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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持續攀升，並邁入高齡化社會，依據內政部統

計處表示我國戶籍登記人口觀察，2018 年臺灣已進入「高齡社會」，

至 2025年即進入 WHO所定義老年人口佔 20%的「超高齡社會」，依據

世界衛生組織(西元 2012 年)呼籲各國應立即採取失智相關政策並

將失智症列為公共衛生之優先議題。 

從國內外的文獻，失智症照顧是整合性的工作，因為病程發展，

必須提供各種不同服務模式，才能滿足個案需要；並應考量失智個案

與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資源，提供介入不同的照顧服務模式；為使失

智症個案盡可能留在家裡或社區中生活，提供早期介入服務，可有效

延緩失智病程的進展，提升生活品質及降低照顧成本。為提供失智者

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護需求，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於 

2013 年 8 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14 年-2016 年)並

於 2014年 9月 5日公告跨部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

案 1.0」，惟失智人口增加快速，整體失智照護服務資源亟須加速佈

建。2016年長照十年計畫 2.0 擴大服務對象，將 50歲以上失智者納

入服務，為提升失智長照服務量能，需擴大失智社區照護資源佈建，

衛福部於 2017年推動為期四年之「失智照護服務計畫」，為持續與國

際失智照護資訊交流平臺接軌，參酌 2017年 WHO公布之「2017-2025

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於 2017 年 12 月公布我國「失智症防治照

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2018-2025 年）使我國成為全世界第

13個具有國家級失智政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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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智症現況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失智症人數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統計專區之資料，全國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的失智症人數，在 111年底有 6萬 9,243人，相較 110年底

6萬 8,648人增加 595人(0.87％)、相較 107年底 5萬 5,578人增加

1 萬 3,665 人(24.59％)，而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失智症人數，

在 111年底有 3,561人，相較 110年底 3,659人減少 98人(-2.68％)、

相較 107 年底 3,196 人增加 365 人(11.42％)，全國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的失智症患者成增長趨勢，而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失智症患者

到 110年底都呈增長趨勢，但 111年小幅減少。 

增減數 增減％ 增減數 增減％

全國 55,578 61,705 66,268 68,648 69,243 595 0.87 13,665 24.59

本縣 3,196  3,510  3,646  3,659  3,561  -98 -2.68 365 11.42

單位:人；％

失智症人數(有身障手冊)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地區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111年底
111年底較110年底 111年底較107年底



- 3 - 

二、失智人口推估 

依衛生福利部於 2011-2013 年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

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以及雲林縣戶政入口資訊網統計資料估算，依

據每五歲分年齡層失智症盛行率計算，本縣 111 年底失智人口推估數

共計 11,674 人，50~64 歲(0.1％)失智人口推估數 151 人、 65~69 

歲(3.40％)失智人口推估數 1,394 人、70~74 歲(3.46％)失智人口推估

數 1,146 人、75~79 歲(7.19％)失智人口推估數 1,552 人、80~84 歲

(13.03％)失智人口推估數 2,593 人、 85~89 歲 (21.92％)失智人口推

估數 2,613 人、90 歲以上(36.88％)失智人口推估數 2,225 人，年紀

愈大盛行率愈高，且有每五歲盛行率倍增之趨勢 (表 1)。 

比較最近五年本縣分層年齡失智人口推估數，從 107年底至 111

年底呈逐年增長之趨勢，111年底相較 107年底總計增加 919人(8.54

％)，其中失智人口增長人數依序以 90 歲以上增加 466 人(26.49％)

最多、70-74歲增加 266人(30.23％)次之、85-89歲增加 230人(9.65

％)、80-84 歲增加 133 人(5.41％)、65-69 歲增加 93 人(7.15％)、

50-64 歲步增不減，只有 75-79 歲減少 269 人(14.77％)，顯示隨著

人口老化及平均壽命增加，本縣失智人口推估數年齡結構亦呈現高齡

化趨勢。 

111年底本縣失智人口推估數為 1萬 1,674人與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的失智症人數 3,561人差異較大，係因目前社區中仍有許多失智者

尚待發現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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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長照資源 

一、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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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長照業務。隨著人

口老化及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為因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

長照需求，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

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行政院於 2016年 12月核定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簡稱長照 2.0），並自 2017年 1月起實施

長照 2.0，將 50 歲以上失智者納入服務對象以回應高齡化社會的長

照問題。 

 

 

