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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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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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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對象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係以照顧管理制度為基礎，
服務對象皆須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

包括下列對象：
一、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失能身心障礙者。

三、 55-64歲失能原住民。

四、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五、僅IADL需協助之獨居老人。

六、僅IADL失能之衰弱老人
★備註：

1.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服務對象之衰弱老人為：SOF達2項以上
及IADL達1項以上者。

2.SOF指標：體重減輕、下肢功能、降低精力。
4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三、運作模式

除巷弄長照站(C級)是新型服務據點外，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A級)與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皆是現行

已依相關法規提供長照服務之單位，參與辦理主

要是擴充其現有功能，並辦理其他工作事項。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是長照2.0創新服務之一，

尚未建構ABC體系之鄉鎮市區，仍可發展長照2.0

之服務資源，提供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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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長照專賣店)

C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

 建立在地化服務輸送體系，整合與銜接B級與C級資源。
 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研擬之照顧計畫進行協調

連結照顧服務資源。
 提升區域服務能量，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項

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資訊提供與宣導。
 透過社區巡迴車與隨車照服員定時接送，串連A-B-C

服務。

提升社區服務量能
增加民眾獲得多元服務
--目前已在社區提供相關長期照顧服務之單位，
除提供既有服務外，且擴充功能辦理其他類型
之社區式長照服務。

四、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提供具近便性的照顧服務及喘息服務
 向前延伸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
─ 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活動之場域。
─ 提供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臨托服務)、營養餐

飲服務(共餐或送餐)、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

B

A

C

C

交通接送

托顧家庭

營養餐飲

B

居家護理所

輔具資源中心

居家及社區復健

喘息服務單位

照顧管理中心

社區中現行長照服務單位持續提供長照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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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BC辦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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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各據點申請資格與要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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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申請資格 申請要件

A級單位

1. 公立機關(構)。
2.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3. 區域醫院、地區醫院（新增）

1.辦理日照中心及居家服務，並擴充辦理1
項長照服務。

2.由醫院辦理者，須辦理日照中心及居家
式服務(居家服務、居家護理、居家復健)，
並擴充辦理1項長照服務。若無提供居家
服務者，需結合區域內有辦理居家服務
單位之B級單位。

B級單位

1.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2. 老人福利機構(含小型機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3. 醫事機構。
4.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現行長照服務，另擴充辦理1項長照服務。

C級單位

1.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2. 老人福利機構(含小型機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3. 醫事機構。
4.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5. 其他（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發

展協會、村(里)辦公室、老人服務中心、
樂智據點、瑞智互助家庭等。）

有意願投入社區照顧服務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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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各據點申請資格與要件(2/4)

醫事機構定義說明：

− 醫療財團法人因其盈餘不得分配，且規定
10％用於社會救助，應具公益性質，係屬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法人。

− 醫事機構係指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
規定為機構負責人所成立之機構稱之，包
括：醫院、診所、衛生所、護理機構、物
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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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各據點申請資格與要件(3/4)

結合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服務機構辦理

- 須向主管機關報備，經同意後始得辦理。

- 為保障既有住民服務權益，辦理ABC服務之空間
應有明確區劃，並與既有機構住宿服務樓地板面
積分計。

- 結合小型機構設置B級或C級單位者，有鑑於目前
老福法三不原則，請有意願與小型機構發展社區
結盟之A級單位(或B級單位)發揮行政支援角色，
協助提案申請、聘任人力、核銷報結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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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各據點申請資格與要件(4/4)

 結合公立機關(構)辦理

– 中央層級公立機關(構)，如部立醫院、榮民醫
院、臺大醫院等，本部規劃以專案方式辦理。

– 如衛生所、市立醫院等，須於106年12月31日
前檢具納入地方預算或議會同意墊付等相關證
明，報署辦理經費轉正程序，倘未依限完成，
須繳回補助款項。﹝業敘明於核定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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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ABC級據點
角色任務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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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BC級角色任務之規劃

具體範定有關ABC級單位功能、角色任務，以
及服務內容。

A級單位須組成跨專業團隊，召開個案照顧會
議，並與B、C級單位建立協力結盟之夥伴關
係。

B級單位配合A級單位共同協助地方政府開創
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之各項長照服務項目，並
須扶植C級單位發揮照顧功能，提供督導、支
持與專業技術支持。

13



二、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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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角色任務 服務項目

1.依該區域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研擬之照
顧計畫進行協調連
結照顧服務資源。

