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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基隆市立醫院為台灣長期照護

的標竿醫院 

-參訪日本地區長照經驗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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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發展基隆市立醫院為台灣長期照護標竿醫院 

                －參訪日本地區長照經驗為借鏡－ 

 

頁數  14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e-mail 

基隆市立醫院/郭翰諹/02-24652141-232/soweluman@kmh.gov.tw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王慧珺/基隆市立醫院/院長室/院長/02-24652141-213 

出國類別：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其他 

出國期間：2023/10/17～2023/10/21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2023/12/16 

 

關鍵詞： 長期照護 標竿醫院 日本 

內容摘要：（200 至 300 字）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基隆市截至 112 年 2 月底止總人口

共 365,201 人，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共 70,324 人，佔總人口 19.43%，高於台灣全

國老年人口平均的 17.68%，為全國第六。預計於今 112 年老年人口達到 20%，

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隨著年齡增加、罹病之風險隨之提高，為達到三段五級之次段預防早期診

斷早期治療及可近性在地老化長期照護服務之目的，整合性的社區服務模式勢

在必行；但是各自為政(社政/衛政)社區整合，看似相連的存在但實際上仍是斷

鍊式的各取所需，不僅疊床架屋、浪費人力、今後更是掏空健保及國家財源的

隱患之一。 

    日本總務省公佈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為止，全日本 65 歲以上老年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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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 3,623 萬人，佔全日本總人口比例 29.1%，比去年上升 0.1 個百分點，不

僅創日本老年人口數新高，也是全球老年人口數第一名。其國情、醫療保險和

長照服務提供方式和台灣有著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之處，但卻是可以為未來台

灣老化軌跡的前車之鑑。 

    藉由此次參訪日本長照機構的設立、個案來源、政府補助、個人使用支

出、醫療需求及轉介等面向，加上基隆市立醫院是以長照業務(包括居家護理、

居家服務、喘息服務、失智共照中心、日間照顧服務、喘息服務和復健中心、

等)為主的慢性專科地區醫院，113 年底也即將完成建置衛生福利部補助的 110

床住宿機構的設立，若能形成以市立醫院為中心的長照服務整合模式，相信定

能落實政策並連結多元長期照護服務，整合資源，深耕社區，提供可近性、連

續性的平價服務，期能達成「醫養合一」、優質服務目標。 

 

 

 

 

 

 

 

 

 

 

 

 

 

 

 

 

  

 

 



4 

 

目次 

壹、 目的 ...................................................................................................................................... 5 

貳、 過程 ...................................................................................................................................... 6 

參、 心得及建議 ...................................................................................................................... 12 

 

 

 

 

 

 

 

 

 

 

 

 

 

 

 

 

 

 

 

 

 

 

 

 

 

 

 

 

 

 

 

 



5 

 

壹、目的 

    日本和台灣不論在地理、歷史、文化和實際交流上都有很深的關聯性。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今日，已是亞洲地區的已開發國家之一；不僅如此，日本