總計 50-64歲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84歲 85-89歲 90歲以上

10,755 151 1,301 880 1,821 2,460 2,383 1,759

11,061 152 1,333 925 1,755 2,518 2,474 1,904

11,371 152 1,390 985 1,629 2,592 2,567 2,056

11,634 151 1,383 1,085 1,574 2,630 2,605 2,206

11,674 151 1,394 1,146 1,552 2,593 2,613 2,225

增減數 40 - 11 61 -22 -37 8 19

增減％ 0.34 - 0.80 5.62 -1.40 -1.41 0.31 0.86

增減數 919 - 93 266 -269 133 230 466

增減％ 8.54 - 7.15 30.23 -14.77 5.41 9.65 26.49

111年底較

110年底

111年底較

107年底

年底別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111年底

單位:人；％

雲林縣分層年齡失智人口推估數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 5 - 

二、失智照護服務量 

111年本縣失智照護服務量 7,430人，相較 110年 7,825人減少

395人(-5.05％)，其中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減少 187人(-6.22％)、失

智社區服務據點減少 201 人(-33.61％)、失智日照增加 54 人(65.06

％)、混和型日照減少 192人(26.89％)、團體家屋無增減、機構住宿

資源增加 131人(3.83％)。 

 

失智日照 混合型日照

7,825     3,007           598             83       714      7        3,416         

7,430     2,820           397             137      522      7        3,547         

增減數 -395 -187 -201 54 -192 -        131

增減％ -5.05 -6.22 -33.61 65.06 -26.89 -        3.8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111年底較

110年底

年度

110年

111年

單位:人、床數、％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失智日間照顧

團體家屋 機構住宿資源床數合計

雲林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失智照護服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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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家服務 

由受過訓練之照顧服務員於失能者家中協助照顧服務。使其獲得

持續性照顧，舒緩家庭照顧者壓力，包含身體清潔、基本日常照顧、

餵食、協助沐浴及洗頭、陪同外出或就醫、到宅沐浴車等。 

111 年本縣居家服務總人數為 1 萬 3,413 人，相較 110 年 1 萬

1,052 人增加 2,361 人(21.36％)、相較 107 年 3,521 人增加 9,892

人(280.94％)，其中 111 年性別比為 68.89、110 年為 66.9、107 年

為 67.43。而 111 年本縣 50 歲以上失智症居家服務人數為 705 人，

相較 110年 440人增加 265人(60.23％)、相較 107年 127人增加 578

人(455.12％)，其中 111年性別比為 57.72、110年為 48.65、107年

為 51.19。 

 

四、日間照顧 

提供白天無法於家中接受照顧之失能者，至機構接受日照服務，

增進社會參與、延緩老化。包含基本照顧、餐飲服務、交通接送、提

供健康促進活動，也針對家屬進行指導與諮詢服務。 

111年本縣日間照顧總人數為 1,215人，相較 110年 941人增加

274 人(29.12％)、相較 107 年 418 人增加 797 人(190.67％)，其中

增減數 增減％ 增減數 增減％

合計 3,521 5,310 6,167 11,052 13,413 2,361 21.36 9,892 280.94

男 1,418 2,154 2,454 4,430 5,471 1,041 23.50 4,053 285.83

女 2,103 3,156 3,713 6,622 7,942 1,320 19.93 5,839 277.65

合計 127 739 834 440 705 265 60.23 578 455.12

男 43 307 317 144 258 114 79.17 215 500.00

女 84 432 517 296 447 151 51.01 363 432.14

110年 111年

單位: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及本局長期照護科。

雲林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服務

居家服務

總數

50歲以上

失智症者

107年 108年 109年 趨勢圖
111年較110年 111年較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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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性別比為 60.08、110 年為 55.02、107 年為 49.82。而 111 年

本縣 50 歲以上失智症日間照顧人數為 255 人，相較 110 年 235 人增

加 20人(8.51％)、相較 107年 1人增加 254人(25,400％)，其中 111

年性別比為 48.19、110年為 40.72、107年為 0。 

 

五、家庭托顧 

家庭托顧如同「保母」的概念，我們們將家裡的老人或身心障礙

者送到照顧服務員的住所（托顧家庭）接受照顧，是一種介於居家與

社區照顧間的服務模式，由托顧家庭在日間協助照顧失能老人，目前

每一托顧家庭收托不得超過 4人，並且有分全日與半日服務，每日收

托時間以 10小時為原則，不超過 12小時，服務內容包括身體照顧、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與安全性照顧及備餐服務等。 

