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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從「職能」觀點初探我國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 

*鄭鈞元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摘要 

本研究結合職能觀點，聚焦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中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角色，希冀達至具體研究目

的有二：一為瞭解建置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的理由；二為瞭解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的標

準。研究者以半結構式訪談共 8位居家服務單位之所長、主任、督導及組長，並以質性探究之詮釋

學方法進行訪談內容的剖析，歸納出研究結果：就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的理由而言，主要有：(1)目

前長照居服單位經營者缺乏居服員職能分級概念；(2)目前學校培育人才內容缺乏職能分級概念；

(3)居服員分級制度的建立，有助於提升其專業性，降低社會負面觀感等三個主要因素。另外，就居

服員分級制度的標準而言，結果有：(1)依實務工作經驗（年資或時數）；(2)規範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及時數；(3)須建立公平分級認證單位及機制。本研究藉由理念基礎與實徵文獻對於研究結果的辯

證與批判，提出基於職能觀點對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及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職能、居家照顧服務員、居服員、分級制度 

1. 前言 

隨著醫學進步，人類整體平均餘命提升，人們對長期照顧的需求已超越過去世代，因此長期照

顧資源及長期照顧專業人力之需求也與日俱增（黃志忠，2016；蕭文高，2017）。隨著世界先進國

家將「在地老化」(leiae ia :.lhe)視為長照政策目標之發展趨勢下，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模式

便成為優先規劃推動的項目（呂寶靜、陳正芬，2009）。如同行政院衛生署於 1997年發表「衛生白

皮書—跨世紀衛生建設」，正式提出長期照顧的發展方針為「居家與社區式照顧占 70%，機構式照

顧占 30%」，明確指出以「居家式服務」和「社區式服務」為發展主軸，正式將「在地老化」概念

放入長期照顧的國家政策計畫當中（劉金山，2013）。 

基於以上的發展趨勢及長照政策規劃背景，造成居家服務需求量遽增，也凸顯了居家照顧工作

人力短缺的問題，因此人力培育受到高度重視。行政院於 2007 年配合「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之要求訂定「長期照顧人才培育實施計畫」，此為我國長期照顧首次針對人力培育訂定計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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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社政、衛政、勞政及教育等四個主管機關進行長期照顧服務人才培育規劃。但根據衛福部統

計，截至 105年底，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結訓領有結業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共

計 12萬 2180人，然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僅占 24.5%；106年 9月全國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

業證明書且任職於長照領域，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占比則僅 21%（監察院，2018）。 

為何參加照顧服務員培訓者考證意願低、持續進修意願不高？根據邱泯科與徐伊玲(2005)的研

究發現，某些居家照顧服務員認為考照並非出於自願，而是來自受聘機構的壓力，甚至也有受訪者

表示基於希望未來能提升薪水而去考照。然而從我國規範的資格來看，取得證照並非必要條件，且

目前建立的單一級證照制度並未與薪資待遇及職涯層級有關連，以至於參與培訓者、考照者遠多於

實際從事者之現象。 

另外，根據教育部統計，大專校院「老人與失能成人照護學類」的學生人數從 94 學年的 882

人，在 107 學年已經增加為 6530 人，近 13 年來增加了 6.4 倍；開設相關科系的學校也從 94 學年

的 5校，成長到 107年 33校，也就是說已經有 2成的大專校院設有相關科系。若再把「護理及助

產」或「其他醫藥衛生」等涉及「長照」或「高齡」跨領域科系所也納入計算，107學年的學生達

到 7387 人，開設相關科系的學校共有 43 校。近 10 年累積學士畢業生 8962 人、專科畢業生 2176

人（教育部統計處，2019）。但畢業後投入長照相關領域者，卻只有四成三（國語日報，2016）。除

此之外，教育部為促進長照服務長遠發展，自 2007年開始在高中職試辦「照顧服務科」，將培育長

照服務人力工作向下紮根至高中教育階段，目前全台共 19 所學校、學生 245 人，但 2018 年平均

招生率僅 25%（創新照顧，2021b）。 

就讀老人相關科系畢業學生不願進入照顧體系工作？又為何高中職設置照顧服務科，面臨招

生困難之窘境？除工作辛苦、薪水未必好、社會地位不高等一般認知外，被認定為非專業工作屬性

及缺乏發展願景更是讓許多願意投入此行業者卻步的原因。例如，為加強輔導新住民參與照顧服務

員培訓課程，照顧服務員訓練計畫已取消國小學歷限制，足以可知導致國人對照顧服務的認知是低

技能的，無須較高的正規教育（呂寶靜、陳正芬，2009）。另外，一般民眾接受 90小時以上照顧服

務員訓練課程即可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對於教育階段培育之學生而言，實無動機要花 2-5年等正

