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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於日本國立長壽醫療

研究中心與其他長照設施考察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姓名職稱： 

馬惠明 院長 

陳信水 復健部主任 

陳人豪 老年醫學部主任 

張楷杰 神經部主任 

葉忻瑜 家庭醫學部醫師 

林芳如 護理督導 

派赴國家/地區：日本/名古屋、大阪 

出國期間：2024/9/23-2024/9/27 

報告日期：202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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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於 2024 年 9 月，由馬惠明院長帶領訪查團，前往日本愛知縣與名古

屋地區，參訪國立長壽醫療研究中心（NCGG）及多個高齡照護機構，深入了解日本在

高齡長照領域的先進技術與管理模式。此次訪查重點包括 NCGG 的高齡復健技術、失

智症專科照護及認知篩檢研究，並與其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名古屋「よってって横

丁」及「Joyful 名駅」機構的分層式設計與智慧長照管理系統，為雲林分院提供了高齡

住宅與長照服務整合的設計靈感。大阪 SOMPO 集團的長照人員專業訓練制度，更是有

效降低了人員離職率、提升服務品質的重要模式。雲林分院未來可參考此次訪查經驗，

引進分層管理模式、智慧長照系統、跨機構資訊共享平台及先進照護輔具，並強化長

照人員培訓，打造高齡友善的長照示範中心，提升雲林地區整體長照服務水準。 



3 
 

目次 

 

一、目的-----------------------------------------------------------------------------------------------------P.4 

 

二、過程-----------------------------------------------------------------------------------------------------P.4 

 

三、心得及建議------------------------------------------------------------------------------------------P.10 

 

  



4 
 

一、 目的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的社會，雲林縣受到人口外移與少子化的影響，是全國率先進

入超高齡社會的地區。臺大醫院雲林分院作為雲林健康的前哨，除了治療急重難

罕疾病外，亦將高齡長照設定為重大目標，內容包括老人醫學醫療、高齡社區健

康等。此外，未來在斗六院區旁，將建設高齡長照大樓，希望結合尖端科技，成

為高齡照護的示範中心。為了借鏡國際先進，本(2024 年 9)月由馬惠明院長領軍，

帶領復健部陳信水主任、老年醫學部陳人豪主任、神經部張楷杰主任、家庭醫學

部葉忻瑜醫師、社區與居家照護林芳如護理督導、與國家衛生研究院高齡中心林

玨赫副研究員，共同前往位於愛知縣的國立長壽醫療研究中心(NCGG)，以及週邊

相關機構進行參訪學習。 

二、 過程 

 坐落於日本戰國三傑的故鄉－愛知縣、鄰近大都會名古屋的 NCGG，為日本

高齡發展最重要的據點，致力於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幫助其實現終身獨立，

並提升健康與福祉。台大團隊與 NCGG 理事長荒井秀典教授會談，由馬惠明院長

介紹醫院的發展方針，並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荒井理事長指出，日本高齡問題

也十分嚴重，NCGG 針對高齡衰落與肌少症的生物指標已有長足發展，另外針對

高齡駕駛的問題，亦有熱烈的討論，會後並贈送專書，作為兩院合作的契機。

 
 NCGG 由許多高齡相關的部門組成。團隊第一站參觀物理治療中心，設置許

多尖端科技，包括由豐田汽車企業協助開發，可調整輔助強度的步行訓練系統；

結合擴增實境(AR)、坡度變換、與 AI 骨骼偵測的步行模組、以及站立與走路之壓

力感測設備等。使高齡者在復健運動的同時，能精準量測各項指標，作為評估與

介入的參考依據。 

 

 團隊此行亦適逢由日本政府主導的高齡認知篩檢研究活動(共生に向け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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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住民不多，長者較能將其視為自己的家，進而維持固定的生活模式，實為照顧