2.提升區域服務能量，
開創當地需要但尚
未發展的各項長期
照顧服務項目。

3.資訊提供與宣導。

1.尊重個案選擇，與家
屬討論擬定服務計畫，
連結服務及定期追蹤，
落實跨專業合作與照
顧。

2.與BC級單位組成跨專
業團隊，召開個案照
顧會議。

3.定期召開社區網絡整
合會議，與BC級單位
建立協力結盟之夥伴
關係。

4.發揮網絡協調者角色，
協助B級單位扶植C級
單位。

5.規劃及辦理年度教育
訓練課程

6.資訊提供與新聞宣導

1.於一定區域內建立在地化服
務輸送體系，整合與銜接B級
與C級之資源。

2.提供下列服務：
(1)辦理日照中心及居家服務，

並擴充辦理1項長照服務。
− 由醫院辦理者，須辦理日照

中心及居家式服務(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居家復健)，並擴
充辦理1項長照服務。若無提
供居家服務者，需結合區域
內有辦理居家服務單位之B
級單位。

(2)社區巡迴車
(3)提供活動空間作為服務據點，

開放予社區失能、失智者及
家庭照顧者服務，如辦理諮
詢服務、共餐服務、預防失
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社
區復健服務、失智症照顧服
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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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2/2)

1. 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50萬元)

2. 專案活動費(24萬元)

3. 跨專業團隊業務費(20萬元)

4. 專案計畫管理費(總經常門補助5%)

5. 專業服務費(3人，150萬元，含專業督導1名)

6. 社區巡迴接送

 交通車(車輛構置，每單位最高補助95萬元)

 司機(1人，33萬7,500元)

 車輛租金(二年最高補助162萬5,000元，不得再申請交通車、司機費)

 維運費用12萬/年(限購置交通車者，採車輛租金方案者無有本項補助)

7. 個案管理費(1,000人，100萬元)

※第一年最高補助501萬7,000元

※單位購置車輛不以1輛為限；車輛租金可支用於彈性結合租車公司、計程
車車行等費用。 15



三、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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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角色任務 服務項目

1.提升社區服
務量能。

2.增加民眾獲
得多元服務。

1.優先複合提供居家服務、日
間照顧服務，或提供社政及
衛政長照服務。

2.於固定區域內提供在地照顧
服務。

3.配合A級單位共同協助地方
政府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
展的各項長照服務項目。

4. 扶植C級單位發揮照顧功能，
提供督導、支持與專業技術
支持(如協助人力支援、行
政、報表填列、計畫撰寫與
核銷等)。

※BC模式者
B級單位須落實個案管理角
色：尊重個案選擇，與家屬
討論擬定服務計畫，連結服
務及定期追蹤，落實跨專業
合作與照顧。

1.ABC模式提供下列服務：
(1)現行長照服務，另擴充辦理1項長

照服務。
(2)提供活動空間作為服務據點，開

放予社區失能、失智者及家庭照顧
者服務，如辦理諮詢服務、共餐服
務、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
社區復健服務、失智症照顧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2.BC模式提供下列服務：
(1)現行長照服務，另擴充辦理1項長

照服務。
(2)社區巡迴車。
(3)提供活動空間作為服務據點，開

放予社區失能、失智者及家庭照顧
者服務，如辦理諮詢服務、共餐服
務、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
社區復健服務、失智症照顧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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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2/2)

1. 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50萬元)

2. 專案活動費(24萬元)

3. 專案計畫管理費(總經常門補助5%)

4. 專業服務費(2人，100萬元)

※ABC模式，第一年最高補助180萬2,000元。

BC模式增加補助

1. 社區巡迴車

 交通車(車輛構置，每單位最高補助95萬元)

 司機(1人，33萬7,500元)

 車輛租金(二年最高補助162萬5,000元，不得再申請交通車、司機費)

 維運費用12萬元/年(限購置交通車者，採車輛租金方案者無有本項補助)

2. 個案管理費(300人，30萬元)

※BC模式，第一年最高補助354萬7,000元。
17

B級單位應積極落實
其角色任務，若否，
則視業務推動情形酌
予補助專業人力50萬
元。



四、巷弄長照站(C級)(1/2)

18

功能 角色任務 服務項目

1.提供具近便性
的照顧服務及
喘息服務。

2.向前延伸強化
社區初級預防
功能。

1.提供社區臨托服務的地點
2.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活
動場域。

3.中高齡人力資源再利用
4.儲備照顧服務員人才

1.提供每周至少5天，每天6小時
服務。

2.服務項目包括：
1) 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
2) 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

（臨托服務）。
3)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餐）。
4) 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及社區活動

之場域。

備註：
1. 巷弄長照站C級單位以短時數臨托照顧為主，非為長時間的托顧服務。
2. 巷弄長照站服務對象皆需經由照管中心評估，由A級單位落實照顧計畫，民眾如

有長時間的照顧需求，A級單位應協助民眾使用日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等正式
社區式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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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巷弄長照站(C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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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50萬元)

