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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人口為國家基本要素之一，其組成、素質、分布、發展及遷徙等面

向，關係國家之發展與社會福祉，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我國歷年人口

結構高齡者(65 歲以上)比率逐年上升，比率逐年上升，幼年人口(0-14 歲)

比率則因出生下降而逐年低，又以新北市為例，至 105 年底本市高齡者

占全人口 11.71%，幼年人口為 12.75%，老化指數為 91.82，僅次於桃園

市及臺中，故高齡少子化為本市未來人口發展需予正高齡少子化為本市

未來人口發展需予正視的課題。 

鑒於高齡少子化趨勢已是我國急需正視的人口乃至社會議題，

社會住宅、青年住宅與長照空間設施的需求議題也隨之提高，透過

善用公有土地，整合社政、衛政及高幼齡照護資整合，係落實中央

及地方社會福利政策之目標。 

貳、現況分析 

我國人口結構面臨高齡、少子女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已成為國安問

題。婦女總生育率於 92 年掉到 1.3 的超低生育率以後，未再回升，106

年總生育率更降至 1.13，為全球第三低，僅高於新加坡及澳門，若此趨

勢不變，114 年時台灣人口將轉趨負成長。由於過去長期生育率下降，我

國人口朝少子高齡化轉型，且工作年齡人口將逐年減少，總人口亦將轉

零成長。少子化與高齡化同樣為新北市需面臨之人口課題，少子化將直

接造成學校用地之檢討釋出，而針對高齡化則需考量相關公共設施，如

長期照護機構的提供等，亦應於規劃納入相關公共設施時進行考量，未

來容積規劃檢討須循此脈絡下發展，方可配合區域發展並健全都市機

能。 

各地方政府期望透過盤整閒置空間，將釋出之閒置公設用地優先作

為長照服務設施，並提出簡化國有閒置空間釋出之行政程序、鬆綁土地、

建管、消防法規，加速設置社區式、機構住宿式長照資源，佈建長照資

源，以充實資源不足地區、原鄉地區在地化長照服務資源，厚植整體服

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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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 

（一）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行政院 103 年 12 月 27 日院臺法

字第 1030073343 號核定修正） 

我國育齡婦女總生育率長期持續下降，已成為世界生育率最

低國家之一，少子化現象嚴峻在高齡化方面，我國 65 歲以上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82 年即超過 7％，開始邁入「高齡化社會」，

隨著少子化現象與平均壽命不斷延長，未來高齡化速度將更為明

顯。由於少子化及高齡化，工作年齡人口將逐年減少，未來勞動

力的運用亦將是重要的議題。在移民方面，因跨國婚姻而移入人

口增加，及因工作跨國移動人口亦日增，對我國人口產生多面向

的影響。考量我國少子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高齡化及移民現

象變遷速度，均較西方國家為急促，對未來發展的挑戰也會更為

嚴峻，亟須及早籌謀因應對策。 

 
圖 1 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說明：括弧中數字為占總人口百分比。） 

圖片來源：國發會「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二）完善生養環境方案（106 年  7 月  27 日院臺法字第 

1060024022 號函核定修正） 

由於過去長期生育率下降，我國人口朝少子高齡化轉型，為

提升國人生育意願，政府已啟動各項鼓勵國人婚育策略，由各部

會落實推動。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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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推計(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我國人口結構少子高齡化趨

勢日益顯著，且工作年齡人口將逐年減少，總人口亦將轉零成長。

惟若國人生育水準能及早達成穩定或甚至可逐漸回升達高推計 

1.5 人，我國人口零成長將可較低推計 0.9 人晚 4 年發生(詳如

圖 1)，顯見提升生育率有助緩和人口結構轉型速度。因此，雖

近年國人生育率已有小幅提升，惟與其他國家相較仍偏低，再則，

優質人力是國家發展的基礎，爰如何進一步優化生養育環境，以

提升生育水準，亦是因應人口結構變遷政策重要一環。 

該方案以孩子為主體，家庭為中心為規劃理念，透過強化家

庭、社區、雇主、政府間的合作機制，提出三大策略(詳圖 3)，

提供平價、優質及近便的托育教保服務，建構可兼顧育兒的工作

環境，促進女性就業，同時適度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全方位

協助家長育兒，藉由營造可以顧得好的環境，讓國人更樂於生養

下一代。 

 

圖 2 完善生養環境方案強化策略架構 
資料來源：國發會「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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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 

依據內政部統計至106年底，我國的總人口數為2,357萬人，

未滿 15 歲幼年人口及 15～64 歲青壯年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

13.12%及 73.02%，比率持續下降，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的 13.86%，比率逐年上升，扶養比增為 37%，人口老化指數增至

105.6。我國人口成長呈現下滑趨勢，且生育率逐年減少，人口成

長趨緩，部分區域人口外流明顯致使已開發土地利用效率不佳，

部分已開發地區人口數將逐漸減少，都市發展及土地利用如何因

應轉型須及早規劃。是以，全國國土計畫即將「長照設施」及「教

育設施」列入「重要公共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一，針對我

國人口年齡結構逐漸朝向高齡少子女化趨勢發展，老人福利機構

及長期照護資源需求日益增加，而學校設施則有因應人口結構變

化加以調整之必要。 

（四）新北市區域計畫(106 年 12 月 15 日公告) 

