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憂本地人才

難找、難留

宏祈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採訪撰文 高永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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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護理人員缺 8 千人

「問題就在政策的不開放！一天不

解套，市場很難有活力。」簡文生指出，

政府在資源分配和照護政策，都讓業界

難以看到春天來臨。他認為，為看護員

職稱解套，給予護理師、護佐等頭銜，

提高他們位階和社會地位；同時將工作

切割，專心在照護計劃的擬定，還有餵

食、傷口處置等護理術科執行上，以及

督導從事低階工作的外籍看護工，護理

員不會覺得窮忙，化解了心理壓力，才

有辦法招攬並留住本地專業人才。

原本，簡文生已經買好地，畫好設

計圖，準備動土蓋間先進、大型的老照

中心，但評估市場遠景，他認賠踩了煞

車，暫緩計畫，透過一些數據，他說明

為什麼不蓋的原因。「目前台灣老照業

欠 40 萬張床，市場錢景似乎一片看好，

但是全國老照護理人員欠缺約 8000 人，

找不到人，以後中心蓋好，只有硬體，

沒人運作，怎麼動工啊？」

「外籍看護工的直接加間接成本，接近三萬五千元，並不低於本

地人薪資，但問題是，本地人才找不到、留不住，並非我們想省

錢啊！」私立宏祈老人長期照護中心負責人簡文生主任感嘆，老

人照護這個行業大概可以說是台灣唯一百分之百保證就業的行

業，問題就是吸引不了相關科系畢業生，原因就在於「政府和業

界看待專業護理師心態，就像把建築師當板模工在用。」他形容。

同時擔任新北市長期照顧發展協會理事長的簡文生分析，一般外

籍看護工的能力和專業，都無法滿足業界需求，多半只能從事所

謂的 3K 工作（用語來自日本，指骯髒、危險和辛苦的工作）。

一般護理相關科系學生，專業醫療護理外，還得幫忙洗澡、換尿

布和清潔等工作，總會認為工作有點屈就，就業意願不強，本地

人員即使進了老人照護業，流動率還是很高，以他的例子，就達

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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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難尋」這件事，不僅現況如

此，簡文生更憂心的是，目前在立法院

審議的長期照護法草案一旦實施，原本

在家請外籍看護，有照護需求的老人，

會在短期間內都擠進老照機構來，如果

政策配套沒做好，老照人力原本就不足，

需求突然暴增下，唯一就是高薪向醫院

醫護人員挖角，這樣連帶的，「醫院不

足醫護人力也欠缺 9000 多位，勢將會雪

上加霜，一旦人力荒爆開，民眾恐怕沒

先受惠就受累，這種連環效應，才是最

可怕。」他強調。

簡文生指出，目前護理相關學校畢

業生，一畢業因嫁娶或其它原因，就可

能折損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二護理人

力，進入醫院第一年，又會因為太操或

其它因素，再折損三分之一，剩下的三

分之一就逐漸耗損殆盡，對老照業來說，

原本可找退休、生育等原因再二度就業，

有經驗的護理人員，就更加不易。

引進越南之護校畢業生

三年前，簡文生開始在新北市展開

一項專業人力引進計劃，與越南二年制

的護專學校合作，招來護理能力較高的

外籍看護工來台，由於護校畢業生已具

備基本護理能力，上手速度較一般外籍

看護工快上十倍，設備耗損情況也大幅

改善，是他做為國內老照制度改善前，

老照人力補充的替代選項。

「即使以後這群專業外籍看護工薪

資比一般多五成，我還是會用。」簡文

生認為，外籍護專生能力符合需求，只

需從旁指點矯正即可，不必多花時間訓

練，尤其院內重視感染控

制，一般看護工對這方面

容易疏忽，外籍護專生就

讓人放心多了。

目前，在宏祈老照

中心的外籍和本地看護

人員比例約一比一，主

要是配合國內保障本地

勞工權益法規而聘。簡

文生表示，即使擁有優

質的外籍看護工，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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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心來說，還是有隱憂，因為礙於國

內移民相關法令規定，外籍勞工工作三

年必須返國再重新申請，這對老照中心

來說，好不容易訓練好的看護工，又得

重新再來。

「我們好像變成了外籍看護工的補

習班。」簡文生無奈表示，外籍工人來

臺，必須先付出約 2000 到 3000 美金的

求職成本，飛機飛一趟也要錢，來三年

剛把前債還清，還沒存到什麼錢，又要

重來一次，這筆沈重的成本，怎麼算也

不划算，加上國內對外勞逃跑罰責不重，

等於變相鼓勵。

應立法讓優質外勞回任

簡文生建議，勞動部的外勞政策，

在優質外勞回任部分，應該擬特別法，

技術性讓外勞不要每三年就得再付 2000

到 3000 美金的求職成本，這樣才有辦法

解決外勞逃跑和留不住訓練良好的優質

外勞問題。而且，簡文生也提出警訊，

再過個五年十年，東南亞國家國力增強，

環境改善了，也許人民也不願再出國當

外勞，那麼，「台灣長照欠缺人力怎麼

辦？只能往寮國、柬埔寨，甚至斯里蘭

卡找人，屆時語言、文化問題又是一道

難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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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下指稱「國內老照機構空床

