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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孝道文化談我國社區老人照顧之思潮
陳燕禎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所專任副教授

壹、前言

社區照顧是1960年代西方國家老人

照顧的重要政策，是為反應「去機構化」

的照顧思潮，主要是指醫院、機構以外的

照顧方式，它需要藉社區之力以服務社

區之人，老人照顧以「在地情緣」的力量

相互幫助，以「社區」為基礎，以「在地

老化」（aging in place）為目標，主要在

幫助功能障礙老人盡量留在家中，減輕住

院或機構照顧之成本，以及人口老化帶來

的國家財政負擔。換言之，將原本「集體

式」的機構照顧逐漸回歸到「社區式」、

「家庭式」的照顧，希望老人能在一生最

熟悉的生活網絡中獲得照顧。我國自1965
年就開始推展社區工作，40多年來，基層

社區的硬體建設已多所斬獲，但社區意識

和情感卻一直無法明顯顯現，加上工業化

社會的發展結構，使得社會出現冷漠與疏

離，老人照顧問題也開始一一浮上檯面。

尤其目前這一代的長者大多存有「養兒防

老」和「孝道文化」的觀念，也為養育子

女辛苦付出一生，若年老失能又無法獲得

子女照顧時，大多不願到老人機構接受安

養，所以，我國社區老人照顧的相關政策

乃因應而生。然而，高齡化社會的老人照

顧問題已從昔日個人和家庭責任的歸因，

已轉為社會結構的歸因，老人問題不再只

是個人生理機能或疾病所引發的問題而

已，而是人口結構整體老化帶動影響社會

各層面的變化，這些變化引發世界各高齡

化社會的「銀髮革命」。老人照顧問題的

最大轉變因素除了來自社會漸漸喪失孝道

文化的規範力量外，女性大量的參與勞動

市場，使得家庭照顧人力不足也是一個事

實，然而老人照顧若完全想仰賴女性負起

照顧責任，恐怕已不切實際，故我們必須

審慎思考環境變遷之下，如何重拾孝道文

化規範力量和善用社區互助資源，才是落

實在地的社區關懷之意涵。

貳、社區照顧的新思潮：另類的

成功老化

社區照顧在人口老化國家已成為重要

的社會政策，同時也是另類「成功老化」

的觀點，它代表的不僅是社區的老人和失

能者的生活和權益應受到重視，也是今日

人們漸趨向疏離、功利，人心逐漸高築的

一種反思性的活動，它已開始在社會大眾

心中萌芽。然而，大時空環境的轉變及不

同國家文化對社區照顧的見解不同，迄今

「社區照顧」各有各的解讀與做法，雖然

臺灣也感受到西方社區照顧熱潮的影響，

亦在各縣市推展社區照顧關懷工作，但卻

發現民眾對於社區照顧的理念不清，資源

難以整合，導致成效有限。社區照顧的互

動基礎是建立在於居民的認知、態度及作

為三方面的支持系統，而政府推動此政策

之目的也是希望藉助企業部門和非營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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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做為資源的支撐力，來協助我國紓解激

