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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主席：好，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照顧服務人力係為長照服務發展之基礎，其來源除透過學校教育體系培育外，以勞動部補助

辦理之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為主要來源。惟目前訓練單位多非培訓後人力未來從事長照服務之

單位，且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選擇多元，致訓練人力流失或傾向於受僱於醫療機構，造成照顧

服務專業人力不足；據查僅 4 成從事長照相關服務工作。為提升訓後就業成效，符合長照服務

單位需求，增進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成效，請勞動部於 1 個月內提出長照服務單位自訓自用之

具體規劃方案。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5 案。 

5、 

為鼓勵失業勞工從事機構照護服務工作，紓緩缺工情形，目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有鼓勵

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之津貼補助措施，每月補貼服務員 5,000~7,000 元缺工就業獎勵，對於吸

引照服員投入職場確有幫助，惟該方案並非針對居家服務單位或日間照顧中心，請勞動部於三

個月內修正「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要點」，將適用範圍納入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及日

間照顧中心，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孟良：主席、各位委員。因為這個要點的訂定可能會涉及未來的補助額度和補助方式，所

以我們可能會再和衛生福利部會商。此外，現行要點是就目前有開放引進外籍看護的對象資格

去定的，未來日照和居服並不開放外勞，所以我們目前是希望另定一個要點。因此，我們建議

在本案倒數第 5 行「請勞動部」之後增加「會商衛生福利部」等文字，並將其後之文字略做修

正，全段文字為：「請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於三個月內研訂鼓勵失業勞工受僱居家服務提供

單位及日間照顧中心就業獎勵要點，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主席：請問提案委員，這樣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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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臨時提案已全部處理完畢，現在休息，2 點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王委員育敏質詢。 

王委員育敏：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前一陣子有媒體報導準政務委員林萬億提到長照問

題時，明確指出新政府未來會採稅收制來推動長照，不僅確定不會採保險制，更不會有先稅收

後保險的階段性做法。請問蔣部長有沒有看到這則報導？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答復。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我有這樣的印象，但是不太確定內容是不是…… 

王委員育敏：因為本席有舉辦過公聽會，會中大家都覺得稅收制和保險制並非全然對立，或許將來

可以採取先稅收再保險的做法，但是不曉得為什麼將來的準政委把話說得這麼死，就是只有稅

收制，不會有保險制。您現在還是衛福部的部長，請問如果要採取這樣的做法，臺灣未來的長

照應該要怎麼樣去發展？ 

蔣部長丙煌：我個人的看法是應該要推長照保險的制度，因為我們距離日本這麼近，和他們的情況

也很相似，他們是推長照保險，現在甚至還要開始把年齡往下降等等，所以我們從日本的經驗

就可以知道，長照應該採保險制比較恰當。我在今天的專案報告中也特別提到，目前我們有一

些困境，如果用保險的方式來處理財務問題的話，這些困境是可以解決的，所以保險制應該是

未來推動長照可長可久的方式。 

王委員育敏：本席覺得長照這個議題是無論誰來執政都要面對的，它沒有藍綠之爭，它的重點在於

如何建構一個可長可久、務實可行的長照體系，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席不贊成未來的準

政委在討論尚不充分的情況之下就先下這樣的結論，說將來不會有保險制，我覺得這種說法言

之過早。 

部長在今天的報告當中也提到現在以計畫來推動長照所遇到的困境，因為現在如果用計畫的

話，你所採取的委託招標，都是一年一標，對嗎？ 

蔣部長丙煌：對。 

王委員育敏：一年一標對執行單位所造成的困擾是，他每一年都要思考下一年他到底還會不會做下

去，這樣可以穩定下來嗎？ 

蔣部長丙煌：這樣當然不會穩定下來，而且如果要改善業務面，擴充人力時，他都不敢做，因為他

不知道明年有沒有經費，還是否拿得到標案，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也是我們現在整個資源成長速

度不夠快的原因。 

王委員育敏：你在報告中提到如果我們要改善一年一約的情況，且為了讓長照機構可以更穩定永續

的經營，所以你建議採用什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