規教育時間來取得照顧服務員的資格（劉金山，2013）。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的居家照顧服務培訓機制及相對應的考照制度皆缺乏明確的分級制度，以

至於讓未來有意或目前實際從事居服工作者，減低考證意願及持續進修、訓練的動機，甚至影響就

業動機。這些種種阻礙因素，皆突顯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的必要性。況且，我國衛福部所公佈之

「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及發展長期照顧人力目標之一便是規劃照顧服務人力分級，以

建立照顧服務員職涯發展，甚至，立委與學界代表於 2021年 2月 2日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共同

呼籲催生照顧服務專業人員國家考試制度。但目前僅有勞動部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證照，

且缺少進階分級制度，如此推動照顧服務師的國家考試，將造成民間機構用人的衝擊。 

許多先進國家已針對照顧服務員所需具備之能力給予分級，並依分級方式設定不同工作與職

業位階，以提升照顧服務員之照顧能力（吳肖琪等人，2015）。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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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了一項計畫「需要幫忙嗎？如何提供與支付長期照顧(He.: Wlated? Pnovidiae lad Plyiae fon 

Loae-tenm Clne)」，其中針對各國長期照顧政策與內容進行討論與檢討，包含各國對基礎照顧服務

人員的分類、訓練計畫及模式的分析（吳玉琴，2013；王怡分，2017）。本研究選擇以日本及英國

作為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之參考，乃是基於此兩個國家所推動的居家照顧制度雖不同但各具

特色，日本是自 2000年推動介護保險；英國則是自 2000年訂頒「國民健康及社區照顧法案」採稅

收方式作為推動社區照顧之財源（呂寶靜、陳正芬，2009）。不同的長期照顧制度將形塑居家服務

方案的運作，也影響其衍伸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因此，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方式，蒐集並分析國外

有關照顧服務員的分級制度與規範，作為本研究之半結構式訪談題項；其次，邀請居家服務單位之

所長、主任、督導及組長進行半結構式訪談(Semi-Stnuhtuned Iatenviews)。最後，期待透過本研究結

果，初窺居家照顧服務員建立分級制度的理由及標準，以作為未來人才培育之參考。 

2. 居家照顧服務員職能及分級制度文獻分析之探討 

2.1 職能定義 

職能(Com:eteahy)的觀念興起於 1970 年代初期，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MhC.e..lad 率先提出。

他發現智力並不是決定工作績效的唯一因素，還找出一些卓越績效行為背後的因素，例如︰態度、

認知、以及個人特質等等，稱之為職能(hom:eteahe) (MhC.e..lad, 1973)。而有別於MhCe..lad 的個

人職能，Boyltzis界定的職能是一般性的，他提出個人職能的定義為某個人所具備的某些基本特質，

而這些基本特質則是導致個人在工作上，表現出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績效及成果之基本關鍵特性

(Boyltzis, 1982)。S:eahen 與 S:eahen (1993)則根據 Fneud 潛意識理論所提出的職能之冰山模型(Tte 

Ihebene Mode.)認為，職能是一連串能力的綜合，像一個巨大的冰山，包含水面上與水面下兩個部

分：水面上則為知識與技能，容易被人發現同時也是可以透過訓練與發展方式去獲得這些知識與技

巧；而在水面下為個人潛在基本特質，例如動機、特質、自我概念屬於較不易為人發現。綜合以上

學者對「職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定義後，「職能」不只是要求個人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更是一

個知識、態度及技能等相關的集群體(Plnny, 1998)；職能並非都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它是可以透過

訓練與發展的方式來增進績效的(Rle.ia & Coo.edee, 1995; Plnny, 1998; Rlymoad, 1999)。因此，本研

究將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職能定義為居家照顧服務員所需具備的能力，而該能力是一組知識、態度以