增的人口老化問題。故社區照顧若從資源

整合的觀點來看，需要多元服務部門共襄

盛舉，一起提供關懷服務，民間非營利組

織和社區團體必須共同參與，以資源共享

的理念，回應居住在同一地區居民的需求

服務，例如昔日的鄰里互助、守望相助、

敦親睦鄰，都是最具傳統草根性力量的資

源互助方案。

臺灣的老人照顧不管民法或老人福

利法的多次修正，其結果是家庭始終脫離

不了照顧老人的扶養責任，因此傳統孝道

文化和現代照顧壓力之間的衝突和掙扎，

使老人照顧出現極大的隱憂。有研究指出

臺灣老人照顧政策仍固守「家庭主義」

（許雅惠，2000），加上傳統社會的孝道

文化，認為「互惠式」（reciprocal filial  
caregiving expectation ）的義務照顧是理

所當然，傳統的孝道反而成為國家推卸照

顧老人的最佳藉口，再多的法律規範也只

不過將「國家」（state）所需的負擔照顧

老人的責任隱藏於背後而已，導致社區照

顧的互助理念和精神一直未被深化。

　　在地老化雖起源於1960年代的北歐國

家，但中國文化早存有歷史脈絡可循，傳

統社會的鄰里街坊互助，簡單又有人情味

的問候關心，這種互助的社區照顧是結合

孝道文化和老人照顧的方式，符合大同社

會中「老有所養、老有所終」的理想，也

是我國的「福利社區化」和「社區照顧」

的社會政策之目的。受到傳統孝道文化之

影響，因此機構的老人安養方式呈現被排

斥的現象，主因於個人面子問題以及機構

服務品質差參不齊等，使得老人和家屬使

用機構照顧的比率偏低，希望盡量是以居

家照顧為主，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

下，子女才會將父母送至機構安養，而接

受機構安養的父母也表示居住在機構中是

「無奈」的，故社區照顧也設計針對於身

心失能、失智老人，能留在社區內的「小

型化」、「溫馨化」的社區小型機構為照

顧方式之一，讓老人依舊在熟悉地區被照

顧，而且子女們探望也較為方便。所以，

社區照顧是以社區為核心，由「在社區

照顧」（care in the community）再到「由

社區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

最後邁向「與社區共同照顧」（care with 
the community）的新大同社會。而照顧

方式和資源方面，西方國家主張社區照顧

應是開放、彈性及非結構式的照顧方式，

並結合民間和社區團體的力量共同提供照

顧，一則節省國家對人民的照顧成本，二

則激發社區自我組織的動力和手段，以截

長補短的概念提供以老人需求為重心的照

顧目的。

參、社區照顧：發展「在地人關

懷在地人」的精神

　　我國推動社區照顧政策，無非也是要

藉助「在地人」的人力和資源，建構國家

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社區照顧

政策的執行成效，端視政府是否有更加重

視基層力量和社區資本的啟動，社區居民

是否清楚自我的「權益」與「福利」，將

社區照顧的情感和權益要求一併融入國家

福利模式的命題之中，發揮傳統孝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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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就能實踐在地老化的照顧目標。

而完善的社區照顧政策規劃必須以「老

人」為核心，以「家庭」為輔的配套服務

設計，且服務方案的設計必須以持續性、

多樣性為原則，並尊重「當事人主義」的

選擇權和自主權，且必須啟動「社區情

感」，才能有綿延不斷的資源介入。社區

照顧關懷模式，除了以老人為核心，也讓

家庭長期照顧者有一個喘息機會，更重要

的是去發揮鄰里互助的功能，故社區照顧

的精神在現代工業社會已有更加發酵之趨

勢。所以，社區照顧關懷的核心原則是，

永遠以「人」為先（people first），「失

能」次之（disabled second）。

　　老人照顧問題既是工業社會中社會制

度變遷下的產物，就不應只是被救濟的對

象，而是擁有經濟安全、醫療保健、居

住安養、社會參與、就業、教育休閒的

照顧權益，並建構本土化的老人照顧服務

模式，才能切合老人的需求與期待（陳燕

禎、謝賢儒、施教裕，2005；陳燕禎，

2006）。社區照顧既是福利社區化的核

心，以「家」為基石，自然必須招募社區

的志工人力和連結社區的所有資源，由

「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互助情懷出發，

再以「全方位」老人照顧團隊的協助（醫

療服務和社會服務），才能給老人有尊

嚴、有品質的服務水準。故政府政策應隨

著時代變遷與社會狀況做實質的回應，

且要因應我國孝道規範的轉變，不斷倡導

「故鄉人」、「在地情」為核心價值，並

促進老人自我的權能激發，以建構永續社

區關懷的動力。 

肆、當前社區老人照顧的問題思

考

　　我國對老人照顧於2007年8月通過國

民年金法，用來保障退休後的基本經濟安

全，而推展10年長期照顧之目的就是為因

應高齡社會的長期照顧問題，其計畫發展

的目標，以社區式照顧，占70%；機構式

照顧，占30%。社區式照顧雖符合在地老

化、在家養老的人性需求，但多年的執行

過程卻普遍呈現經費、人力不足、專業不

夠與設備欠缺等困境，加上長期以來，政

府部門各做各的，資源網絡缺乏整合，甚

至產生「名為社區照顧，實為社區遺棄」

的不幸事件發生。此外，目前推展的障礙

還來自於大多數民眾未有「老化」帶來的

問題意識和切身關係，認為「老」離自己

還很遙遠，失能的長期照顧需求並不會發

生在自己身上，對老人照顧的需求上無法

感同身受所致。故就當前推動社區老人照

顧的發展方向提出下列建議：

一、老人照顧工作需要強而有力的社會支

持網絡

　　老人照顧是一項「愛的勞務」且是

「勞力密集」的服務，此項長期照顧工作

若未能親自體驗，實難以同理照顧者的長

期壓力和負擔，所以老人照顧工作需要強

而有力的社會支持網絡，需要有人體諒，

需要有「替手」幫忙。尤其愈來愈多隱藏

於社區內需要被照顧的失能、獨居老人，

多由家人、親友和鄰居提供照顧資源，這

些家庭照顧者若缺乏社會的支持，將產生

身心疾病，造成另外的社會問題（陳燕

禎，2005）。故已開發國家面對高齡化社

會的老人照顧問題，都以建立完善的國民

年金制度和長期照顧制的社會安全制度，

並以社區照顧做為因應方案，這些制度與

方案對老人的身心安頓具有多層次的意

義，也是國際福利推動者認為是重要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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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利制度。所以社區照顧關懷服務方案