失智症患者之重要概念。 

 大樓一樓另設有日照與喘息服務區域。「よってって横丁」機構的設計理念，依照

不同的疾病、嚴重程度與需求進行分層，可做為本院長照大樓之參考。機構亦提供讓

長者與學梓共學的讀書中心以及開放地方農家於大廳販賣農產品，為設施注入活力。 

 相較於南生協，坐落於名古屋市中心的 Joyful 名駅．則為另一高齡照護典範。此

機構由日本厚生省保險局長唐澤剛教授退休後創建，試圖於都市之中，建立住、商、

長照之混和設施。使用者的收費，除了與台灣之長照 2.0 類似運用長者機能之分級系統

外，亦將長者之經濟狀況列入考量，以減少貧富差距所帶來之照護不平等。 

 
 此機構導入多項科技措施。在住宿型機構中，護理人員透過機構開發之 CareWiz

系統，能透過語音分析的方式快速建立照護紀錄，並透過雲端將其連結，使得照護歷

程能完整呈現，以利輪班人員快速掌握長者狀況。另外機構亦備有感壓床墊、飲食黏

稠度調理機等設備，以照護各式各樣不同需求的長輩。 

 
 位於一樓的日照機構，聚集了眾多的長者，門庭若市。有些在聊天交誼，有些則

在進行益智活動(如麻將)。此區亦備有震動機，在物理治療師的引導下，高齡長者可在

下肢肌力訓練或伸展運動同時，進行全身震動感覺得刺激，對於感覺機能下降的高齡

者來說，有一定的治療實證。 

 在參觀完機構後，團隊接著前往名古屋市醫師會，與地區醫療領袖進行晤談。名

古屋市醫師會由會長山根則夫醫師帶領，副會長牧篤彥醫師介紹其地區醫療介護之互

聯網「はち丸 network」。 



8 
 

  
 「はち丸 network」召募地區醫療院所、藥局、長照設施、以及居家照護派遣中心

等機構，在患者同意之後，上傳並共享其健康資訊與診療紀錄。此外，平台亦提供對

話窗格，可以針對特定個案進行不同醫療單位之間的溝通，使得患者能獲得連續性的

照護。 

 此平台目前以名古屋市為中心，共有近 2000 個機構參與、4000 多名醫療專業人員

共同參與。平台營運每年約需五百萬台幣，但並未對使用者收費，而是由政府進行資

助協助營運。 

 在會談中，馬惠明院長表示，台灣雖然有健保作為醫療資訊共享的平台，然此連

結並未擴展至長照系統，對於高齡照護的完整性仍有缺憾。はち丸 network 平台雖然為

地區性之連結，但卻能做到多方之整合，實為雲林區域醫療與長照整合的良好樣板。 

 最後一天的行程，團隊自名古屋前往大阪，觀摩高齡照護的人才培訓以及科技。

首先抵達的是 SOMPO 集團的人才培訓中心。SOMPO 集團自西元 1888 年成立，為屹立

百年以上的保險事業，後於 1997 年成立 SOMPO Care 子公司，為融合長照與保險的日

本先驅企業。 

 然而高齡者照護不易，長照專員（介護師）實為一專業技術，若缺乏適當訓練，

容易使得離職率居高不下。有鑑於此，SOMPO Care 成立專訓中心 SOMPO University。

員工在模擬長照機構的場域進行實體操作訓練，並配合測驗檢核與升級制度，除了提

升員工的專業能力與自信心外，亦能保障照護品質。透過這樣的學習制度，SOMPO 公

司成功的將離職率自 20%下降至 11.4%，成效斐然。 

 

 隨後團隊前往為與大阪港濱的亞太貿易中心(ATC)前往見學。在 ATC 的展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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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基於本次訪查之心得，針對雲林分院高齡發展與長照大樓的規劃，提出以下具體

建議： 

1. 引進多層次高齡長照服務模式 

建議雲林分院參考「よってって横丁」的分層式設計，依據長者的健康狀況與

需求分區管理，設置包含高齡獨立住宅、團體生活單位及專科治療病房的綜合

性長照大樓。這樣的分層模式能確保每位長者都能在最合適的環境中獲得最佳

照護。 

2. 建立智能化長照管理系統 

參考「Joyful 名駅」的智慧長照管理系統，雲林分院可考慮導入一套智能化的

照護管理平台，整合日常紀錄、健康評估及緊急通報功能，並結合雲端技術，

達到跨部門的資訊共享及即時監控，提高照護的整體效率與安全性。 

3. 強化高齡醫療與長照的跨界整合 

引入「はち丸 network」類似的區域性健康資訊共享平台，建立醫療機構、長

照單位與社區資源的聯繫機制，確保高齡者在轉介與服務切換過程中的資訊完

整與連續性，提升雲林縣內高齡者健康管理的整合性。 

4. 推動長照人員的專業化培訓 

效法 SOMPO University 的人才培訓模式，針對長照服務設立階段性訓練計畫，

提升人員專業技能並降低離職率，確保雲林分院未來長照大樓能擁有一支穩定

且高素質的照護隊伍。 

5. 引進先進的高齡照護輔具與科技 

引入 NCGG 展示的各種先進復健設備與輔具，如步行訓練系統、腰部防護裝置

及離床警示系統等，提升復健治療的精確性與安全性。同時考慮引入 Ageless 

Center 展示的便溺清理系統等日常生活輔具，提升住院與居家照護品質。 

通過以上建議的實施，雲林分院可望在未來發展成為結合醫療、科技與社區資源

的高齡長照示範中心，為台灣高齡照護樹立新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