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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照顧中心經營管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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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臺灣人口老化速度高居世界第一（陳亮恭，2015），為妥善照顧越來越多的高齡族群，政府推

出十年長照計劃中日間照顧中心（以下簡稱日照中心）部份，由 100 年的 73家到 104年上半年的

155家（衛福部統計處，2014）及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宣布，三年內將投入新台幣 100億元打造國內

368 鄉鎮都至少一個日照中心（江宜樺，2014）；為因應臺灣社會的需求，日照中心家數將急速增

加，其經營管理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日照中心在臺灣發展的歷史約 20 年（呂寶靜等，2014），日照

中心的相關研究則著重在服務模式與發展現況及評估等方面（邱馨誼等，2001），對經營管理的探

討則難從片段的文獻中一窺究竟。日照中心經營管理的良窳，不但關係到中心的生存，更對中心形

象、社會觀感及受照顧者權益息息相關。本研究探討 a.負責人使命與動機；b.人力與財力分配；c.

地理位置；d.空間特性；e.行銷策略等方面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議作為經營管理的參考；期待有更多

社會資源投入日照中心，幫助高齡族群能實現成功的在地老化(Successful Aging in Place)（江大樹

等，2013）。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對象為大學財金系教授一位，台北市與新北

市日照中心主管各一人，從使命與動機、人力與財力分配、地理位置、空間特性與行銷策略等方面

進行訪談分析，以探討日照中心經營團隊的管理與經營的方式。文獻分析法收集 2001年至 2015年

國內相關期刋論文 4 篇、會議論文 1 篇、碩博士論文 27 篇、電子書 7 篇等文獻，進行地理位置、

空間特性與行銷策略等方面進行分析；綜整探討日照中心營運服務的現況及成果，檢視在管理與執

行工作上的成效，在空間規劃運用、活動舉辦、人力與財力分配上，如何以最有效的經營方法來達

成組織的使命，並且分析其目前所遭遇的困難與衝突，並提出檢討與建議。 

3. 結果與討論 

就日間照顧中心的經營管理，本研究得出以下結果： 

(1) 使命與動機：願意投入日間照顧行業的經營者仍屬小眾，以具有長照經驗或護理及社工背

景的佔大多數，願意為高齡者付出的使命感是這些經營者的共同特質；而投入的動機都與

政府政策的推動有關。 

(2) 人力與財力：人力與財力的因素是最無法掌控的，護理人員、社工及照顧服務員的異動，

是經營者最常碰到也最不願意碰到的狀況，人員的異動會直接影響照護品質，造成形象受

損，若人力不足更有可能讓受照護的個案離開，也同時影響收入，處理不好很可能導致倒

閉；如經費來源是財團法人型態可藉由捐贈募款來改善財務狀況，提升照護品質。 

(3) 地理位置：日照中心位置的選擇以接近醫院（就醫方便）、人口密集（收案容易）的社區

為最佳，採光通風良好附帶庭院（藍天陽光花木有輔療效果）的一樓是首選，若為公辦民

營的型態則無從選擇，只能由空間特性來調整。另依李淑貞等研究(2013)選址要點：a.確

定土地使用分區之合法性；b.考量社區定位，與社區居民維持良好互動並相互支援；c.考

量醫療服務之就近性與方便性，包括緊急事件處理與復健服務之提供；d.考量當地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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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以滿足在地服務需求；e.服務範圍以徒步距離不超過 500公尺或單趟車程時間不

超過 30分鐘為宜；f.考量社區志工到達之易便性；g.考量社區資源之可行性與利用性，或

以社區服務取代，並融入社區。 

(4) 空間特性：以個案的使用及需求在安全與便利考量下，配合現場情境加入特有風格來規

劃。a.以安全為前提考量空間之連續性、通透性與方便照護需求，儘量規劃室外開放空間；

b.根據使用者需求，規劃空間及動線，並避免干擾；c.於適當之處規劃多功能公共空間與

小型活動空間，便於多元活動及個別化需求；d.交通接送區要便於出入；e.廁所距離以 15

至 20 公尺為宜；f.消極空間再利用；g.規劃供家屬諮詢、新案評估或長者靜養時隱密安靜

空間；h.規劃大門及玄關間之緩衝區，以避免外界干擾；i.規劃合適的懷舊元素，可穩定

長者情緒並促進其活動參與；j.規劃合適的宗教信仰空間（張力山，2014）。 

(5) 行銷策略：可分為機構內及機構外之行銷方式。機構內以品質提升為服務導向，機構外則

以社區外展溝通組合的方式，擴展社區市場供需的缺口。綜觀方式如下：a.堅持理念：以

機構服務宗旨作為永續經營的態度，秉持照顧品質之優質性、貼心服務之精神，塑造被照

顧者及家屬之安全、安心、安定之良好口碑。b.擴充服務平台據點：結合社福中心、老人

服務中心、醫院社工室、里鄰長等轉介個案，提高機構曝光率。配合社區老人據點及關懷

據點，舉辦機構宣導活動，讓更多的民眾了解日照中心的服務項目與功能；另藉由社區活

動之參與、由政府機關協助官網宣傳、或利用機構網站、行銷廣告或是地方傳播媒體報導

等，來增加機構的能見度。c.回饋活動：連結社區資源單位公部門及私部門等團體組織進

入機構辦理文康休閒活動，並開放及邀請社區居民共同參與。d. 品質與服務：提高日照

中心與其他機構在服務上的差異度，強調服務品質的優勢和完善的轉銜服務。 

二位受訪機構主管經營長照都超過二十年，對照顧老人都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強烈的使命感可

以感動員工一起為高齡事業努力，好的行銷策略不僅可激勵員工提昇照護品質亦可增加機構之能

見度及建立良好形象，而經營者用心經營也要善待員工並用心去關懷尊重員工，如此可減少員工離

職比率，良好的照護品質與機構形象，可以吸引更多民眾願意利用機構資源，也期望有更多社會資

源投入日間照顧，幫助高齡族群能成功的在地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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