增，失智症

者需要长时间之陪伴及专业看护，较失能者更难照顾，未来势必面临照护人力严重不足之危机。长照服

务体系已将失智症者纳入服务对象，因失智症者与失能者之照护模式不尽相同，因此照顾人员必须经过

失智症专业训练，了解失智症可能出现之行为症状，并且积极预防意外之发生。此外，没有专业人力，

如何提供个案管理、规划照护计划、提供喘息服务。因此，提升大众对失智症之认识及友善态度、降低

失智的风险、培训健康照护专业人员及照顾服务人员具失智症专业知识与技能，普及对失智家庭照顾者

的支持协助都是需要透过政府的正确健康传播的途径来协力完成。总之，人才是服务产出、制度运作的

基本要件，没有人才无法产出有质量的服务。 

5.2. 展望 

5.2.1. 加强扩大生源 
配合所谓的“教育部门”鼓励大专校院长照相关科系发展实务导向照顾课程与增设校外实习及推动

高职设立长照科，扩大人力来源。依训练课程调整长照相关科系照服员课程规划，并纳入实习课程，培

育实务人力[12]。建议在学学生修毕一定学分，即可认列照服员资格，有助熟习职场，并结合所谓的“教

育部门”硏议加强高职设立失智老人照顾相关科系之诱因，扩大生源。 

5.2.2. 优化课程设计 
优化长照课程设计引导护理人才投入老失智长照，吸引护理系毕业生投入失智长照行列。因为所谓

的“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暨行动方案 2.0”中，第四点，健全失智症诊断、治疗、照护网络及行动方

案。该方案强化失智症照护服务体系发展及强化社区型照护体系与流程，培训健康照护专业人员及照顾

服务人员具失智症专业知识与技能。全台设有老人长照相关学程或专班的护理系(所)有 13 家，显见老人

长照相关学程(制)设立需求及普及性[13]。然多数护理科系缺乏长照课程规划或仅列为选修，导致护理人

员投入长照领域不足，尤其是失智症照护课程选修的亦不多。未来加强长照领域护理专业知能及实务经

验，吸引护理系毕业生投入失智长照行列。同时，在高龄化社会下，罹患失智症的人口比率越来越高，

将会加剧对失智症者的误解及污名化。全面性的失智教育，甚至融入在长照相关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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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鼓励跨领域学习 
对于护理、社工、职能治疗与物理治疗等专业照顾服务人力，在养成过程阶段之分析可知，对于是

类人力，未来应透过跨领域学习、辅系、双主修等方式，使其除具备其专业领域知能外，同时具有长期

照顾领域之相关涵养。 

5.2.4. 强化专业师资 
失智症长期照护人才培训课程规划应视各职种之个别实务需求而设计，不宜泛理论式空谈，应重视

质与量；明订师资须有失智症长照相关专业背景；增加安排实务实习制度，从基础扎根，培养正确失智

症照护理念与加强学习态度。由于失智症照护牵涉生理、心理、家庭、社区等很多层面，失智症团队有

了个案管理师，收案后个案管理师会每个月进行电访，并依照失智家庭的状况去规划合适的长照资源。

失智个案管理的面向可包含辨识失智、认识失智、失智筛检、失智诊断、失智者用药与治疗、失智者的

复健、失智者的照护、失智者的心理辅疗、失智者家属的调适与心理支持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

知识与技巧。提供“失智症个案管理”课程的基本知识与核心能力相当重要，毕竟学习认识失智症病程

必须了解的个案评估、处遇撰写、家属支持与如何引导失智家庭认识失智症等。 

5.2.5. 改善薪资结构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政策执行不确定性、执业环境不友善、工作待遇低等因素影响护理人

员投入长照服务意愿。现有所谓的“长照 2.0”未限定专属职业之服务项目与给付对象，加上所谓的“卫

生福利部门”要求全职居家照顾服务员薪资保障，照服员人数快速成长，亦牵动护理师就业市场。推动

给付及支付制度，给予单位充足成本为照服员调薪；针对居家式照服员改善薪资结构。 

5.2.6. 扩大升迁管道 
已于“相关法令”明定一定年资之照服员可担任居家服务督导员、长照机构业务负责人之规定，促

进晋升管理阶级，或鼓励创业成为照老板。以二年制大专的照顾科系为基础，再扩大到照顾科系本科生，

培养学生照顾老人、身心障碍者的核心能力[14]。未来照顾科系毕业生的职场：可担任日间照顾中心、失

智症专区、失智症老人团体家屋等照服员。累积一定的工作经验，可晋升为居家服务督导员、长照机构

照服员组长、行政管理及主管等职务。 

5.2.7. 倡导职业尊严 
照顾服务员工作分散在不同的机构或民间组织，关照他们的权益及职业生涯的发展与尊严极为重要，

期待相关部门或职业工会来保护与争取照服员的权益，藉多元倡导，增进民众对照服员之正确认识，提

升专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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