2. 專案活動費(24萬元)

3. 專案計畫管理費(總補助5%)

4. 照顧服務員(50萬元)

5. 儲備照顧人力(14萬元)

※第一年最高補助142萬4,000元

※C級單位需配合出席本部辦理之相關教育訓練及工作坊

考量計畫推動初期，為穩定巷
弄長照站照顧服務員人力，並
減少單位籌措照顧服務員勞健
退保險費之負擔，爰配合照顧
服務員整體薪資調升，修正補
助巷弄長照站專業服務費50萬
元(含勞健退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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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項目(1/6)

1.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
每單位原則最高補助新臺幣50萬元，項目含修繕費、辦公
室設施設備、簡易廚房設備、簡易復健設施、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休閒康樂設備、圖書設備以及照顧所需之相關開
辦設施設備。

2.專案活動費
提供與服務對象有關之照顧服務、團體課程、方案計畫、
專案活動等費用，一年最高補助24萬元，包含講座鐘點費
、專家學者出席費、住宿或交通費(限專家學者)、活動場地
費、車輛營運與維修費用、食材費(限提供餐飲服務)、志工
誤餐費、志工交通費(限外勤服務)、房屋租金(每月最高
10,000元)(限C級單位)、活動/課程教材費。

(三)補助項目

20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五、補助內容及項目(2/6)

3.專案計畫管理費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一年最高不得超過

核定補助總經費之百分之五(限經常門)。所稱總經費

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

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

租金、通訊費、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茶水

、文具、補充保險費及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

險費(含志工保險費)等項目。

(三)補助項目

21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五、補助內容及項目(3/6)

(三)補助項目

4.專業服務費
A級單位至少補助3名，每單位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50萬元。
B級單位每單位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專業人員須具
長期照顧服務相關經驗，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1)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2)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理、

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運動保健等相關科、系、所、學
位學程、科畢業。

(3)專科以上學校，非屬醫事人員相關科、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
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及長期照顧等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
畢業，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

(4)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者。
(5)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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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項目(4/6)

(三)補助項目

5.照顧服務員
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50萬元(可含勞健退保費)。未依規定辦理勞
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本署不予補助。

6.儲備照顧人力
− 一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4萬元(可含勞健退保費)，結合儲備照顧

人力1-2名。為鼓勵年輕世代投入，促進產學合作，每單位得
依業務需求聘任專科以上學校在學學生，以醫事人員相關科、
系、所或公共衛生、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
顧、運動保建科系為優先；或具有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者，
每小時以新臺幣133元計，惟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儲備照
顧人力薪資。

− 原鄉/偏遠地區除培力在學學生外，可結合具照顧服務員資格
者任儲備照顧人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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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項目(5/6)

(三)補助項目

7.社區巡迴接送
(1)交通車：最高補助新臺幣95萬元。
(2)司機：補助1名，最高補助新臺幣33萬7,500元。
(3)車輛租金：二年最高補助新台幣162萬5,000元，不得與交
通車、司機補助重複申請。

(4)維運費用12萬元/年(限購置交通車者，採車輛租金方案者
無有本項補助)：含車輛用油、維修保養、保險費、稅費、
監理費用、修改或增加車輛設施費、車輛停車場站或執勤
中所需之停車費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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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項目(6/6)

8.跨專業團隊業務費：A級單位每月召開跨專業團隊、社區網
絡整合會議所需相關費用，年度最高補助20萬元。補助講座
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費、宣導費、佈置費、臨時
酬勞費、器材租金、交通費、印刷費、膳費、雜支。

9.個案管理費
− ABC模式：經照管中心新評估或複評，且願意接受A級單

位協調安排照顧服務之個案，補助個案管理費每一個案一
年新臺幣1,000元，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

− BC模式：經照管中心新評估或複評，且願意接受B級單位
協調安排照顧服務之個案，補助個案管理費每一個案一年
新臺幣1,000元，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

(三)補助項目

25
備註：接受補助之單位，須配合本署輔導團隊定期輔導，並參與行動研究與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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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巷弄長照站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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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長照站實務運作機制(1/4)

C級巷弄長照站是創新服務，第一階段辦理
期間尚無相關收費標準，惟服務涉及提供
衰弱老人、失能/失智症者之照顧，經彙整
試辦縣市政府及服務單位意見，規劃巷弄
長照站收費原則：

巷弄長照站應有使用者付費機制，透過部
分負擔方式合理反映營運成本；

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可配合本部
護理及健康照顧司規劃之方案辦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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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長照站實務運作機制(2/4)