新北市近二十年來的人口成長率逐年降低，76 至 81 年的人

口年平均成長率為2.46%；82至87年為1.43%；88至93年為1.1%；

至 94 至 99 年間穩定維持在 0.85%左右；99 年後則有較大幅度的

下滑，至 105 年年平均成長率約 0.35%；目前呈現中、低速且穩

定人口成長趨勢。雖人口成長趨緩，總戶數卻未見明顯成長趨緩，

90 年 116.4 萬戶，105 年 151.1 萬戶，15 年間增加 34.7 萬戶，成

長 31%，年平均成長率 2.07%，為人口成長率 3 倍。主要原因在

於從大家庭、折衷家庭邁向小家庭化的社會過程，導致每戶戶量

同步下降，在 90 年戶量人數是 3.1 人以上，至 99 年降至 2.77

人，105 年下降至 2.6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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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北市歷年人口與戶數成長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區域計畫 

少子化與高齡化同樣為新北市需面臨之人口課題，少子化將

直接造成學校用地之檢討釋出，而針對高齡化則需考量相關公共

設施，如長期照護機構的提供等，亦應於規劃納入相關公共設施

時進行考量，未來容積規劃檢討須循此脈絡下發展，方可配合區

域發展並健全都市機能。 

（五）新北市住宅計畫 

新北市住宅計畫目標在於期望國人於新北就學、就業之同時，

能夠找到適居、可負擔之住宅，宜居環境促使單身者步入婚姻、

進而孕育子女，在新北幸福成家，在地生根。從進入 New Better 

City 打拼開始，住進 New Better Housing，最後組成 New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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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新北市將推動多元的居住協助計畫，提供可負擔的青年住宅或

居住上的經濟補貼，以保障市民基本居住權利；推動無障礙住宅設

計，整合環境改善資源，以打造城市居住品質；並將成立住宅服務

中心，強化公務服務效能。 

1.新北市住宅計畫總目標：適居住宅、新北成家 

安居是生活基本要求，居住品質與可負擔之住宅也是政

府應提供之保障，讓住宅能適宜居住，民眾樂於本市定居。

青年家庭初入社會，面臨初離巢、經濟未成熟的起步階段。

就業打拼、成家、生子，都必須要有一個安心的居住環境，

才能讓青年人在起步的過渡期，居住無慮得以幸福成家、孕

育下一代，也為城市的未來醞釀更豐沛的能量。 

社會及經濟弱勢之家庭在城市生活難免遇到難關，於市場中

遭受歧視或無法負擔住宅費用，而被迫住在非合法建物或安全堪

慮的處所，但在脫離貧窮與困境之前應有過渡安居的地方，故政

府須幫助這些弱勢家庭居住在安心有尊嚴、沒有負面標籤的正面

環境，方能協助他們安頓家庭專心培力自助、脫離難關。 

本市將推動多元的居住協助計畫，提供可負擔的青年住宅或

居住上的經濟補貼，以保障市民基本居住權利；推動無障礙與通

用設計住宅，整合環境改善資源，以打造城市居住品質；並將住

宅服務中心，強化公務服務效能。  

本市致力於推動城市的優化提升，給市民更好的發展舞台、

更優質的生活環境，並專注關心居住需求與環境品質，希望協助

市民「在地就業」、「在地成家」、「在地安居」，得以幸福奮鬥、

孕育下一代，從居住安定為城市發展奠下基樁，並逐步達成「適

居住宅、安居城市」的城市願景。 

2.新北市住宅計畫子目標 

(1)保障基本居住權利，多元提供居住協助 

(2)打造適居住宅環境，建構全齡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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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用居住政策資源，強化政府服務效率 

 

圖 4  107-110 年住宅中長程計劃目標及策略架構 

（六）長照 10 年計畫 2.0 

1.計畫目標與實施策略 

為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行

政院於 2007 年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惟計畫執行迄今，

服務人數及資源雖有所成長，但隨照顧服務需求多元，亟待

各類新興照顧服務模式回應不同族群需求；另為減少失能照

顧年數、壓縮失能期間，應積極向前發展各類預防保健、健

康促進等減緩失能之預防性服務措施，且向後整合在宅安寧

照顧、在宅醫療等服務，以期達成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之多

元連續性服務之服務體系。 

為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

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為

基礎之照顧型社區(caringcommunity)，期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

求者(carereceiver)與照顧者(caregiver)之生活品質，計畫總目

標如下： 

(1)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

主義精神，讓有長照需求的國民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

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總目標

適居住宅、新北成家

New Better Family

保障基本居住權利，
多元提供居住協助

Ensure

打造適居住宅環境，
建構全齡通用設計

Environment

整合局處居住資源，
強化政府服務效率

Efficiency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8 

(2)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

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照顧型

社區，期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

質。 

(3)延伸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

能，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4)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銜接在宅臨終安寧

