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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公設民營日間托老所設置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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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南投縣的自然生態、人文與旅遊，被公認是養老的好地方。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5 年 12 月底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概況統計（衛生福利部，2015），南投縣機構數 16 間、可供住進人

數 1,197 人、實際進住人數 862 人、及內政部(2009)統計報告中的老人居住安排，顯示僅 14.96%的

老人願意住進機構。大多數高齡者均希望居住在熟悉的人、事、物的環境，在熟悉的社區中走完人

生最後的旅程。然而，政府多將資源用在照顧失能長者的長照制度「輕預防、重醫療」，但絕大多

數的高齡者都是從健康→亞健康→輕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死亡（呂建德，2015）。以80/20

法則，若我們先處理了佔大多數的 80%，較能改善照顧失能的問題（行政院，2015）。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次級資料與文獻分析進行南投縣托老所建置評估：(1)次級資料：蒐集內政部、衛生

福利部及南投縣統計通報等人口老化的次級資料，分析高齡人口數（健康及失能狀況）、高齡者住

進機構意願，及老人失能比率推估；(2)文獻分析：蒐集國內相關學術文章：博碩士論文有關社區關

懷據點 173 篇、日間照顧中心 256 篇; 期刊論文有關社區關懷據點 83 篇、日間照顧中心 105 篇，

進行托老所之場所與活動服務、人力與資金及公、民部門合作的分析與探討。 

3. 結果與討論 

3.1 場所與活動服務 

依據內政部 2016 年 2 月 65 歲以上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南投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77,960 人，

全人口失能推估以 4.16%計算，南投縣失能人口數為 3,243 人，尚有 74,717 人介於健康、亞健康、

輕度失能之間。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統計之 65 歲以上高齡社區

照顧及社會參與的數字顯示（參閱圖 1），南投縣的社區照顧單位數僅 93 所、無全縣性老人文康中

心、且都是透過一些其他類型的老人活動場所提供老人服務，加上參與人次僅 19,365 人次，尚有

55352 人是未參加，與其他各縣相較之下，明顯偏低。加上少子化造成一些校舍將面臨招無學生的

窘境，及政府錯誤決策造成的蚊子館，增加了社區閒置空間。將空間建構公設民營多功能日托中心，

可活化閒置空間提高老人服務。 

3.2 人力與資金 

南投縣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中，中央補助 105 年度長照經費約一億七仟四佰多萬元，建立關

懷據點中央補助約三百三十多萬元，兩者相距甚大。政府資源大多用在長照體系，經營者也都以長

照為重心，但台灣的健康、亞健康、輕度失能的高齡者是佔高齡族群人口最多數的。政府欠缺預防

照顧服務觀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提供成功老化、在地老化的優質環境，消耗了預算，卻

不見成果。建構公設民營多功能日托中心導入全民預防觀念，提供就業機會及高齡勞動人口再利

用，創造因地適宜的在地老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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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民部門合作 

  透過政府資源的再利用，在南投縣建置公設民營多功能日托中心，推動社區預防照顧，白天接

送高齡者至日托中心安排課程、活動，讓高齡者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健康快樂的老化，並減緩及預

防高齡者成為被照顧者；也為欲從事預防照顧服務的日托經營者提供一些參考、創造就業機會，從

務實面執行福利服務民營化，讓公、民兩部門能相互截長補短以服務國民，替家庭分擔照顧之責，

更能降低國家的社會成本。 

 

圖 1. 2015 年 1-6 月各縣 65 歲以上老人社區照顧及社會參與統計 

政府資源大多用在長照體系，經營者也都以長照為重心，但台灣的健康、亞健康、輕度失能的

老人是佔老人人口最多的，政府欠缺預防照顧服務觀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無法提供老人適

合的老化環境，無形中消耗了預算，又不見成果。本研究以探討南投縣公設民營多功能日托中心的

可行性，透過政府資源的再利用推動社區預防照顧，白天接送老人至日托中心安排課程、活動，讓

老人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健康快樂的老化，並減緩及預防老人成為被照顧者。也為想從事預防照顧

服務的日托經營者提供一些參考，創造就業機會，並替家庭分擔照顧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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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數 參加人次 單位數 參加人次 單位數 參加人次 單位數 參加人次 單位數 參加人次

總計 18 1,204,007 317 2,718,128 3,086 1,235,698 1,342 2,451,323 4,763 7,609,156

　連江縣 1 385 15 1,225 － － － － 16 1,610

　臺東縣 1 5,000 10 5,576 － － 14 4,434 25 15,010

　澎湖縣 1 2,477 6 5,049 37 16,874 6 2,878 50 27,278

　金門縣 － － － － 30 2,900 38 2,700 68 5,600

　花蓮縣 1 2,203 11 10,075 18 750 42 6,055 72 19,083

　南投縣 － － 13 4,135 － － 80 15,230 93 19,365

　新竹縣 － － 12 1,700 144 2,000 13 3,588 169 7,288

　桃園縣 － － 8 16,863 115 50,964 90 39,782 213 107,609

　苗栗縣 1 6,010 13 2,976 172 6,015 38 3,405 224 18,406

　嘉義縣 － － 16 111,131 290 181,000 3 784 309 292,915

　雲林縣 － － 23 171,125 302 27,180 － － 325 198,305

　彰化縣 － － 26 210,281 390 45,892 30 17,801 446 273,974

　屏東縣 1 42,803 23 121,000 311 37,320 116 34,800 451 235,923

　宜蘭縣 9 84,339 162 667,197 1,859 375,665 481 138,366 2,511 1,265,567

區域別

Locality  合計全縣性老人文康中心
鄉鎮市區老人文康中

心

社區型老人文康中心

(長壽俱樂部)

其他類型老人活動場

所(老人會暨其他團

體)

       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 .Recreation Cen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