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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界關切(1/2)

增加健康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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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界關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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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簡介(1/2)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係指「增進或改善
國民健康之相關支出」。

 依OECD、歐盟統計局(Eurostat)及世界衛
生組織(WHO)發布之醫療健康帳 (A System 
of Health Accounts，SHA)定義，統計的
範圍有以下準則：
 主要目的為改善、維持健康並預防惡化
 經由合格醫療、護理技術執行
 國民最終享用(消費)健康醫療用品或服務
 健康醫療用品或服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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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簡介(2/2)

 現行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統計範圍
包括：
 公部門
 各級政府公共衛生及醫療保健相關經常門支出
 健保保險給付
 公部門於醫療保健業務之固定投資

 私部門
 民眾於醫療機構就醫相關費用
 民眾購買保健食品、成藥或醫療器材
 私部門於醫療保健業務之固定投資
 私人保險行政費用及非營利團體提供之醫療保
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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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際醫療保健支出發展沿革

OECD嘗試標準化會員國
醫療費用結構以利跨國比
較，於2000年首度發布醫
療健康帳(SHA)，規範統
計範圍、架構及作業規範

國民醫療保健支
出的發展始於美
國1960年代

順應國際「醫療衛生」
與「社會福利」制度整
合發展，及長期照護服
務多元化，再次發布修
訂版

隨多數國家人口結構漸趨
老化、疾病演化及醫療科
技 快 速 進 步 ， 2011 年
OECD、Eurostat及WHO
共同完成SHA的修訂作業

闢專章說明長期照
護分類標準及編算
建議，以利蒐集具
國際可比較性之資
料

1960 2011 2017200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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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國醫療保健支出發展沿革

按年發布我國國民
醫療保健支出統計

參考美國國民醫療保健支
出統計方法及國民所得統
計制度，發展適合我國國
情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配合組織改造，檢視衛
生福利部相關預決算，
納計屬於醫療保健相關
業務行政支出

研析國際最新醫療
保健支出帳發展，
盤點我國醫療保健
支出須精進項目

1992 2014200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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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行國民醫療保健支出有缺漏?

1.6%

18.3%
16.5%

臺灣 日本 韓國

2015年我國、日本、韓國之

長期照護支出占NHE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7年國民健康帳統計建置計畫」研究報告

我國長期照護支出占比偏低

造成原因：
 僅計算醫療成分重之長期照護支出

(如護理之家)

 長期照顧政策發展初期分屬衛政及
社政兩體系，不易將「社政機構」
長期照護支出納入



11

1.6 長期照護服務發展

87 
163 

300 

419 454 

564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出決算數

單位：億元

11 

18 

28 

36 
39 

44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長照服務人數
單位：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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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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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研析國際最新醫療健康帳規範
研析2017年SHA修訂版內涵，瞭解國
際最新醫療照護功能分類、商品服務
範圍及財務處理等規範。

全面盤點社政之福利及服務
盤點我國現有社政相關之福利及各項
服務資源，並清點編算所需資料。

建立符合我國國情之編算方法
蒐集各項服務相關預決算、公務統計
及調查統計等資料，依循國際規範及
配合現有編算方法，修訂建立符合我
國國情之編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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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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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健康目的

長期照顧服務

01 與長期照顧有關之醫療服務：
如傷口包紮、藥物服用、健康
諮詢、緩和療護、疼痛緩解及
醫療診斷

02 ADL個人照顧服務：如協助餵
食、洗澡、穿脫衣服、上下床、
上廁所和大小便控制等

01 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如購物、洗衣、烹飪、處理
家務等獨立生活之協助

3.1 長期照護支出分類標準及編算建議(1/2)

應
納
入
計
算

建
議
不
納
入
計
算

基於社會目的

長期照顧服務

各國實務編算為配合
暨有醫療或國家保險
制度而多納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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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不需考慮【護理人員資格】

歸類不需考慮【經費來源】

歸類不需考慮【供應者是誰】

可由醫院、療養院、診所、家庭或其
他機構提供

3.1 長期照護支出分類標準及編算建議(2/2)

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福利計畫
等提供資金

可由醫生、護士、護理人員甚至家庭
成員提供

 長照服務之服務地點可能
在機構、護理之家或社區

 服務供應者包括專業人員
或非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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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主管
機關

中央 衛生福利部 退輔會 勞動部

地方 衛生局、社會局 榮民服
務處 勞動局

服
務
類
型

居家、社區式

照顧服務
居家照護、日間照護、家庭托顧、
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支持式
服務

機構喘息服務、居家喘息服務
照顧者支持及訓練、情緒支持、
經濟補助、諮詢服務、電話關懷

外籍
看護工

機構
住宿式

護理之家、精神復健機構、
身心障礙者住宿機構、
長照住宿型機構

榮民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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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長照支出編算架構
功能 服務

公部門 私部門

政府部門 保險部門 家庭部門

健

康

面

居家、社
區及支持式

服務

長照ADL居家社區支持服務補助
身心障礙者ADL社區支持服務補助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榮民之長期照顧與身心障礙醫療復健服務補助

長照2.0居家ADL長照服務自
負額
外籍家庭看護費用
本國籍家庭看護費用

住宿式

機構

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者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榮民之家失能失智養護床住宿費用補助
長照住宿式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之費用補助

護理之家、
精神復健機
構健保給付

民眾支付住宿機構費用

社

會

面

居家、社
區及支持式

服務

長照IADL居家社區支持服務補助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身心障礙者IADL居家社區支持服務補助

長照IADL居家社區支持服務
民眾部分負擔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民眾部
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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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長照支出編算資料來源(1/2)

資料來源及編算方法

公部門
政府部門
長照居家社區支持服務補助 長照系統資料
長照住宿式服務使用者補助 長照系統資料
身心障礙者居家及社區支持服務 社家署公務統計
身心障礙者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社家署公務統計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社家署公務統計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長照基金及醫療發展基金預決算
榮民長照與身心障礙醫療復健服務支出 退輔會預決算
榮民之家失能失智養護床住宿費用補助 依退輔會預算及公務統計估算
保險部門
護理之家、精神復健機構健保給付 依健保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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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長照支出編算資料來源(2/2)

資料來源及編算方法

私部門

家庭部門

長照居家社區支持服務民眾部分負擔 長照系統資料

外籍家庭看護費用 依勞動部及移民署資料估算

本國籍家庭看護費用 依社福相關調查資料估算

民眾支付住宿機構費用 依社家署、長照司公務統計估算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民眾部分負額 依社家署公務統計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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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編算結果

109年 110年

NHE(現行，未含長照)(億元) 13,241 14,265 

NHE(含長照) (億元) 14,797 15,805 

NHE(現行)占GDP比重(%) 6.6 6.6 

NHE(含長照)占GDP比重(%) 7.4 7.3 

增加1,540億元

上升0.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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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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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論與建議
01

03

隨我國老年人口占比快速成長，相關健康照護支出勢必快速
成長，亟需順應社經發展掌握相關數據，並反映於NHE統計02

04

為永續產製資料，協調業務單位納為例行性統計；並於社福
法定調查增加問項，建立定期性編算資料

110年納入社政機構提供之長照服務支出，NHE增加1,540
億元，占GDP比重增加0.7個百分點。

本次依循國際規範發展精進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可增進
醫療保健支出國際比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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