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期照顧負擔。 

2.運作模式 

為了整合社區整體的資源與照顧模式，長照服務分成 ABC

三級，分別指的是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複合型服務

中心（B 級）及巷弄長照站（C 級），功能是由 A 級單位整合

串聯 ABC 的長照服務，並加強各項服務之間的連結，需要長

照服務的民眾可以到就近的服務單位尋求協助，需要任何一

級的服務，由專人轉介至適合的服務中心接受服務。至 107

年 3 月底，計已布建 A、B、C 級各 212、731、597 處據點。 

3.實施策略 

(1)建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體系整合衛生、社會福

利、退輔等部門服務，發展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

體系。 

(2)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小規模多機能整合型服務中心以在

地化、社區化原則，提供整合性照顧服務，降低服務使

用障礙，提供在地老化的社區整體老人、身心障礙者的

綜合照顧服務。 

(3)鼓勵資源發展因地制宜與創新化，縮小城鄉差距，凸顯

地方特色透過專案新型計畫鼓勵資源豐沛區發展整合式

服務模式，鼓勵資源不足地區發展在地長期照顧服務資

源，維繫原住民族文化與地理特色。 

(4)培植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團隊向前延伸預防失能、

向後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顧，以期壓縮失能期間，減少

長期照顧年數。 

(5)健全縣市照顧管理中心組織定位與職權補足照顧管理督

導與專員員額，降低照顧管理專員服務對象量，進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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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管理專員職務分析，以建立照顧管理專員訓練與督導

體系。 

(6)提高服務補助效能與彈性研議鬆綁服務提供之限制、擴

大服務範圍及增加新型服務樣式，以滿足失能老人與身

心障礙者多樣性的長期照顧需求。 

(7)開創照顧服務人力資源職涯發展策略透過多元招募管道、

提高勞動薪資與升遷管道，將年輕世代、新移民女性、

中高齡勞動人口納入，落實年輕化與多元化目標。 

(8)強化照顧管理資料庫系統分析與掌握全國各區域長期照

顧需求與服務供需落差，與地方政府共享，作為研擬資

源發展與普及之依據。 

(9)增強地方政府發展資源之能量定期分析各縣市鄉鎮市區

長期照顧服務需求、服務發展與使用狀況，透過資源發

展縮短長期照顧需求與服務落差。 

(10)建立中央政府總量管理與研發系統落實行政院跨部會

長期照顧推動小組之權責，整合現有相關研究中心，發

揮總量管理與研發功能。 

 

圖 5 長照 2.0 服務方式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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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北市政府長照 2.0 政策推動 

新北市針對老人居住、健康與服務需求調查數據顯示，有

90%的老人自認為健康狀況良好，10%的老人自認為健康狀況不

佳。因此，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本市針對長者的照顧服務

係以「當我們老在一起」為政策願景，以「全人全程照顧服務」

為目標，將老人依健康程度分為健康、衰老/亞健康、失能失智

及重癱(症)等四大階段，建構出健康、亞健康到失能長者的整體

連續性服務體系。 

新北市政府於 105、106 年度推動之 ABC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體系，原係規劃由各行政區內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整合與串

連現各行政區內的各項社政及衛政服務提供單位；另持續輔導、

培力開發新單位設置 B級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及 C 級巷弄長照站，

以建構綿密的長照服務網絡。105、106 年度新北市已於新莊、

板橋、泰山、新店、土城、五股、三峽、鶯歌、烏來、平溪、雙

溪及貢寮等 12 區辦理，共計成立 8A、18B、30C，106 年度 A 級

單位個案管理案量 601 人(提供居家服務、居家喘息、日間照顧、

餐飲服務、復健服務等相關服務複合使用之個案量)，另串連區

域內服務單位召開聯繫會議，共計召開 50 場次；106 年度 C 級

單位提供臨托喘息服務共計服務 83 人，累計服務 562 人次。 

107 年度新北市規劃將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服務單位區分

為 A、A+、B、C、C+共 5 個等級，各級單位依據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長期照顧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等相關

補助規定辦理，並納入本市特約服務單位。另亦輔導 105 及 106

年度 A、A+、B、C+級單位轉型加入本市特約服務單位，以綿密

建構本市長期照顧服務網絡。 

（八）新北市高齡政策公共托老、青銀共居（當我們老在一起）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5 至 108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發展在地自

主性，跨域整合彰顯在地味為目標，推動設置銀髮俱樂部及老人

共餐運動，及與民間合作開辦具在地化社區日間照顧服務據點及

作業設施。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推動「公共托老中心」、「銀髮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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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老人共餐」、「銀色奇肌班」、「佈老時間銀行-高齡照顧存