及相關技能的集群體，該能力將影響居服員在工作情境及擔當重任時的實際反應，也能有效預測其

在工作場域中的績效與行為表現，不僅包括居服員個人目前已具備的特質和行為，亦涵蓋其未來可

能發展的潛在能力與學習能力。 

2.2 日本和英國實施照顧服務人力分級制度之作法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來看，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的進用、培訓、激勵以至於留任皆是重要

的議題。而在進用的過程中，招募活動是具關鍵性的，因為在進行招募時將會針對特定職務工作的

資格予以規定，而該規定即是反映出對該職務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通常是以教育程度、工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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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取得證照或受過訓練作為指標（黃源協，2008；呂寶靜、陳正芬，2009）。除了專業知識技能

外，長期照顧服務工作者的實務還受到環境價值觀、目標和單位組織結構的影響，職業分級(hlneen 

.ldden)將可以有效地衡量專業人員在單位或機構中的成就和貢獻（莊東憲等人，2020）。以下將針

對日本和英國之居家照顧服務在居家照顧職業分級上之作法予以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日本 

日本有鑑於成為全世界最長壽之國家，特於 1990 年訂頒「高齡者保健福利推動 10 年策略」

（又稱「黃金計畫」，Go.d P.la），將早於 1956年起使用之「家庭俸仕員」改稱為「居家服務員」，

並於 1991 年將其分為三級，更明定各級之受訓時數及內容（呂寶靜、陳正芬，2009）。但有鑒於失

能老人照顧需求日益增加，以及為確保照顧人力的質與量，實施「專業人才培育」以及「多層級培

訓課程」。前者是指，1987 年立法通過「社會福祉士及介護福祉士法(Centified Sohil. Wonken lad 

Centified Clne Wonken Aht)」，於隔年實施學校專業教育養成機制與國考證照機制，培育「介護福祉

士」(Centified Clne Wonken)」。而後者是指，日本透過開辦各種不同時數的照顧培訓課程，試圖於短

期內大量培育國人具備基本的照顧知能，確保從事照顧工作人力（徐明仿、李德純，2021）。 

另外，1990年日本厚生省（現為厚生勞動省）制定了「居家服務員養成研修制度」，將居家服

務員分為三個等級，分別是：3級為進行家務援助：僅具有提供家事援助之資格；2級進行身體介

護：是最基本的居服員資格；1級則擔任協調者及困難事例的介護（李佳儒，2011）。直至 2013 年

的介護保険法修正後，將日本現行的介護從業人員分為以下內容（創新照顧，2021l）： 

(1) 生活援助從事者（1 級）：主要從事洗滌、清掃、整理衣物、煮飯、代購等家事服務與領

藥等身體接觸性介護以外的業務，但不包括須介入介護本人以外的生活協助。無學經歷、

性別及年齡等限制，須接受 59 小時培訓。 

(2) 介護職員初任者（2級，最基本之居服員資格）：須參加 130 小時「介護職員初任者研修」

入門資格的培訓課程，通過此研修者，可擔任居家或機構之介護工作，為高齡者或障礙者

進行用餐、更衣、沐浴等各種專門支援知識與技術。 

(3) 介護福祉士（3 級，須具備國家考試及格者）：具資格者，可根據高齡者的狀況提供相對

應的介護服務，並可和其他相關職種的專業人員進行相互協調與合作。 

(4) 介護支援專門員（4 級）：具此資格者，須具國家資格的醫療、保健、福利等相關領域之

工作人員，且至少具備 5年實務經驗以及 900日以上的照護現場經驗證明，方能參加「介

護支援專門員實務研修考試」；及格者，須再參加「介護支援專門員實務研修」講習與演

練 87小時及居家照護支援事業所實習 3天，結業後才可登錄領取「介護支援專門員證」，

才可以進行個案照顧計畫之安排及協助高齡者利用介護保險等事宜。 

由以上日本的介護從業人員分級制度可以窺知，日本是以活用國內人才為前提，嘗試於「把關

照顧服務品質」以及「減輕照顧人力缺口」此二議題間，取得國人與社會可接受的平衡點，且此平

衡點是符合日本長照政策理念與照顧服務理念（徐明仿、李德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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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社區照顧(hommuaity hlne)的理念起源於英國，其崛起是源自於對 17 世紀貧窮法案(tte Poon 

Llw)以來之機構收容的省思（黃源協，2004；林淑萱，2009）。其基本內涵是指整合全部社會資源，

運用正規照顧和非正規照顧網絡，為需要照顧人士在家庭或者社區中提供全面照顧，幫助其正常生

活，也是英國當前老人及失能者服務輸送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醫院和養老機構已無法滿足