率達三成」的部分，簡文生認為這是誤

解，他把三種不同性質的老照機構，用

醫院概念來比喻，說明受照護服務老人

流動情形。「安養中心就像老人公寓，

適合給能走來走去的健康老人住；養護

中心等於醫院的普通病房，調理慢性病

患，痊癒了就回安養中心休養；護理之

家等於醫院的加護病房，多半是已經起

不了身，甚至氣切，需要更多照護的老

人。」

簡文生說，安養中心老人家可能因

為生病，就轉出進入到養護中心，如果

康復了，住不到六個月又回到安養中心；

要是病情加重，就再轉到護理之家，我

們會稱這樣的長輩是掛單型的老人，但

我們不可能一轉出就把床位收回，多半

會保留些時間「扣除老人因身體變化造

成的床位輪動情況，老照機構需求很大，

空床率幾乎是零。」他強調，透過輪動

做法，不同機構的房床被有效地運用。

「我還在看政府怎麼改革，有沒有

看到老照問題與重點。」簡文生坦承，圈

外人看這市場覺得市場大有可為，但圈內

人卻長久苦於專業人力問題無法解決，若

還是看不到老照的遠景，就像一顆樹不

給肥、不給水和陽光，怎麼成長茁壯？

他認為，現在有不少台灣老照人才出走

到大陸沿海地區，輸出經營等相關軟體

Knowhow，未來市場還是無法解決人力

問題，出走的恐怕就不僅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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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長者活得更有價值

雙連老人安養中心

採訪撰文 高永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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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相關科系已臻成熟

「學生受訓至少兩年以上，而且學

校的課程發展已很成熟、完善，甚至模

組化了。」蔡芳文表示，台灣老照相關

科系要學習至少 132 學分，從機構管理、

健康促進等都涵蓋在內，比起只受訓 90

個小時培訓的社區照護員，時間更長也

更專業，而且學生多半年輕，有如長輩

的兒孫一樣，聊起話來，老人家也特別

開心有精神。

雙連安養中心中的照護人力配置，

有四成是大專院校或職校相關科系畢業

生，有六成是本地受訓取得證書的照護

人員，從未引進外籍看護工擔任照護人

員。蔡芳文表示，前者的比例會隨著時

間消長而增加，「老人本身就是弱勢，

如果再讓護理、營養、心理專業不足人

員照顧，保障真的很不足。」

對於有些安養中心選擇引進外勞補

充人力不足，蔡芳文認為，如果經營者

去年，馬偕護校老人照顧科畢業生賴玲玲因為照顧老人餵餐時，

發現老人不愛吃飯，為了找尋問題答案，她端了兩碗針對老人無

法咀嚼而設計打成泥糊狀的餐點，和

老人相互餵食，終於發現原因，天天

吃這種餐，真的會讓人吞不下去。

雙連安養中心為此改變餐飲菜單，除

了打糊餐，現在也提供快樂餐選項，

利用便利的網購和宅配服務，讓老

人每天都可以吃到全台灣 319 鄉鎮

的特色小吃，「吃飯變成了期待，

老人家還會叨唸著，什麼時候換吃

他的家鄉美味？」中心執行長蔡芳

文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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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打算盤，就會發現，引進外勞和聘用