本專案」等政策，期打造新北市成為全臺灣老年福利措施最完善

的城市。其中與高齡者照顧、居住專案包括公共托老中心及青銀

共居計畫。 

1.公共托老中心 

日間可將失能、失智長輩接送到日間照顧中心，接受照

顧服務，參與復建、文康休閒活動，與人交流互動，延緩退

化。並另開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以日間照顧為基礎，提供

全人多元整合性服務，依個別家庭狀況，輔以提供臨時住宿

或居家服務，建置社區整合性、支持性服務體制。 

2.青銀共居試辦計畫 

國際上青銀共居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現況，老人住宅、社

會住宅、銀髮公寓等機構，都會開放一部分的空間讓年輕人

陪伴老人入住。一方面可以解決青年入住都會區的困難，也

讓長者不會孤單居住、有人關懷。因此新北市推出 2 個青銀

共居方案，試辦成功後再繼續推廣、擴散，希冀成為本市特

有的居住協助模式。 

3.銀髮房東找室友 

106 年招募家有空房間的銀髮房東，出租房間與鄰近青年

共居陪伴，並提供銀髮房東修繕補助，可獲得最高 1 萬元住

宅修繕補助。青年則可申請捷運青年租金補貼之每戶 2,400 元

/月補貼。 

4.社會住宅青銀共居 

107 年先以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 26 戶，為提供多元新

型態之社會住宅供給模式，其中 3 戶做為「青銀共居」試辦

戶，採徵選入住。並結合「社區營造」，促進社區居民間互動

與改善人際關係。 

（九）友善育兒環境 

1.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 

我國人口結構面臨高齡、少子女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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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安問題。婦女總生育率於 92 年掉到 1.3 的超低生育率

以後，未再回升，106 年總生育率更降至 1.13，為全球第三低，

僅高於新加坡及澳門。若此趨勢不變，114 年時台灣人口將轉

趨負成長。 

少子女化的原因除了婚育年齡延後、婚姻價值觀念改變、

婦女難以兼顧就業與家庭照顧外，育兒的經濟負擔太重及平

價優質的托育服務不足，均影響生育意願。為擴展多元教保

服務模式，讓家長能放心托育子女，立法院於 107 年 5 月通

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將授予私人企業更多彈性作法，以

利提供職場互助教保服務，協助員工就近照顧小孩；107 年 7

月，行政院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以

「0-5 歲全面關照」之政策精神，規劃「擴展平價教保服務」

及「減輕家長負擔」二大推動主軸，期能達到持續加速公共

化、減輕家長負擔、改善教師與教保員薪資、穩定服務品質

及提升幼兒入園率等目標。 

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

以及無縫銜接 0-5 歲幼兒照護等原則，推動以下策略： 

2.建置托育準公共化機制 

(1)0-2歲嬰幼兒 

由政府與符合收費、教保人員薪資、訪視輔導（評鑑）、

建物公共安全、托育人力比、托育服務品質等要件之保母

及私立托嬰中心合作，一般家庭托育每月最高補助 6,000 元，

中低收入戶 8,000 元，低收入戶 10,000 元，第 3 名以上子

女每月加發 1,000 元，已於 107 年 8 月起實施。 

(2)2-5歲幼兒 

政府與符合收費、教師與教保人員薪資、基礎評鑑、

建物公共安全、教保師生比及教保服務品質等 6 項要件之

私立幼兒園合作，簽訂契約。家長繳付費用每月不超過 4,500

元，第 3 名以上子女每月不超過 3,500 元；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子女免繳費用。（註：107 學年度，107 年 8 月起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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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以外的 16 個縣市先行辦理，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

起推行至全國。 

3 擴大發放育兒津貼 

(1)領取資格：綜所稅未達 20%的家庭，請領當時未領取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未接受公共化及準公共化教保服務者。 

(2)0-2歲嬰幼兒：一般家庭每月 2,500元，中低收入戶 4,000

元，低收入戶 5,000 元；第 3名以上子女每月加發 1,000

元，已於 107年 8月起實施。 

(3)2-4歲嬰幼兒：家庭每月 2,500元，第 3名以上子女每月

加發 1,000元，已於 107年 8 月起實施。 

4.扎根教育發展特色，擴展在地的優質學校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5 至 108 年中程施政計畫，在友善育

兒環境打造上，普設平價幼兒園且持續推動公立幼兒園增班，

提供本市市民更完善及優質平價教保服務，以達成幼兒園在

地化、普及化之目標。新北市推動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增班，截至 107 年 7 月，已增加 431 班，未來還會持續增

加。 

（九）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再利用輔導計畫 

因應少子化潮流，城鄉人口結構變遷，各縣市針對偏遠地區

學生人數遞減之學校、校區、分校、分班進行整併等措施，所遺

留之校舍空間，如任其閒置殊為可惜，亦可能形成社區治安死角，

為有效執行閒置校舍再利用，教育部於 98 年始著手進行「國民

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再利用輔導計畫」，亟思進行「校園第二

春」之多元性用途，以期發揮公共資產之效益。 

惟該輔導計畫之活化策略，著重在閒置校舍資源盤點與整併，

且活化用途類別以觀光休閒（佔 36.97％）為大宗，作為社福機

構僅佔 2.52％1。可見輔導計畫主要目標為發揮校園永續利用之

價值，再利用策略以教育與文化列為優先活化用途，且校園區位

多位於偏鄉，在協調機關中（如原民會、文建會、農委會或觀光

                                                      
 
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整併後空間活化再生資源[http://revival.moe.edu.tw/page/intro.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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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單位）也缺少土地使用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的角色。 

 

圖 6 「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再利用輔導計畫」再利用策略模式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整併後空間活化再生資源 