日益增長的失能、半失能和老年人群，英國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能支持該人群接受社區照顧；

1980 年以前的社區照顧服務供給者的主要責任仍在地方政府，理念上是「在社區照顧」(hlne ia 

hommuaity)；1980年以後照顧理念則逐漸轉變為「由社區照顧」(hlne by hommuaity)，也就是將社

區照顧的責任移轉至家庭、鄰里、社區等非正規組織，地方政府不再是照顧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

是協調者和購買者的角色（黃源協，2004）。 

英國的社區照顧包括健康照顧與社會照顧（包括家務服務、餐飲服務、日間照顧等），前者由

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ltioal. Hel.tt Senvihe，簡稱 NHS）掌管，後者則屬地方政府的責任英國政府。

為能建立健康照顧與社會照顧服務提供的規範系統以及促進公部門的照顧服務效率，英國分別在

2000 年、2004年頒訂照顧標準法案(Clne Stladlnd Aht 2000)及「照顧服務效率輸送」(Clne Senvihe 

Effihieahy De.iveny，簡稱 CSED）方案，也藉此方案成立「社會服務責任委員會」（Couahi.s witt 

Sohil. Senvihes Res:oasibi.ities, 簡稱 CSSRs），發展出六大環環相扣的工作目標：(1)有效促進居家

照顧的現代化；(2)評估與照顧管理；(3)需求預估與能量規劃；(4)居家照顧的再改造；(5)改進艱鉅

的實務；(6)改變社區設備與餐飲服務（林淑萱，2009）。 

在英國，「社會照顧」(sohil. hlne)則常被用來界定與規範在法定部門和獨立機構（通常是指日

照中心或住宿型機構）內非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人員之責任與義務（周日清，2000；呂寶靜、陳正

芬，2008），也以「社會照顧人員」一詞定義在社會服務部門提供社會服務的工作者，惟當用在第

一線提供照顧之工作員則稱為「直接照顧工作人員」(dineht hlne wonken)或「支持性工作人員」(su::ont 

wonken)（呂寶靜、陳正芬，2008），而這些社會照顧人員必須通過全國職業檢定才可獲得資格擔任

之（呂寶靜、陳正芬，2009）。 

其中對於健康領域之工作人員的生涯架構層級則區分為九類(Felnfu.., 1997; Wniett et l.., 2008)，

其中第一層級者是「初始入門工作者」(iaitil. eatny .eve. oobs)，照顧服務員即隸屬於此層級，僅要

求極少的正式教育或者相關知識與技能，且多數情況也不要求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只需在正式工作

前由雇用單位提供為期六週之職前訓練，當從事照顧服務員一段時間後，將建議其參加國家職業檢

定（呂寶靜、陳正芬，2009；Felnfu.., 1997；Wniett et l.., 2008）。第二層級則是「直接照顧工作人

員」(dineht hlne wonken)，其職位名稱為「健康照顧助理」或是「健康照顧技術士」，則須取得國家

職業檢定之資格方可擔任（呂寶靜、陳正芬，2008）。 

由以上日本及英國的經驗可以得知，居家照顧服務員該職業在證照化的過程中，對於該職業之

「角色描述」可提供具體明確的規範，再配合分級制度設計相對應的技能檢定與職業證照，將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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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出具有充分專業職能之人員；在這之前，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訓練課程，才能對應其該

職業之職能需求而設計其內容。另外，透過分級制度建構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生涯階層(hlneen .ldden)，

也可促進居家照顧服務員不斷精進專業知能之途徑。 

反觀我國照顧服務員的分類，只分有證者及無證者，加上現行開辦的照服員職類丙級技術士

證，考量照護弱勢失能者之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屬全能照顧範疇，其工作技能均應一次到位，且

服務品質不應有等級之分，因此在考證設計上，照服員職類只採單一級認證（吳肖琪等人，2015）。

另外，在照顧能力訓練，我國照服員訓練課程，包含核心課程、回覆示教及臨床實習，共 90小時，

完成訓練者，即具擔任照服員之資格。相較於國外上百小時的訓練課程，我國的訓練課程明顯較為

不足。未來若能參考國外照顧服務員的分級制度，並根據目前我國居家式照顧服務的屬性，建置完

善的分級制度及相對應的人才培育方式，應可鼓勵且吸引人才投入或留任。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選取 