本地照護人員，費用其實相差不大，但

人力的品質卻高很多。

他分析，目前台灣大學畢業的照顧

人員，起薪約 30000 元，二技或高職頂

多少個一兩千；而外勞起薪約 21000 或

至 22000 左右，扣除衛服部補助聘用本

國照護人員 6000 到 8000 元，與外勞低

薪差距拉近，甚至打消了，但本地人員，

尤其是學生的照護品質、口碑相對好，

更不會有文化差異和溝通不良等問題。

台灣青年世代不願投入

「台灣的照護人力並非缺乏，而是

本地生力軍願不願意投入。」蔡芳文分

析指出，目前市場照護人力是足夠的， 

全國 32 所老人照護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

和職校，每年畢業生約有 1800 到 1900

人，如果有 10% 新進投入老照服務，就

可滿足安養機構人力需求。

蔡芳文認為，一般老照、長照相關

科系的學生，就業選擇安養中心興趣不

高的原因，除了「工作就是為老人洗澡

和把屎把尿」的刻板印象外，如何讓他

們在服務中，擁有順暢的進修、升遷和

成就感，甚至社會地位受到肯定和尊重，

就是政府勞動部、教育部等相關部門和

業者，應該多用心經營和正向宣傳的地

方，「為這份職業創造價值和成就感，

扭轉未來生力軍的負面觀感。」他說。

目前台灣失能者（老人、身障等）

粗估約有 70 幾萬人，但全臺灣的老照床

位僅 10 幾萬床，未來如果六月剛通過立

法院初審的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如期

在年底通過，2016 年開始實施，受到補

貼的長照或失能者湧入安養院，住房恐

怕會供不應求。

「硬體還好解決，專業人力恐怕要

快點想辦法解決。」蔡芳文呼籲，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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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勞動部應該要儘快擬出完整的配套，

包括透過國家考試，給予照顧管理師專

業身分，並提供升遷管道，鼓勵國內專

業人力進行市場。

改善安養中心迫在眉睫

長照法草案有三大重要變革，包括

五年內整合所有長照機構，同時外籍看

護工改採雙軌制，以及家庭照顧者納入

長照體系。「全台灣有 2000 多家安養機

構，只有 100 多家評鑑是優等（90 分以

上，滿分 100 分），就能想像，改善安

養中心體質有多急迫和重要。」蔡芳文

憂心指出。

蔡芳文認為，安養機構經營者應該

把眼光看長遠一點，不要只重在短期利

益追求，改善安養機構環境、設備，選

擇優質的本地勞工和專業度更好的照護

相關科系畢業生，而長照法實施前，政

府政策上也應該做好機構服務品質把關

和門檻，設計合宜的獎勵措施，增加誘

因提高經營者改善環境和用人的意願。

「以雙連安養中心來說，目前安養

中心的住房床位使用率是 100%，而且還

有 1800 多人排隊等著進住。」蔡芳文指

出，台灣相關安養機構床位使用比率約

在七成，有三成是空床沒使用，但若經

營者提升人力服務素質和改善環境，可

能就拉高一兩成的使用率，收益是十分

可觀的。「經營者不能只顧眼前利益，

更要看後面的產業價值。」他強調。

蔡芳文認為，雙連安養中心的特色

就是「多功能、多元化、多層級、連續性」

定位明確，10 多年前他就定下長照服務

的方向，老人 60 多歲進安養院，或許可

以住個二、三十年，期間身體衰老情況

也會改變，所需要的服務不同，依據不

同情境、年齡、生理需求持續提供照養

護服務和環境。

應同時照顧老人身心靈

不僅如此，雙連安養中心除了照顧

中心內的老人，也善用即有的人力和設

施，把經營效益延伸到社區和居家照顧

服務。蔡芳文舉例，廚房、廚工是現有

的，志工也是，每天要煮 700 多人的餐

食，再多加 50 或 100 份餐食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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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煮點就可以照顧到社區的獨居老人

或有需要的老人。

其次，中心創設動機來自教會關懷

社會，照顧的不僅只是老人的身體，還

包括他們的身心靈，蔡芳文強調「以長

為尊，服務為榮。」肯定長輩豐富人生

閱歷和經驗，給他們舞台發揮所長和才

能智慧，是服務的核心，但這並非只是

說說，而在於如何把觀念落實在經營中。

雙連安養中心結合教會 1988 年成立

了社區松年大學，把「活到老，學到老。」

這句話，充分應用在老人身上，目前開

辦了 54 門動靜態課程，讓有教學能力的

老人擔任教師，透過報名選修，院內老

人可以繼續充實知識。

蔡芳文表示，全台灣有開辦類似老

人大學服務的安養中心，不超過 20 家。

而當老師的，還有每小時 700 元鐘點費。

「我們每年都辦畢業典禮，邀請市長或

教育局長等貴賓來為穿著畢業服的老人

『撥穗』，很熱鬧，也讓老人活得更有

價值。」他說。

老人參與產品研發測試

不僅如此，安養中心還與製造業合

作，讓院中老人參與產品研發測試，由

老人提供試用經驗和意見，回饋給設計

師，調整產品更適合老人使用，目前合

作開發且商品化的產品已有 20 幾項，像

是老人用的沙發、床墊、床、枕頭、防

撞保護配件、中風用的保護手套和長期

臥床用的保護套等。

而且，安養院經由業者回饋，把這

些研發的產品，換新改善安養院的生活

環境，讓老人的價值被看見，個個都老

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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