二、新北市長照人口推估及社福設施需求 

參酌及新北市衛生局提供資料及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長照需求

推估人數公式：長照需求推估人數=長照 需要率(%) x 人口推計數。

為政策研擬所需進行長照需求人數之高推估及低推估，結果分別為高

推估 11 萬 5,564 人，以及低推估 10 萬 3,704 人，進行高及低推估目

標群體僅包含未滿 50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50-64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

及衰弱老人 3 類。新北市 50 至 64 歲失智症患者推估為 23 人；65

歲以上老人失智症患者推估為 1 萬 7,277 人。 

另以行政區分析以長照 2.0 失能人口多集中於三重區、板橋區及

中和區，即高齡化、少子化已是我國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臺北市尤

其嚴重，因此臺北市各處公共住宅基地皆考量納入多元、複合式的公

共服務，尤其是托嬰、托老、日照、身障福利、婦女關懷等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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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北市長照需求推估 

長照計畫 2.0 服務對象 各類人口數 失能率 推估結果 
推估參考數據與計算基準 

(各項失能率係參照長照計畫 2.0 全國平均數據) 

1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525,458 12.70% 66,733 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 

2 之 1 50 至 64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

(高推估) 

男性 30,026 27.49% 8,254 99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身心障礙者) 

女性 20,954 25.07% 5,253 

2 之 2 50 至 64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低推估) 50,980 17.90% 9,125 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結果 

3 55 至 64 歲失能原住民(含山地及平地) 5,218 12.70% 663 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 

4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50 至 64 歲者 56,198 0.1%*41.1% 23 102 年「失智症(含輕度認知功能障礙)流行病學調查及失

智症照護研究計畫」結果 

1.50 至 64 歲者失智症盛行率為 0.1%。 

2.65 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為 8%。 

3.失智症者中無 ADLs 失能比率為 41.1%。 

*公式：(50 至 64 歲人口*失智症盛行率*失智症者中無

ADLs 失能比率)+(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失智症盛行率*失

智症者中無 ADLs 失能比率) 

65 歲以上老人 525,458 8%*41.1% 17,277 

5 之 1 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高

推估) 

男性 32,992 23.54% 7,766 99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身心障礙者) 

女性 20,345 27.62% 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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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計畫 2.0 服務對象 各類人口數 失能率 推估結果 
推估參考數據與計算基準 

(各項失能率係參照長照計畫 2.0 全國平均數據) 

5 之 2 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低推估) 53,337 13.80% 7,361 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結果 

6 之 1 65 歲以上衰弱老人高推估 525,458 16.1%*4.7% 3,976 85 年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 

65歲以上老人衰弱盛行率為 16.1%；衰弱者中，扣除ADLs

及 IADLs 障礙後仍有 4.7% 

*公式：65 歲以上老人人口*16.1%*4.7% 

6 之 2 65 歲以上衰弱老人低推估 525,458 0.48% 2,522 99-100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07 年 8 月 

表 2 107 年 08 月新北市失能人口數推估 

行政區 總人口數 
65 歲以上

老人 

50 至 64 歲失

能身心障礙者 

55 至 64

歲原住民 

49 歲以下失

能身心障礙者 

長照 2.0 失能

人口高推估 

長照 2.0 失能

人口低推估 

失能人口

比重 

失能人口佔

總人口比例 

外籍看護

數 

失能人聘僱外

籍看護比例 

八里區 38,699  4,584  532  99 579  1,066  943  0.92% 2.75% 384  36.02% 

三芝區 23,060  3,852  329  43 386  834  751  0.72% 3.62% 225  26.98% 

三重區 386,273  52,748  5,601  171 5,593  11,748  10,485  10.17% 3.04% 3,079  26.21% 

三峽區 115,635  12,965  1,417  258 1,794  3,031  2,671  2.62% 2.62% 872  28.77% 

土城區 237,123  24,449  3,327  486 3,368  5,882  5,151  5.09% 2.48% 1,246  21.18% 

中和區 412,453  62,009  5,205  297 5,326  13,137  11,919  11.37% 3.19% 3,530  26.87% 

五股區 85,983  9,138  1,153  151 1,356  2,197  1,918  1.90% 2.56% 669  30.45% 

平溪區 4,709  1,347  127  1 121  290  261  0.25% 6.16% 75  25.86% 

永和區 221,418  38,182  2,385  104 2,293  7,614  7,044  6.59% 3.44% 2,718  35.70% 

石門區 12,171  1,979  145  9 198  421  379  0.36% 3.46% 101  23.99% 

石碇區 7,711  1,608  150  3 108  336  307  0.29% 4.36% 67  19.94% 

汐止區 199,950  25,610  2,472  444 2,432  5,611  5,052  4.86% 2.81% 1,912  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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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總人口數 
65 歲以上