28

服務項目 收費機制

短時數托顧服

務

1. 有鑑於本部業挹注設施設備費用、人事費用等相關補助，俾巷弄

長照站提供服務。

2. 為利巷弄長照站順利營運，並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建議民眾使

用巷弄長照站服務，按其經濟身分別，每小時收費以0-60元為原

則，並不納計民眾照顧服務時數。各地方政府可依當地生活水平

酌予調整。

喘息服務

1.C級巷弄長照站如符合喘息服務提供單位之資格，經與地方縣市政

府簽約後，可成為喘息服務單位。

2.服務對象為輕度失能、失智者，可依各縣市喘息服務補助規定辦理。

惟喘息服務時數不得與短時數托顧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時數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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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長照站實務運作機制(3/4)

29

服務項目 收費機制

預防及延

緩失能照

護服務

1. 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推動「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鼓勵縣市

政府輔導巷弄長照站成為特約單位，將服務導入。

2. 經地方政府審查通過之特約單位，得接受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之

服務費用補助。

共餐服務

1.考量本部業補助每月2萬元專案活動費，可用以支用共餐服務所需。

2.惟考量C級單位共餐服務模式多元，爰服務單位可視供餐實際情形，以

及整體營運狀況向民眾酌收部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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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長照站實務運作機制(4/4)

 巷弄長照站場域設置應以安全及符合長輩需求為原則，減少繁複建築

法規限制，以利據點或社區組織活化在地空間轉銜設置，設置相關規

範如下：

 服務對象每人應有至少3平方公尺以上活動空間。

 設有無障礙出入口；不得位於地下樓層；若為2樓以上者，需備有電梯。

 廁所備應有防滑措施、扶手等裝備，並保障個人隱私。

 應設有簡易廚房或備餐場地。

 應配置滅火器、裝置緊急照明設及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配置滅火器兩具以上，分別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

所；有樓層建築物者，每層應至少配置一具以上) 。

 應針對服務場地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訂定長者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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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區巡迴車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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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巡迴車實務運作機制(1/2)

 服務運作原則：由A級單位發展在地化社區巡迴接送服務

模式，串連A級、B級、C級服務資源。

–服務以共乘方式為優先，配置隨車服務人員，提供定時定

點的接送服務，滿足失能者、使用輪椅者之接送需求，提

升服務可近性。

–視區域服務個案實際需求、整體規劃路程並彈性調派日照

中心交通車及社區巡迴車，協力提供接送服務。

 如服務使用者於ABC服務區域外有其他就醫需求，可運用

既有長照交通接送或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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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巡迴車實務運作機制(2/2)

有關巡迴車之收費機制，衡酌社區巡迴車係創新
服務，民眾服務使用行為尚待建立，並為鼓勵民
眾走出家門使用服務，規劃原則如下：

服務推動初期，由本部增加補助車輛維運費12萬
元/年，俾鼓勵服務單位以全額免費為原則提供民
眾服務。

原鄉、偏遠地區，考量幅員廣大，建議服務單位
仍以服務效益最大化之前提，可向民眾酌收部份
費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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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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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1/3)

35

執行目標

1.照管中心與A級單位具體分工

2.A級單位發揮個案管理實質功能

3.照管中心功能升級、服務提供單位量能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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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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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請服務

照管中心

尊重個案選擇意願

照會
A級單位

1.評估需求核定給付額度，並擬定照顧計畫
(care plan)

2.角色任務：
(1)服務體系推動之監督與管理
(2)向前延伸至出院準備，向後落實個案服

務品質管控。

照管中心提供評估資料與核定結果給A級單
位。

照會
長照服務單位

向個案詳細說明長照ABC模式，尊重個案選
擇：
(1)無意願使用，照會長照服務單位提供服務。
(2)有意願使用，且具照顧服務、喘息服務等

需求，照會A級單位進行後續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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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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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中心

A級單位

家庭訪視及評估

1.擬定服務計畫
2.安排照顧服務

ABC單位提供服務

A級定期追蹤

1.以最小化民眾等待服務時間為原則。
2. A級單位視個案服務需要安排家訪及評估。

召開跨專業
個案照顧會議

1.A級單位視個案需要或提
供服務後有問題者，邀集BC
級單位召開跨專業照顧會議
2.原則每月至少1次

1.A級單位照會B、C級單位提供服務。
2.民眾與ABC級單位簽訂服務契約。
3.ABC級單位依個案使用服務情形登打服務紀錄。

1.A級單位定期追蹤各級單位提供服務情形。
2.個案有變更服務項目或變更額度之需求，通報
照管中心。

1.長照中心監督服務體系之推動。
2.定期複評，並落實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變
更
服
務
項
目
/
變
更
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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