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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12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14 時 

貳、地點：文心 6-1 會議室 

參、主席：劉主任委員彥澧 

出席人員：(如附出席表)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衛生局專題報告「臺中長照規劃」（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葉委員致微： 

一、為了優化長照作業流程，衛生局將原本需時 29 天的流程縮

短至僅需 9 天，且家數快速成長，請問在強調績效的同時

對於品質管控是否有配套措施。（簡報第 10 頁） 

二、機構設立及特約「一契呵成」專案中，不同的機構及不同

的專業人力提供個別服務，若發生契約的爭議，應如何課

責？是否針對爭議事項追溯至實際提供長照服務的執行層

面。（簡報第 11頁） 

三、臺中幅員遼闊，隨著加入長照行列人才逐年成長，是否需

關注偏鄉地區面臨著人力資源分配不均的挑戰？（簡報第

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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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建構臺中智慧長照藍圖中，市府致力於發展穿戴裝置、

照顧機器人，若經裝置或機器人檢視發現異常，要如何建

立即時的聯繫機制，使其能夠立即通知家屬或醫療團隊，

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的完整性。（簡報第 30 頁） 

五、長照機構的爭議案件之申訴管道，本府是否有建立標準作

業程序（SOP），或值得全國學習的作法。此外，民眾對長

照爭議處理管道的知情程度為何？請衛生局提供自 108 年

迄今爭議案件處理的具體統計數據，以量化說明能更客觀

瞭解相關情況。 

  

劉委員嘉薇： 

一、社會新聞曾報導長照服務的個案遭誘騙財產的情況，市府

是否在類似的案件中提供足夠的法律協助或適當的支援，

包括協調與執法機構的合作、提供法律諮詢，或協助個案

在法院提起訴訟。 

二、據了解其他縣市已建立換工的機制，透過參與志願服務可

獲得點數，未來若需要長照服務，可享有優先使用的權益。

目前臺中長照服務在交通方面需求龐大，是否有相關的換

工規劃？ 

三、衛生局對長照機構或人員，是否實施相關督導考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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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建元： 

一、運用智慧科技協助行政業務為必然趨勢。然而，由於高齡

者在使用智慧手機方面存在一些困難，因此確實需要充分

發揮區公所、里長、里幹事、學校老師等各方的支援，以

更有效地推動智慧服務。 

二、近年來，智慧醫療發展迅速，除簡報資料所引的運用之外，

其他縣市也有很多值得參考的案例，例如，新北市採用無

人機送藥到偏遠地區、實施遠距健康管理等創新應用，建

議可主動以 OT 的方法開放與民間業者合作，以推動智慧醫

療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三、隨著社會高齡化的進展，長照機構面臨的人力不足和經費

短缺等問題將變得更加嚴重。為了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需

要致力於促進高齡者的健康，使他們能夠自主照顧、活得

有品質，進而降低對長照市場的需求，也間接減輕人力和

經費方面的負擔。 

四、為促進高齡者的健康，建議充份利用閒置公有建築物，將

其轉用於長照或高齡照顧的用途。因此，市府可以進行全

面性且通盤的規劃，以打造對高齡者友善的環境，包括改

善社區公共設施和人行步道等措施。 

五、為了解決志工不足的問題，國外曾經建立「時間銀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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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新北市的民間團體也曾嘗試實施此模式。建議市府

評估引進「時間銀行」制度，並結合市民卡，探討其可行

性，透過志工服務，以累積績點，換取所需的服務，有助

於擴大志工參與。 

六、超高齡社會來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已不可避免。長照為

高齡照護的一部分，而高齡者需要的照護不完全是醫療行

為，為了資源的整合與有效運用，建議市府應有一跨局處

統合協調單位，並由府層級督導，如推動所需的經費，可

考量碳費或空污基金，整合環保局等單位的資源。 

 

   王委員業立：    

一、作為這幾年接受長照服務家屬而言，對於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這幾年的努力深表感謝與肯定，讓親戚在過世前都能得

到相當滿意的居家照顧、交通接送、輔具申請等長照服務。 

二、對於長照即時通 APP 實際使用狀況如何？許多失能、失智

或獨居的長者是否可能面臨使用障礙，進而降低了 APP 的

使用率？ 

    

   林委員良泰： 

一、交通局於梨山地區推動幸福巴士「梨山 1 號」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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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2 年獲衛福部高齡友善城市獎、於 2023 年獲運輸學

會傑出交通運輸計畫獎，且已完成客貨共載、觀光推動（含

預約）等機制設計，因此，在未來的努力方向中，可以考

慮與交通局進行密切的溝通和整合，加強交通接送服務的

預約派車和動態排程管理，以有效達到跨域資源整合之效

果。 

二、爭取相關基金應用於長照時，宜先爭取在該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中新增此支用項目。例如爭取空污基金

除需先以節能減碳方向論述外，並應將基金的支用項目增

加『大眾運輸發展』及『長照服務』。 

 

柒、主席結論： 

一、感謝委員提供意見作為施政參考，請詳實記錄，並函請相

關機關針對委員之建議，盤點務實可行的方案。 

二、在六都中，臺中是第二年輕的城市，然而，隨著年紀逐漸

增長，人們開始深刻體悟健康的重要性，因為只有擁有健

康，才能真正獲得快樂，因此，提升高齡者的健康成為當

務之急，是根本解決長照問題的關鍵。 

三、對於一座城市而言，即便是微小的改變也可能蘊含著巨大

的進步。勿輕視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變革，都可能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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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深遠的影響，並牽動著眾多市民的生活。讓我們共同

努力，共同迎接挑戰，建設更美好、更宜居的臺中。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16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