老人 

50 至 64 歲失

能身心障礙者 

55 至 64

歲原住民 

49 歲以下失

能身心障礙者 

長照 2.0 失能

人口高推估 

長照 2.0 失能

人口低推估 

失能人口

比重 

失能人口佔

總人口比例 

外籍看護

數 

失能人聘僱外

籍看護比例 

坪林區 6,541  1,590  87  0 69  307  288  0.27% 4.69% 87  28.34% 

板橋區 553,565  75,455  913  360 1,178  13,220  12,799  11.44% 2.39% 3,899  29.49% 

林口區 108,400  11,143  6,904  162 7,184  5,519  4,085  4.78% 5.09% 1,050  19.03% 

金山區 21,858  3,335  337  7 356  738  660  0.64% 3.38% 231  31.30% 

泰山區 78,775  8,489  900  96 1,128  1,956  1,727  1.69% 2.48% 490  25.05% 

烏來區 6,355  831  111  315 104  236  211  0.20% 3.71% 74  31.36% 

貢寮區 12,377  2,661  244  8 207  563  512  0.49% 4.55% 168  29.84% 

淡水區 172,184  23,633  1,876  159 2,034  4,986  4,529  4.31% 2.90% 1,769  35.48% 

深坑區 23,582  3,137  350  22 333  703  628  0.61% 2.98% 212  30.16% 

新店區 301,956  50,172  3,586  388 3,364  10,246  9,420  8.87% 3.39% 3,785  36.94% 

新莊區 417,237  44,475  5,143  447 5,710  10,302  9,091  8.91% 2.47% 2,411  23.40% 

瑞芳區 40,074  6,904  929  175 776  1,620  1,432  1.40% 4.04% 368  22.72% 

萬里區 22,108  3,873  459  34 374  866  776  0.75% 3.92% 172  19.86% 

樹林區 183,734  19,924  2,333  542 2,648  4,690  4,134  4.06% 2.55% 1,219  25.99% 

雙溪區 8,868  2,266  182  4 149  468  429  0.40% 5.28% 104  22.22% 

蘆洲區 201,167  19,446  2,612  191 2,739  4,660  4,073  4.03% 2.32% 1,267  27.19% 

鶯歌區 86,245  9,653  1,171  242 1,430  2,318  2,028  2.01% 2.69% 589  25.41% 

總計 3,990,211  525,458  50,980    5,218  53,337  115,565  103,703  100.00% 2.90% 32,773  28.3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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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衛生局等相關機關協助，檢討了

各行政區的社會福利設施需求，包含托嬰、老人以及身心障礙者，當

前本市社會福利設施需求彙整需求如下。 

表 3 新北市社會福利設施需求綜整表 

單位 社會福利設施 需求面積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共托育中心 460 至 660 平方公尺（約 140 至 200 坪） 

公共托老中心 495 至 660 平方公尺（約 150 至 200 坪）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 430 至 496 平方公尺（約 130～150 坪）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基層醫事機構 - 

社區活動據點 - 

高齡機能訓練中心 - 

公共托老中心、托育中心、小

規模多機能及喘息服務 

- 

跨世代共融中心 - 

居家照顧及醫療整合服務 

平台辦公室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設圖書館 可提供新分館，唯建議以既有分館整併為

方向 

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運動休憩設施 － 

三、潛在營運團體、組織訪談 

本研究自 107 年 8 至 9 月間拜訪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雙連安養

中心及清福養老院老人長期照護中心等長照營運團體或組織，瞭解在地

需求及投資營運可能面臨之課題，彙整如下： 

（一）台灣老人臥床時間很長 （7、8 年），長照需求量大，建議

設置長照機構。然市中心土地取得成本偏高，若政府能以較

便宜的方式提供土地，有許多企業有興趣投入長照事業。 

（二）老人安養中心初期投資成本高，若以雙連安養中心規模來看，

整體投資包含建物、設備、人力等考能會需要 10 億以上。

安養中心需有一定經濟規模，至少 200 床以上，且可以提供

多元連續性服務，不限於健康老人，同時可以提供週邊社區

居家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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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可以朝醫養結合為方向，因為機構內老人需求大，若每

次都要將老人送到醫院，可能都是一次折磨。若同一地點設

立醫院及照護機構，需要同時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與長照

服務法，兩者均有獨立出入口要求，設計規劃須注意門牌、

獨立出入口問題。醫養合一對於高齡者就醫品質與尊嚴有較

高保障，唯必須同時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與長期照顧機構

設立標準等相關法令。 

（四）不建議單獨做安養社區（健康可自理生活老人），因安養社

區剛開張時，老人入住安養機構可以做許多課程、活動，但

久了之後入住者健康逐漸走下坡，活動辦不起來，若無法轉

出就會就會使情況更不好。再加上漸漸有老人往生，對於安

養社區中的老人心情影響大。且現在社區共餐、課程等活動

已可替代安養機構功能，可讓健康老人居住在原有社區中，

與晚輩或各年齡層。 

（五）以 BOT 模式推動照護機構不容易，因為長照機構本身財務效

益不高，因此需要大量附屬設施，因此可能形成以附屬設施

為主導之開發商提案，反而對於原始目的不利。提供單位主

導機構需求面積大，土地成本高。 

（六）要給予長照機構較長的營運期，當年廣慈 BOT 時，主要投標

商給予長照機構的營運期過短，無法達到財務平衡，且續約

風險大，因此不願配合推動。 

參、課題對策 

綜此，本市人口數為全國之冠，雖穩定成長，惟仍有少子化、老年

化之全國性議題，區域人口發展不均、公共設設施質量失衡且需求轉面

更是迫在眉睫。綜觀既有規劃的學校、兒童遊樂場等用地多有閒置、暫

作他用情形；反觀老人福利機構及社區關懷等所需用地急速增加，本市

以利之托老中心，仍無法因應近年來平均每年增加約 3 萬人之老年人口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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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長照需求大幅增加、再加上政策導引，有意進入長照服務