質性研究主要是從研究對象的觀點來瞭解現象的意義，因此，選擇合適的研究對象可以讓研究

者獲得最大的學習與資料蒐集之效果，這種選擇合適研究對象的過程稱之為立意取樣(Mennilm, 

2002)。研究者從 109 年度高雄市、屏東縣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結果中，挑選了高屏地區

7家提供居家服務的單位共 8位所長、主任、督導及教育組長（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代碼 性別 職稱 服務年資 單位區域 109年度居家式長照機構評鑑結果 

1F-S 女 督導 5年 屏東 合格 

2F-D 女 主任 3年 高雄 合格 

3F-D 女 所長 12年 高雄 合格 

4M-D 男 主任 6年 高雄 合格 

5F-D 女 主任 27年 高雄 合格 

6F-S 女 督導 3年 高雄 合格 

7M-S 男 組長 6年 高雄 合格 

8F-S 女 組長 3年 高雄 合格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職能觀點初探我國居家照顧服務員分級制度進行質性探究，所採用的是詮釋學角

度的深度訪談。視研究者或訪員與受訪者為一種互動的過程，藉由說者與聽者的溝通經驗與文化情

境的理解，不斷地在詮釋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畢恆達，1996）。因此，本研究者基於對居家照顧

服務制度、培育人才方式的熟稔為先備知能，親自邀約研究對象以聊天方式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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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Stnuhtuned Iatenviews)。在透過聊天方式下營造與研究對象對話較為輕鬆自在的氛圍，藉此可

直接體驗研究對象對居家照顧服務的服務內容、服務環境與分級規劃，以建立共享的文化脈絡系

統，促進彼此的理解與溝通，有助於研究者對於訪談內容的詮釋。 

3.3 研究歷程與限制 

本研究在進行訪談之前，乃先行召開兩場次焦點座談，詢問及徵求專家學者與居服單位代表的

意見，藉以確認與調整研究的重點與方式。原本規劃訪談研究對象時也一併進行訪談該單位之居服

員，然而，鑑於二點理由而做調整：(1)焦點座談中專家學者雖肯定多元方式進行之理想性，但僅數

小時之訪談無法真正瞭解所謂的「實況」；另外，參加焦點座談的居服單位代表們也否定訪談單位

居服員的可行性，參加焦點座談的代表們認為，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居服員分級制度的可能性，而

訪談居服員時，代表們擔心居服員會僅以薪資福利、年資作為分級依據，進而表示過多對目前服務

單位的不滿，認為此會造成「單位」有被「負評」之感覺，屆時將難以邀請受訪對象，所以改為著

重居服單位主管的「自陳觀點」；(2)原規劃採當面訪談方式，但因疫情關係，讓受訪對象忙於處理

防疫工作以及限制外來者進入單位，因此最後僅能採個別化視訊方式進行訪談，每位受訪者訪談時

間約 1小時，訪談內容包括：居家照顧服務員需要分級的理由、標準及分類。 

3.4 資料處理及反思 

本研究利用視訊方式採半結構性訪談，資料蒐集以現場錄影、錄音及研究者筆記，事後由 1位

就讀高齡長照系大學四年級資深助理轉為逐字稿的方式進行，而該名助理曾協助研究者進行長達

二年的產學合作訪談調查，並經原受訪者檢核無誤與修改後完成訪談稿件。其次，由研究者與助理

進行資料的開放性編碼工作，並參照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等加以分段標示重點、內容分類、重點歸

納、彼此檢核。最後，再由研究者檢視後完成資料彙整與詮釋。基於研究者秉持的質性探究傾向於

建構主義典範所強調的研究真實性與倫理標準，而非實證主義所重視的研究信度與效度問題（胡幼

慧、姚美華，1996）。因此，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為能於最後呈現具有品質的研究結果，於

是關注三個重要面向：就研究對象內在的一致性而言，研究者須採取同理的態度去聆聽，站在研究

參與者的角度來了解他們的觀點；就資料的可靠性及遷移性特質而言，研究者針對訪談大綱、歷程

與研究結果的呈現，持續地進行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交互思辨；就資料的真實性而言，在訪談內容轉

