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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視日本照護機構多元經營模式 

林昱宏 

  今年度協會的日本參訪行程，主軸係為日本的非營利組織多元經營模式。年

初在規劃參訪行程之際，恰逢立法院正在審議長期照顧服務法之時，老人與長照

界的夥伴們討論的議題皆在於此，但從事老人與長照多年實務工作的我，就思索

著目前我國的實際服務提供者，除機構式服務外，大多數單位為非營利組織，這

當然與相關法規規範、委託方案規定外，更需注意到非營利組織原本經營的困難

性，與實務提供服務的獲利不高，皆以「照顧」為理念而提供服務。因此，如何

以他山之石，來藉為我國現行的非營利組織對未來經營的參考依據，因而透過日

本友人的協助之下，促成本次參訪行程。 

  本次參訪重點大致列舉如下： 

  一、多元化服務模式 

        以 24 小時照顧機構為基礎，並利用低樓層空間提供日間照護服務，

且設立居家照顧單位，可以從提供多層級的照護服務，讓長者或長期照護

需求者可以接受相同體系的照顧團隊服務，另外對家庭照顧者而言，不用

擔心面對不同照顧團隊的聯繫、行政流程等問題的困擾。對機構經營而

言，除可以有效、合法地流通照顧人力，並讓機構的空間更多元的運用，

且可提供專業人員不同學習與成長的經驗，可促進強化留任意願。 

  二、醫療法人可提供失智症的末期照顧服務 

        本次參訪到一家社區型醫院，發現有一層病房收住末期照護失智症的

長者為主，共可收治 60 位，且有醫療保險的給付，平均住院天數為 518

日。此點與台灣有極大的不同，尤其是末期照護的部份，末期病患在有急

性病徵發生時，才可以到醫院病房住院並接受安寧共同照護，或至安寧病

房，但當急性病徵緩解後，就必須出院返家或是到長照機構(未滿 60 歲者

必須到護理之家)。從此點看來，日本的醫療保險更貼近照顧者需求的一

面，只是因參訪時間無法深究其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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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福祉法人與醫療法人的協力 

        出訪前在台灣，很興奮看到日本友人的介紹，這兩家法人合作各自分

工，共同照顧一市的一半老年人口，更感動的是這兩家的理事長願意共同

接見我們，並且與我們進行座談。實際到了現場，我明白了！原來他們是

同一個家族，丈夫是醫療法人的理事長、妻子是社會福祉法人的理事長。

這樣的狀況在台灣，也有類似的部份，尤其是很多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單

位，除了會有醫院（成立醫療法人）外，也有其基金會。若從這個脈絡來

看，不論是否為最佳的模式，但拜於相關法令的規範，這的確也是造就另

種多角的經營模式。 

  四、在服務單位皆重視長輩使用輔具的概念，並與輔具供應商的異業合作 

  此次所參訪機構中，不論是 24 小時的照護機構、日間照護或是居家

服務單位，該機構的 1 樓入門處皆可以清楚看到，有許多常見的輔具進行

展示，除了令人可見到日本機構對於高齡者使用輔具的重視程度外，當然

對使用者而言，更可透過專業人員的實際介紹，可以知道自己的權利與所

需適合的輔具。 

  在台灣的機構，尤其是 24 小時照護機構中，因為受照顧者的身體功

能缺損，大多會使用機構所購置的輔具，來協助進行日常生活照護工作，

因為是機構所購置，因此是機構的長輩皆可通用的較為適合，但輔具原本

就因人而異，要達到通用實在是非常困難，所以就可常在機構中可見到，

長輩使用輔具後因為不合用，所以必須屈就於輔具或照顧服務人員會再添

加物品，以讓長輩可以安全使用輔具，此種狀況造成本末導致，甚至於將

可能造成長輩因使用不適當的輔具，反而造成意外狀態的發生。以輪椅最

為常見。 

  這次在日本的經驗中，他們也充份與輔具供應商進行合作，所展示的

輔具皆為輔具供應商所提供外，且不論展示品是否有售出，每月定額向輔

具供應商收取權利金，另若有售出的話，還有額外的抽成。令筆者非常在

意的是，購買者的權益是否被聯合剝削的議題，但令人驚訝的是，售價與

一般店面與流通售價是一樣的，深問其原由，機構的人員表示，他們也很

在意個案購買的權益問題，因此與輔具供應商在談合作之時，即有針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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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行防範，透過這種異業結合的模式，構成三贏的局面。 

  五、高齡失能者旅遊的蓬勃發展 

  這次參訪機構的過程有個小插曲，在淺

草寺見到一台遊覽車上全都搭乘著行動不

便的失能者，原以應該是某家 24 小時照護

機構或是日間照護中心的長者外出，但在這

次協助本會安排參訪的 Ability Association 

就會有提供類似這樣的服務，在日本也有為數眾多的旅行社，針對失能老

人開設旅遊行程，鼓勵居家的老年人，雖然行動不便，但在人員協助之下，

還是可以像健康的老人一般到處去觀光。這點在台灣的目前國內的觀光市

場，幾乎是銀髮族撐起，不論是進香團、里鄰旅遊等，幾乎都是車車暴滿，

可是如果身體微恙或是有失能狀況，就覺得出門不便而不願出門，自我與

社會隔離，反而使得身體功能快速衰退。因此這是台灣一個可行的新市場。 

  六、機構一角為餐廳，並且利用進行收費的衛教講座 

  參訪 Ability Association 的 24 小時照護機構時，發現機構的一樓有一

角除開放為社區餐廳，提供給社區民眾聚會時付費使用，且會利用假日安

排特殊照護議題的付費講座。這在台灣少數機構會開放一樓，設立餐廳或

是戶外咖啡站，歡迎社區民眾可以付費使用，可是更少見機構會辦理有付

費的照護講座，因為在機構中為家屬辦理課程，還要三催四請或是請關係

較佳的家屬前來，但日本時筆者還特別算了一下，報名人數就將近有 10

人，或許這也是未來台灣的機構可以共同思考的一個方向。 

  這次的參訪在日本友人伊東弘泰會長的協助安排之下，讓參加參訪團的夥伴

們，更能透過實際參訪日本老人福祉機構與組織，如何不仰賴介護保險也能永續

經營的模式，也透過本次會訊內容也希望能帶給台灣的各個有興趣的夥伴們參

考，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台灣的老人福祉繼續加油！ 

（本文作者：本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