業者多，唯多缺乏大型整合服務經驗，整體長照服務產業鏈有待建立。

故有關本市因應高齡少子化之醫療及社福課題歸納如下： 

一、組織面 

（一）缺少中央機關支持，以致執行力與動員力不足 

「在地老化」雖是目前國家長期照護的政策目標，惟面對地

方的創新政策，又缺乏垂直的溝通管道及相關政策支持，以至於

地方對於中央良善的政策目標執行能力不足。 

 對策：提高協調層級（如行政院或國發會等），並督請各地方

政府實地勘查閒置校舍或公有地之規劃利用情形，以利進行校

舍資源盤點、分類。 

（二）各權管機關本位主義，缺乏水平溝通與協調 

長久以來，各目的事業機關僅專注於自身專業與業管法令，

故逢跨專業領域的議題出現時，機關間往往缺乏溝通協調以形成

共識解決問題。 

 對策：建立跨局處整合平台，整合閒置校舍或公有地相關基本

資料，提供作為對外有意願承租單位之交流平台；建置各縣市

及國外活化成功之案例，供平台辦理活化之參考，打破機關間

本位主義，朝向更為積極的合作模式。 

 
圖 7 跨局處整合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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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民間資源投入及民眾參與管道 

本市自 105、106 年度推動之 ABC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已建構綿密的長照服務網絡。另依據新北市政府 105 至 108 年度

中程施政計畫，發展在地自主性，跨域整合彰顯在地為目標，推

動設置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運動，及與民間合作開辦具在地化

社區日間照顧服務據點及作業設施。惟面對 11 萬的長照需求人

數，仍顯供不應求。 

 對策：師法參與式預算精神，由民間提案更為創新、符合地方

需求的長照方案；另由平台建立單一窗口並進行需求調查，加

強民眾參與並整合相關資源。 

 
圖 8 長照政策結合社會資源 

二、政策面 

（一）相關政策缺乏鏈結無法有效推展 

中央雖有訂定各項政策，如住宅政策歸屬內政部、長照政策

歸屬衛福部、校園空間及各齡教育歸屬教育部、公有地活化管理

歸屬財政部，惟政策性質尚難以因應高齡少子化、空間活化及適

地適性教育之需求。 

 對策：建議由國發會主導政策整合會議，邀集相關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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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法令程序等專家學者及縣市代表等人士組成，進行

計畫管控、資源整合與績效審議等事宜，避免資源重複浪費。 

（二）公有土地低度利用與開發手法保守 

本市有非公用房地數量繁多，且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房地亦

多有閒置情形，除無法隨時巡查，易衍生占用等問題外，囿於人

力及經費因素，亦未能積極有效開發利用，部份具開發潛力之公

有土地卻因開發經營手法保守而導致閒置與低度使用。 

 對策：以不影響各機關經管資產原定公用目的為前提，以主動

積極策略及多樣化開發方式與民間合作，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提

昇市有非公用房地價值，並美化市容景觀及增加民間投資機會。

此外，透過公私夥伴（PPP）的方式，公私協力對鄰近市區的

廢棄校舍或閒置土地推動資產活化如發展大規模連續性照護

退休社區，或承辦小規模的機構校舍或活動中心改裝整建，並

提供托老所等服務，滿足台灣長期照顧的需求。 

（三）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制度未能因地制宜 

教育部雖於 96 年始著手進行「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

再利用輔導計畫」，亟思進行「校園第二春」之多元性用途，惟

多從教育現場的觀點來看「校園活化」，活化策略以教育與文化

之偏鄉校園列為優先活化用途2。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並未

隨地方居民的需求與施政發展方向因地制宜。 

 對策：本市部分地區在新移民及人口老化數為全國之最，故在

空間再利用策略上宜朝向實際需求開放結合活用，並建立長照

與學校共存案例的示範點及巡迴觀摩與推廣機制。此外，長照

與學校共存不僅需要社福體系努力建立觀摩與推廣機制外，更

需要教育體系內建立由校長、主任、教師、家長共同建構一套

可與日常教學結合。 

                                                      
 
2 參考 2011，高翠霞、蔡崇建、莊潔，臺灣國民小學學校閒置空間現況、 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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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多元化福利服務設施示意圖 

三、法令面 

（一）土地使用規範不夠彈性 

當不符現行土地使用分區轉用需進行變更，所涉土地之性質

及相關課題如下： 

1.公共設施：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目前

活化校舍作長照據點僅得以平面多目標，而立體多目標僅

在地下層且使用項目受限。 

2.非公共設施：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通盤檢討變更或第 27

條規定迅行變更，惟審議時間及程序繁複冗長。 

3.國有非公用：據現行國有財產法規定，國有公用財產如有用

途廢止、閒置或低度利用等情況，應協調國有公用不動產

管理機關及主管機關，循序陳報行政院核准變更為非公用

財產，但協調過程耗時費力。 

 對策：有關配合上述土地使用之課題應以更具彈性，且符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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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需求特性進行再活化，對策如下： 