錄逐字稿的過程中力求嚴謹，並請受訪對象複核，以求真實、有效地表達訪談內容。 

4. 研究重點剖析 

本研究結果共分為兩個重點加以剖析，分別是：研究對象對於居服員職能概念的理解及居服員

職能標準，其中第一點是具體回應研究目的一「瞭解居服員分級理由」；第二點則是回應研究目的

二「瞭解居服員分級制度的標準」。茲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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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的理由 

目前長照居服單位經營者缺乏居服員職能分級概念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理由集群的第一個要素，即是目前長照居服單位經營者缺

乏居服員職能分級概念。居服員職能概念，是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進行專業照顧服務所需之專業能

力。就像受訪者提到： 

「國內長照服務起步較日本及歐美國家慢，國內長照領域居服員及居服機構的經營管理者多

數無能力分級概念與意識。」(1F-S) 

「目前多數居家服務單位對職能概念並不熟悉，而且多數居服單位負責人採用居服員標準，僅

著重於是否擁有單一及照服員技術士證而已，並無就職能觀點進行工作分類或分級。」(4M-D) 

目前學校培育人才內容缺乏職能分級概念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理由集群的第二個要素，即是目前學校培育人才內容缺乏

職能分級概念。教育訓練單位目前無論在正規或非正規的培訓內容，僅就照顧服務內容進行培育，

但卻忽略基於職能概念進行培育內容的分類及進階訓練。就像受訪者所提的細節： 

「國內過去與現今的居服員多以二度就業者占多數，無論是現今的照顧服務員培訓或正規學

校培訓，皆未以職能為標準設計課程內容，未來由學校培育養成的高齡照護畢業生投入長照領

域，若能建置以專業能力分級制度的居家服務職場，有助於提升居服員的專業形象與社會大眾

認同感。」(1F-S) 

「依照現在的 BA代碼仍有不同的困難程度，以及所需要的專業技術，但目前現有的學校培育

課程卻缺乏與目前長照實務工作有直接對應的職能課程，因此因應工作經驗和不間斷的教育

訓練，實屬必要。」(6F-S) 

居服員分級制度的建立，有助於提升其專業性，降低社會負面觀感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理由集群的第三個要素，即是居服員分級制度的建立，有助

於提升其專業性，降低社會負面觀感。以下是受訪者所提到的細節： 

「若能建置以專業能力分級制度的居家服務職場，有助於提升居服員的專業形象與社會大眾

認同感。」(1F-S) 

「目前社會大環境對長照工作者的觀念還是挺不友善的，如果未來能建立居家照顧服務員分

級制度，該專業度才能更被建立，並提升其社會地位。」(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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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制度因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專業技能媒合個案的服務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也達成

案家屬對於服務專業更高品質的認可。」(2F-D) 

4.2 居服員分級制度的標準 

依實務工作經驗（年資或時數）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標準集群的第一個要素，即是依居服員實務工作經驗（年資

或時數）標準進行分級。受訪者對此提到的細節： 

「我認為實際工作經驗的年資很重要，因為工作經驗越久，就代表居服員較有能力處理一些疑

難雜症。因此我會建議須將居服員實務工作經驗年資當成分級認證之最低要求。」(1F-S) 

「目前居服員流動率也很高，如果能就實際服務工作年資進行分級標準，進而成為升遷之誘因

或工作內容之分類，將有助於留住人才。」(3F-D) 

「居服員分級標準首先應考慮實務工作經驗年資，因為工作經驗是否豐富，將會影響其專業服

務內容及品質。」(5F-D) 

規範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標準集群的第二個要素，即是規範居服員進階教育訓練時

數標準進行分級。細節如下： 

「若要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在教育訓練上必須規範必要完成之訓練課程或教育時數。因為這

樣才可以讓居服員除獲得專業認證外，也可以讓居服員提供較好的品質服務。」(1F-S) 

「運用證照、年資考核制度且經過高時數的照護訓練，如此居服員的專業皆可受到重視，也能

將長照資源運用在實際有需求的個案身上。」(2F-D) 

「居服員分級制度可依基本服務（129小時）、基本服務（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畢業）、困難

個案照顧及教學依序分為四個等級，且必須要求完成其相對應的課程內容及時數，才可以真正

落實分級。」(3F-D) 

「必須設計專業課程提供居服員學習，並將課程內容分為初階、進階、成長（如同居服督導員），

而且需要透過測試，評定學員達到其標準。」(6F-S) 