老年化的速度也是全球第一，因此日本的長期照顧服務的設立、轉變和轉型的

軌跡，一向都是台灣取經之寶典。台灣從長照 1.0 從 2008 年 10 年計畫，到長

照 2.0 從 2017 年開始，到如今 2023 年也已有 7 年時間，這段期間長期照顧服

務的內容不斷的擴大，雖然達到部分成效，但也衍生所需的人力、資源和支出

等，也相對應的膨脹，甚至因此造成人力不足、資源分配不平均、甚至資源浪

費等問題；其他還有服務品質、服務環境及服務連續性等問題，都需要不斷地

滾動式的調整，其中最主要的還是資源整合的問題。 

    基隆位於北台灣，鄰近新北市、台北市等直轄市，雖有七個行政區，面積

和人口可能只是新北市/台北市的一個行政區，且其資源卻相對不足，服務人力

更是相對侷促，因此如何整合這些服務成為中心平台，提供輻射狀的社區式照

顧服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構想。基隆市立醫院是長期照顧服務為主的慢性地

區型醫院，也是全國唯二的市立醫院之一，若能以市醫做為一個長照平台中

心，整合資源，應該可以節省疊床架屋所引發的種種問題， 

    因此希望藉由參訪日本發展長照服務的經驗，提供市醫未來建構長照 2.0

服務平台的標竿醫院的發展方向和實務經驗，落實政策並連結多元長期照護服

務，整合資源，深耕社區，提供可近性、連續性的平價服務，期能達成「醫養

合一」、優質服務的目標。 



6 

 

貳、過程 

一、參訪行程 

日期 起訖地點 單位/對象 行程內容 

10 月 17 日星期二 
台北/東京 無 桃園搭飛機到日本 

千葉縣/浦安市 銀木犀-浦安 高臨住宅與長期照顧 

10 月 18 日星期三 

東京/中央區 Konica Minolta 長照智慧應用與體驗 

神奈川縣/藤澤市 
龜吉進修 

學校 
日照與工作復健應用 

10 月 19 日星期四 

東京/柏市 豐四季台 都市規劃與長照社區 

琦玉縣 
國立殘疾 

復健中心 
醫療與復健系統應用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東京 無 
高尾山纜車 

天上山公園纜車 

10 月 21 日星期六 東京/台北 無 日本搭飛機回桃園 

合計 5 日 

 

二、參訪內容 

    第一天參訪的重點為高齡住宅與長期照護：「銀木犀」位於千葉縣，主要服

務族群為 60 歲以上，認定需要長期照護者。共有 12 棟，每棟有 50 位居民，

其中約 9 成住戶都有輕微的失智症。與台灣的養護機構冷漠封閉的環境不同，

它採感性設計如家一般的友善空間，並讓居住者保有原來的能力，透過辦理活

動，讓長者自發性的投入參與。另外不同的是付費的方式，因日本會提供老年

人每年依其條件給予 5 種不同的長照給付，讓民眾自行決定如何分配(醫療/生

活/服務)，與台灣醫療和長照分開是不同的。這樣可以避免浪費醫療資源，是

台灣整合長照/醫療支出可以參考的方式；另外是空間的規劃(懷舊店舖)、無障

礙的設計及日常活動活動規劃(如老人顧店等)，這些部分是市醫未來建置住宿

機構非常值得參考學習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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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台灣早期的「柑嬤店」由老人負責看店和買賣/多樣合宜的活動規劃 

  

  

無障礙的環境和設備 

  

方便舒適的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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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參訪的重點是日照與工作復健應用：作為失智症日照中心，龜吉進

修學校為 2021 年厚生勞動省示範專案，以社區為基礎的共生型日照服務設

施。從「工作 X 廚房 X 復健」的計畫開始，提供需要初階照護者的日間服務，

透過工作復健如製作及販賣手做便當，以勞力付出換取正向的自我認同，並藉

此進行復健，減輕失智狀態。它傳遞三個理念：一、生活康復，二、提高自主

做事能力，三、Tsunagarization 指的是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與互相扶持。

和台灣不同的是日本是各類人都有(年輕智能不足/老年失智/一般老人)，台灣是

偏向失智老人，因此活動的內容就不如日本的多樣性和主動性，這也是值得學

習的；還有空間台灣還是偏小，缺乏職能復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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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活動/職能復健 