111年本縣家庭托顧總人數為 207人，相較 110年 235人減少 28

人(11.91％)、相較 107 年 144 人增加 63 人(43.75％)，其中 111 年

性別比為 66.94、110年為 65.49、107年為 26.32。而 111年本縣 50

歲以上失智症家庭托顧人數為 41 人，相較 110 年 60 人減少 19 人

(31.67％)、相較 107年 0人增加 41人，其中 111年性別比為 28.13、

110年為 33.33、107年為 0。 

增減數 增減％ 增減數 增減％

合計 418 740 952 941 1,215 274 29.12 797 190.67

男 139 251 352 334 456 122 36.53 317 228.06

女 279 489 600 607 759 152 25.04 480 172.04

合計 1 303 117 235 255 20 8.51 254 25,400

男 -      98 34 68 89 21 30.88 89 -- 

女 1 205 83 167 166 -1 -0.60 165 16,5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及本局長期照護科。

雲林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日間照顧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單位:人；％

趨勢圖
111年較110年 111年較107年

日間照顧

總數

50歲以上

失智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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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接送 

縣政府與計程車行以及民營復康巴士租車公司合約，為接送個案

就醫、就診時使用，協助失能者外出復健、就醫之交通接送服務。 

111年本縣交通接送總人數為 2,082人，相較 110年 1,594 人增

加 488 人(30.61％)、相較 108 年 822 人增加 1,260 人(153.28％)，

其中 111 年性別比為 124.11、110 年為 122.63、108 年為 100.98。

而 111 年本縣 50 歲以上失智症交通接送人數為 44 人，相較 110 年

15人增加29人(193.33％)、相較108年140人減少96人(-68.57％)，

其中 111年性別比為 109.52、110年為 15.38、108年為 97.18。 

增減數 增減％ 增減數 增減％

合計 822 1,507 1,594 2,082 488 30.61 1,260 153.28

男 413 756 878 1,153 275 31.32 740 179.18

女 409 751 716 929 213 29.75 520 127.14

合計 140 -      15 44 29 193.33 -96 -68.57

男 69 -      2 23 21 1050.00 -46 -66.67

女 71 -      13 21 8 61.54 -50 -70.42

50歲以上

失智症者

單位:人；％

雲林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交通接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及本局長期照護科。

111年 趨勢圖
111年較110年 111年較108年

交通接送

總數

108年 109年 110年

增減數 增減％ 增減數 增減％

合計 144 133 225 235 207 -28 -11.91 63 43.75

男 30 57 98 93 83 -10 -10.75 53 176.67

女 114 76 127 142 124 -18 -12.68 10 8.77

合計 -      33 28 60 41 -19 -31.67 41 --

男 -      15 12 15 9 -6 -40.00 9 --

女 -      18 16 45 32 -13 -28.89 32 --

趨勢圖
111年較110年 111年較107年

家庭托顧

總數

50歲以上

失智症者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及本局長期照護科。

雲林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家庭托顧

單位:人；％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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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文依據衛生福利部、本局長期照護科之公務統計資料及本縣失

智症防治照護行動計畫，剖析本縣失智症人數及失智症相關長照資源，

俾利提供本局相關單位決策之參考，主要結果歸納整理如下： 

一、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失智症人數逐年增長，但增長幅度不如全 

    國，且 111年有減少趨勢。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統計專區之資料，本縣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之失智症人數從 107 年至 111 年增長 11.42％，而全

國增長 24.59％，且本縣 111 年失智人數相較 110 年略為減少，顯

示本縣仍需加強失智症診斷。 

二、本縣失智人口推估數呈逐年增長。 

依據每五歲分年齡層失智症盛行率計算，本縣 111 年失智人

口推估數較 107 年增加 919 人(8.54％) ，其中失智人口增長人數

以 90 歲以上增加 466 人(26.49％)最多，顯示本縣失智人口推估數

亦呈現高齡化趨勢。 

三、本縣長照服務人數逐年增長，其中失智症者人數增長趨緩。 

本縣各項長照業務服務人數均呈逐年增長，其中 50 歲以上

失智症者服務人數相較 107、108 年大多有增長，但最近幾年增

長趨緩甚至有減少的趨勢。 

伍、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核定本 

 2. 衛生福利部長照專區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含 工作項目)(2018至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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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照顧服務。 

 4.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交通接送服務。 

 5.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類別及縣市別分。 

 6. 衛生福利部長照專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失智照護服務量。 

 7. 雲林縣政府失智防治行動方案計畫設置要點加方案。 

 8.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臺北市失智、失能者人口及照護需求推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