「我個人認為應該分為四級，包括：(1)具單一級證照；(2)具照顧實務指導員證照；(3)具有個

人或與其他人合作發表一篇有關照顧服務之學術文章；(4)具照顧實務指導經驗 1000 小時。」

(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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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擁有單一級證照之外，還需要設計進階課程，例如可參考日本介護士的分級制度及課程內

容、時數的設計。」(8F-S) 

須建立公平分級認證單位及機制 

居家式照顧服務員在分級制度建立標準集群的第三個要素，即是須建立公平分級認證單位及

機制。受訪者所提內容如下： 

「台灣未來如要實施居服員專業能力分級制度，未來要達到什麼目標？能力分級之目的應具

體明確。而且需有能力分級認證單位，居服員未來所持的分級證書建議全國適用。因為有專業、

公平的公正認證單位，才會這樣的分級制度有其意義存在。」(1F-S) 

「我認為居服員的分級制度的執行是否統一、由哪個單位認證、在任職前就必須要分級還是任

職後，這些都是需要值得深思考慮的問題。」(2F-D) 

「如果未來居服員的分級可由政府統籌規劃，每半年就有技術施測檢定，而且還需要與目前的

單一證照有所區隔，畢竟由民間團體舉辦，擔憂不夠嚴謹。」(6F-S)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可歸結出本研究的二大項結論，分別是居服員須建立分級制度的理由及

建立分級制度的標準所歸納出的結果，茲說明如下。 

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的理由 

歸納訪談結果，目前單一級居服員制度讓許多專科或大學本科畢業生發展受限。訪談的長照業

界多數認為「職能分級」是可以解決此問題的一大制度性解方。但是，受訪者認為目前長照業界普

遍缺乏職能概念是個事實，而且無論是正規或非正規培育單位僅就應有的照顧知識及技能提供訓

練場域，而無基於職能觀點進行課程內容及時數的規範，也是個不爭的事實，以至於無法提升居服

員的專業性，也因此導致社會觀感不佳，這更是讓很多年輕學子畢業後不願投入該市場的主因之

一。 

若以 Wise (2005)所提具專業性的職業特性：(1)具有特殊的知識，且是該職業的從業人員才能

瞭解的；(2)身處於該職業的人除了能瞭解專有知識外，尚需能在工作進行中將專有知識付諸實踐；

(3)具有認證及執照制度，以確保該職業的從業人員均有足夠的知識與實踐的能力，檢視目前我國

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專業性，將如同蔡淑鳳等人(2013)與施秋蘭(2013)所言，僅能稱之為「半專業人

員」而已。若要真正改善這些現象，受訪者認為唯有積極參考國外已建立分級制度國家的做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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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的建立完善分級制度，並積極推廣職能觀念，讓居服員職能分級制度有效推動，並利用所建

立的居服員職能分級機制，建立相對應的訓練內容及時數。 

由受訪者對於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的理由來看，與呂寶靜與陳正芬(2009)所提之建議相似，亦

即建議更新職前的訓練課程內容、職業證照的應檢資格以及制度化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在職訓練，因

為唯有如此，才能像日本的介護制度會依其工作經驗而有分級訓練的設計，從一般的基礎知能到較

全面的照顧知能（如：失智症照顧、精神病照護等），甚至涵括服務品質的管理或行政管理技能的

研習等。 

建立居服員分級制度的標準 

歸納訪談結果之建議，未來我國居服員之分級制度應該將工作年資、教育訓練內容及時數以及

公正的認證單位予以考慮。而居服員的分級制度，受訪者表示應該必需依不同級別設定其應具備之

能力： 

(1) 第一級具單一級證照：具比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更上一層之照顧技術，因單一級證照有其

具體化的基本操作流程，更該作為其照顧的基底，進一步針對不同狀況作照顧。 

(2) 第二級具照顧實務指導員證照：此課程須至少具備高中學歷、三年居家服務經驗及單一級

證照等基本資格，才能接受照顧服務指導員受訓。 

(3) 第三級具有個人或與他人合作發表一篇有關照顧服務之學術文章：已完成第二級訓練並

成為教學者後，進一步將實務經驗作為技術報告或學術文章進行發表。目的是讓自己的實

務工作經驗與內容，透過用文字方式具體化呈現狀況評估、介入方法以及成效狀況。 

(4) 第四級具照顧實務指導經驗 1000小時：要成為更高階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務必透過反覆