    第二天還有一個參訪重點是長照智慧應用研發：位在東京都港區的 Konica 

Minolta，成立於 2018 年，透過數據整合技術及照護現場，導入 ICT，減輕照

護人員沉重的負擔。在科學照護的機制建立下，連接機器人與 AI 的數據化發展

能力，利用物聯網連結人和物，提供自動化、效率化與最合適化的資訊整合，

創造照護領域的最佳工作方式。例如利用 AI 量化住民的睡眠情形及活動狀態，

可以及早防範跌倒及意外的探測。台灣目前也積極發展智能科技及物聯網，應

該不久的將來應該可以被廣泛的應用。 

    第三天參訪重點是都市規劃與長照社區：日本自 1990 年代開始即構思長照

因應對策，其核心就是建構「社區整體照顧體系」概念，以居住地為主，從醫

療、福祉、保健的概念，發動全國社區民眾合力支援高齡者、失智症等弱勢族

群。目前日本已有超過 5,000 個相關體系，其中位於東京近郊柏市的「豐四季

台」則是「複合式養老模範社區」，該社區佔地 36.2 公頃，以居家醫療和社區

醫療系統見長，具有照護、醫療、居住、地區支援、多世代交流等特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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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重點功能：包括醫療(居家醫療系統)、飲食與工作(有意義的生活、工作和

學習)、居住(住宅空間)，以達到「居家醫療」和「就地養老」的社區養老模

式。 

    這是目前台灣最需要學習的，要將社區長照服務建置與都市計畫/健康城市

合併規劃，要將醫療與長照服務放在同一平台，一者才能有效分配資源，減少

過度醫療，節省長照無效服務；二者才能創造全面健康的環境及預防身心靈健

康的目標。 

  

內部整合服務櫃台及公共空間 社區規劃 

  

各種服務據點如藥局等 住宅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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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還有一個參訪的重點是醫療與復健系統的應用：位於琦玉縣的國立

障礙者復健中心，成立於 1979 年，主要進行輔具研發，為身心障礙者進行綜

合性、系統性的復健訓練；同時不斷提高有關復健技術水準以促進及發展身心

障礙者福祉。此外其對復健醫學的研究與開發、培訓康復醫學專業人員，如盲

人生活訓練師、語言聽力臨床師等課程。市醫也有很好的復健中心及專業人

員，可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姓住院及門診復健治療，甚至以後能再增加兒童早

期療育及職能就業復健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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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無特定的參訪只是在東京區的觀光景點搭乘纜車及市區觀光覺得台

灣這方面其實沒甚麼太大的差別各有特色。 

    第五天早上，行程安排早點抵達飛機場，下午就搭機返台。 

 

參、 心得及建議 

一、日本現在的長照服務設計和台灣目前的運作模式類似，但更優於台灣的方

面是智慧科技的發展應用與健康城市概念的融入。這是未來生活的兩大課題。

這張簡報雖然闡述的是智慧醫療下資訊共享的藍圖，也可以做為未來規劃市醫

成為長期照護資/訊整合平台中心建置規劃的發想。 

 

Urban Development for a Long-Lived Society in Kashiwa City 

Kashiwa city 

Health and Medical Department 

 

二、人口老化是一種變革性的趨勢，它會影響很多社會面相，包括勞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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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物資及服務的需求如教育、家務、健康、長期照顧、社會保護、運

輸、資訊及溝通，家庭結構及世代連結也是會受到影響。(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5/131.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2021–203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0 (A/RES/75/13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95802, accessed 18 November 2022). 

 

 

Gener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the age-friendliness of cities 

Source: Adapted from WHO  

Measuring the age-friendliness of cities: A guide to using core indicato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https://apps who.int/iris/handle/10665/203830, accessed 18 November 2022). 

     

  所以未來在建置長期照護的各項設施或服務時，應該要將健康城市的精神及

設計注入，才能永續健康的實踐。雖然台灣目前這種觀念尚未落實，但觀念的

萌芽已開始，希望未來能開花結果。 

三、藉由此次日本的參訪之旅，不僅讓我看到成熟發展的日本長期照顧服務體

https://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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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啟發了將市醫建置成為長照整合平台中心的標竿醫院的構想，甚至將老

舊的院舍併入規畫成為長照園區，再逐步拓展到其他區域；也學習到如何將日

本長照的優點規劃入未來市醫有關長照設施及服務的建置上，其能逐步帶動基

隆地區長期照護優質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