1.如經確認該區位的長照需求規劃長照據點層級與服務內容，

評估校舍校舍耐用年數及改建成本，得逕為變更、整體空

間轉用為長照設施之規劃。 

2.簡化都市計畫變更審議程序，針對小規模或案情單純的都市

計畫變更案有條件授權地方審議及核定、簡化重大案件審

議程序。 

3.針對低度活化之土地，限期內提出活化運用計劃，建立加速

收回機制，再由部國產署依法以標租、設定地上權，提供

社會住宅、長照、青創使用等多元方式活化運用，以縮短

行政協調。土地使用變更為合適之分區用地，以及建築使

用執照變更，並依規範設置長照據點。另考量失智高齡者

之特性，空間規劃及建築設計需符合該族群需求，基於當

前公共設施之多目標使用精神，除放寬社福設施的使用項

目、強度，亦應放寬社福設施的配置與樓層使用。 

（二）建築法規認定與長照層級對空間形式之差異 

部分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日照中心必須室內連通，不得經由半

戶外走廊連接各空間（即必須更動分間牆），拆除分間牆對於高

齡者活動掌握度較高，但需影響建築結構安全及改建成本。 

 對策：地方主管機關對各空間是否可以戶外走廊連接皆有不同

認定，建議允許以有遮簷走廊安全控管或其他替代方案取代室

內連通。此外，可彙整目前已完成之校園案例，繪製參考書圖

供地方政府在取得校舍土地後參考辦理。 

（三）民眾參與投資與利益分派機制不周 

隨著「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實施後，

據了解「公共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是促參法鼓勵民間參

與之標的，也就是說其精神內涵與必不能脫離「公共使用與促進

公共利益」之要求。然此參與基礎給與業者「無利可圖」之印象

進而使得民間投資意願低落。 

 對策：對於促參案件參與的主體觀念需加以改變，應從過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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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非營利性質的投資，轉而注重財務面指標與權利金之調配。

此外，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未來給予參與經

營長期照顧業者，可研發長照服務業綜合責任保險商品、提供

銀行低利融資，協助長照服務業者建構風險管理措施，提升民

間參與投資之誘因。 

四、財務面 

（一）土地取得困難 

照護中心需有一定面積方能達到經濟規模，惟市中心土地取

得成本偏高亦困難，致使且缺乏民間投資，無法達到政府有效興

闢公共建設活用土地創造價值。 

 對策：盤整現行公有土地資源，並為國有非公用土地永續經營，

大面積國有土地不出售之政策，除公地公用外，以大面積公有

地重點開發、長期開發與短期留用之開發策略。 

（二）建設及營運管理成本龐大，利益回收期長 

整體投資包含建物、設備、人力成本龐大，單一長照產業無

法負擔其開發成本，且安養中心需有一定經濟規模長機構較長的

營運期，倘主要投標商給予長照機構的營運期過短，無法達到財

務平衡，因續約風險大，往往不願配合推動。 

 對策：參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BOT）之精神，配合地

方產業發展需要，與各級政府合作招商發營運，加速地方建設。

另以設定地上權提供民間開發，政府得保有大面積土地所有權，

創造收益永續經營；投資人可以較低之成本取得用地，並朝向

多功能、醫養合一等複合式綜合性服務園區 

肆、改善構想與建議 

一、改善構想 

（一）閒置校地活化政策應跳脫既有保守框架，將長照托育政策納

入考量，重新檢討活化利用標準，使閒置校地能更有效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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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鬆綁建築及土地利用法令，針對閒置校地做長照托育使用者，

提供簡化申請規定，並加速行政作業程序。 

（三）閒置校地土地資源清整及活化利用政策擬定應由中央成立跨

部會小組，綜整相關政策指導方針，提出政策落實方案，並

指揮分派各部會應配合事項。 

（四）地方政府提高協調層級，成立跨局室整合平臺統籌辦理及資

源分配。 

（五）建立單一申請窗口，提供民間投資媒合、諮詢及申請等服務。 

（六）成立輔導團，提供技術與營運經驗分享，並擇選示範點，提

供觀摩活動增加民眾對長照設施的瞭解，同時提升投資者信

心。 

（七）提供多元融資方案，分別於投資各階段提供不同財務方案，

提升財務可性，輔助投資者同時降低營運成本。 

二、後續建議 

少子化效應致使學校招生人數逐年下降，各縣市針對招生不

足之學校進行整併或廢校後所遺留下來的閒置校園多仍屬教育

單位所管理，通常學校用地都位於人口集中區位，且校地面積大，

若認由其閒置殊為可惜，惟管理單位常有本位主義，對公有財產

活化再利用的想法守舊，對於提供閒置校地做為長照設施趨於保

守，建議將閒置校地活化轉型概念融入學校教育，讓在學學生參

與並瞭解政府政策，由下而上使學校主動參與，增加學校與長照

或社會住宅使用者接觸與瞭解之機會，增加民眾對長照設施的瞭

解，達到實現政策之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