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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for All for LONGER

健康長壽（Healthy Longevity）追求晚年生活的安適，透
過個人化生命歷程觀點，涵蓋身心靈與社會層次的介入

今日的正常老化

適切的長壽生活

壽命

健康壽命 老後不健康壽命



虛無飄渺中的健康概念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Well-being is a positive outcome that is meaningful for 
people and many sectors of the society.



急性病床數減少是全球趨勢



日間服務作為住院的替代方案



不分年齡病患平均住院日大幅縮短



高齡病患後續照護需求甩鍋給長照



Landi F et al. J Clin Epidemiol 2010;63:752-9

失能是高齡者與健康照護體系最大風險



有一兩沒兩好的醫療照護體系改革



英國照護體系改革的重新選擇

視而不見

恢復舊制

中期照護



台灣正走向不健康的長壽現象

長照 2.0 自2016年起推動「向前延伸」的預
防及延緩失能、失智各項計畫，然而，國人的
不健康生存年數卻持續擴張，已達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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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人重要的健康照護成果

傳遞這些照護成果的所有費用

一套對病況有意義的照護成果

照護環節中所需服務的所有費用

價值



融入病患經驗的價值照護體系架構

病患之原
始狀況

照護流程 照護指標 健康成果

組織架構

病患經驗



國際健康照護成果制定聯盟



逐年開發的標準化健康指標

老人照護指標
已開發完成



老人照護指標之開發，台
灣為亞洲唯一參與之國家



健康照護成果定義的設計

存活

健康／恢復程度

恢復的時間與回到正常生活

治療與照護期間產生不良影響
（例如治療的不適或藥物的副作用等等）

恢復健康後的持續與疾病復發

治療所產生的長期影響     

第一層

所達成的
健康狀況

第二層

復原的
過程

第三層

健康的
永續性

復發

治療引
發病況

1. 臨床狀況
2. 功能狀況



多重
用藥

跌倒

孤寂
孤立

日常生
活功能

疼痛

心理
情緒自我

控制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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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

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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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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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整合照
護單位

2
測量成果與

成本

3
全程整合照
護支付

4
整合各種照
護服務

5
擴大優質服
務模式





2015年起，美國將髖關節骨折術後照護品質指標
納入Medicare Hospital’s Value-Based Purchasing，
作為品質支付的評估依據

確認骨折病患具有的跌倒風險

術後藥物使用，特別多重用藥

導入標準預防跌倒之照護計畫



處理髖關節骨折
各項危險因子



積極處理病患之多
重用藥，減少止痛
藥與安眠藥併用



積極改善居家環境
與照護人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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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全球健康長壽推動架構

功能狀態好且穩定 功能逐漸衰退 功能顯著退化

內在
能力

外在
功能



行動能力

認知能力

視覺能力

聽覺能力

心智能力

生命活力

健康照
護體系

長期照
護體系

環境改
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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