的實做與教學，累積照顧實務指導的經驗，方能對照顧工作之敏感度、評估能力、照顧技

術、溝通能力、專業知識等更成熟且運用自如。 

根據訪談結果的居服員分級制度，除與國外許多國家的做法相近外，與吳肖琪等人(2015)所做

之研究結果亦相近，該研究參考日本、韓國、德國之分級制度，將其照顧服務員分為 3級，分別是

C1級應具備基礎照顧能力(eeaenl.)，可照顧一般失能個案；C2級須具備照顧複雜特殊個案照護能

力(s:ehifih)；具備 C3 級之照服員，其業務範圍仍應有部分時數在提供複雜個案的照護，部分時數

在處理教學、督導或品管，以避免其工作經驗與實務脫節。而在 C3 級之人才之培育要嚴格控制，

由 C2 級照服員工作一定期間後再進階，通過研究設計、報告撰寫、品質管理等相關課程，培訓具

備教學、輔導個案照顧計畫擬定與提升照服員照顧品管之能力。 

5.2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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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專業門檻，建立分級制度：相較於其他職業而言，現行居家照顧服務員未有其專特的

課程及證照考試，且門檻過低、制度過於簡化。就如同多數的受訪者所言，藉由建立專業、

分級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制度，不僅可以提高國人對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地位看法，更能使長

期照顧人才得到專業的養成與培育。 

(2) 建全培育制度，提高專業地位：本研究發現，多數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照顧服務員的訓練課

程，並不足以因應其在居家場域的照顧服務工作。因此，建議應結合教育、衛政及社政單

位，根據機構式、居家式、社區式照顧之差異性，分別研議一套完善的正規及非正規培育

人才模式與訓練內容。 

(3) 針對居服員分級制度之職能模型做進一步的研究：由於本研究的主題只聚焦在初探居家

照顧服務員的分級制度，而其對應的工作任務、知識、技能與態度內容若未能建置，其可

對應的訓練模式與內容將會受限。因此，建議未來可以針對居服員的職能模型進行研究，

並作為後續職能課程建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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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owar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Home Care 

Attendants based on Occupational Competenc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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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tis neselnht hombiaes fuahtioal. :ens:ehtives lad fohuses oa tte no.e of tome hlne ltteadlats ia 

Tliwla’s .oae-tenm hlne senvihes. Oun lim is to lhtieve two s:ehifih neselnht eol.s: oae is to uadenstlad 

tte nelsoas fon tte estlb.istmeat of l tome hlne ltteadlat enldiae system; tte otten is to uadenstlad tte 

stladlnds of tte tome hlne ltteadlat enldiae system. We hoaduhted semi-stnuhtuned iatenviews witt 8 

iadividul.s wto wene tte telds, dinehtons, su:envisons lad telm .eldens of tome senvihe uaits. Tte hoateat 

of tte iatenviews witt qul.itltive ex:.onltony tenmeaeutihs wene lal.yzed. Tte hoah.usioa of tte nesu.ts 

wls ttlt  tte estlb.istmeat of l enldiae system fon nesideatil. senvlats. Tte nelsoas wene ls fo..ows: lt 

:neseat, tte o:enltons of .oae-tenm nesideatil. senvihe uaits .lhk tte hoahe:t of fuahtioal. h.lssifihltioa of 

nesideatil. senvlats; tte hunneat hoateat of tte shtoo.'s hu.tivltioa of tl.eats .lhks tte hoahe:t of fuahtioal. 

h.lssifihltioa; lad tte estlb.istmeat of l nesideatil. senven h.lssifihltioa system is te.:fu. to im:nove ttein 

:nofessioal.ism lad neduhe tte ttnee mlia flhtons of sohil. aeeltive :enhe:tioa. Ia ldditioa, ia tenms of tte 

stladlnds of tte enldiae system fon nesideatil. ltteadlats, tte nesu.ts lne:  :nlhtihl. wonk ex:enieahe (yelns 

on touns); stladlndiziae tte aumben of ldvlahed eduhltioa lad tnliaiae hounses lad time; lad estlb.istiae 

l flin enldiae hentifihltioa uait lad mehtlaism. 

Keywonds: hom:eteahy, tome hlne ltteadlat, enldia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