就運用社區志工，鼓勵老人多走出家門，

多和社區互動，當老人感受左鄰右舍的關

懷，或與志工一同共進午餐，閒話家常，

就是社區關懷的極佳顯現方式。志工是發

展社區照顧最重要的人力資產，鄰里是社

區照顧最佳的互助網，有了他們，社區關

懷才能傳承延續下去。

二、鄰里街坊、商店、志工是社區照顧的

重要資源

　　社區是社會福利服務的重要基地，服

務對象除老人、失能者外，還必須擴大服

務至一般家庭和健康老人。我國社區照顧

的專業服務項目包含：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喘息照顧、送餐服務、機構照顧、社

區關懷據點、臨時托顧、緊急救援服務

等。國外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項目有：居

家服務、喘息服務、日間照顧與交通接送

服務，且成為支持家庭政策的重要發展趨

勢（Naylor, Campbell and Foust, 1993）。

我國推動社區關懷最大的問題在照顧資

源的投入及整合問題，如何擴大社區志

工的招募、組訓，強化志工服務的能力與

技巧，形成老人保護個案的通報網絡，預

防社區虐老事件，都是當前社區照顧的關

鍵點。社會資源向來藏富於民，存在社區

內，所以若能善用鄰里街坊、商店的互助

資源，讓互助志工提供分享與回饋，將形

成傳播力，可以看見社區更多的感人故

事，而此感人故事的流傳又會再度形成

「善」的循環，進而凝聚出社區共識，形

成綿密的社會互助網。

三、老人照顧需結合孝道和社會的發展

　　社會結構變遷，人口急速老化，從政

策面到實務面都需要因應社會發展而轉

型，尤其必須關注我國在孝道文化規範

下，老人的內在感受和對照顧服務的需求

設計，而「在地養老」的目標要能實現，

需要注入更多的社區照顧資源，然而社區

照顧的實施過程，至今仍存在諸多問題必

須去面對與克服，例如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的問題來自：資源人力缺乏整合、服務資

訊的不足、服務項目的不符所需、獲得服

務的資格過嚴、服務網路的不足以及使用

服務的不方便；提供居家照顧的問題來

自：居家護理的網路不足、日間照護中心

缺乏，醫師、護理人員並未完全走入社

區，家庭照顧者獲得實質的協助並不多；

提供機構照顧的問題來自：傳統孝道觀念

的束縛、子女不孝的負面標籤和指責、機

構照顧參差不齊、服務品質不佳等。這些

問題和壓力都是來自當前推展社區老人照

顧的實務問題，必須認真面對，對症下

藥，才能一一解套。

四、運用「好鄰居」理念，創造老人服務

內涵

　　我國自古以來，受到儒家主義和

孝道文化的影響，所以如何運用「好

鄰居」理念，符合傳統中國文化老人

照顧之需（Chen ,  2008），服務提供

掌握「5A’s＋3」是發展社區照顧服務

的重要運用原則（Moley, 1989）。5A’s是
指服務提供的可用性（availability）、

可接受性（ a c c e p t a b i l i t y ）、可

近性（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  適當性

（appropriate）、充足性（adequacy），

至 於 「 ＋ 3 」 是 指 服 務 的 可 責 性

（accountabi l i ty）、費用的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和品質性（quality）（陳

燕禎，2007），並結合老人照顧產業的科

技力量，隨時掌握銀髮族群的需求，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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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服務內涵。是故建立一套當地社區的服

務資訊網絡和資源流通平臺極為關鍵，例

如可以結合鄉下地區的雜貨店、都市地區

結合便利商店，做為社區資訊網絡的基

地，才有發展資源連線的可能，當社區有

了這一個便利、易找的基地點和網絡連接

平臺，在地人除了容易取得相關資訊，進

而容易形成共識力，進而發展所謂的「四

全」服務計畫，即「全人、全程、全家、

全隊」的服務計畫：「全人」指綜合性之

照護，即應考慮病人身、心、靈各方面的

需求；「全程」指持續性之照顧，即有關

病人生、老、病、死的每一個過程都應照

顧；「全家」指以家庭為中心之社區性

照顧。 不僅病人其家屬都應被關懷和照

顧；「全隊」指團隊化之照顧，透過不同

專業之合作提供整合性之高品質服務（財

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9），「四全」服務也正是當前發展照

顧產業市場的重要內涵。

伍、結論：建構社區互助網，達成「在地

養老」的夢想

　　「家庭」更是我國社會認為最理想的

養老地方，也是老人認為自己晚年最具幸

福感（well-being）的照顧方式。長久以

來政府也以「家庭意識」為老人福利政

策的核心，因為在我國孝道文化下，提供

社區服務，不僅可使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區

養老，也可使子女不用被社會貼上不孝的

罪名。所以，釐清我國孝道互惠關係和社

區照顧互助的本質，以「關懷今日的老

人，就是關懷明日的自己」的觀念，老

人將可獲得充分的社會照顧。不過，社

區居民還是必須具有「自我覺知」（self-
awareness）與「充權」（empowerment）
的概念，才可能達成「在家養老」的夢

想。幾乎所有年齡群的民眾都有在地社區

相互照顧的需求，傳統社會的鄰里關懷、

守望相助的傳承，簡單、便利，又具人情

味的鄰里、商店的互助方式，它融合傳統

孝道的互惠文化，且符合大同社會「老有

所養、老有所終」的理想，因此以孝道觀

念做為在地老化的價值基礎，啟動社區內

外的資源，建構社區互助網絡，才有社區

照顧發展的根，也才能創造另類的「成功

老化」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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