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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影評 

看護工向前衝 

陳柔謙 1、游詠晨 1、張瓊文 1、曾靖珣 1 

前言 

陳柔謙 

 這是一部刻畫看護工工作狀況的漫畫，基本上這是一部對日本看護保險制

度描寫及反省的漫畫，對即將推行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台灣，有很高的參考性。 

 每一部漫畫都有固定公式，所以這次介紹的漫畫也是有固定公式—即本來

沒有方向-->之後因為促發事件-->投入某領域後，描寫主角體力用不完之熱血改

變過程；而且故事中的主角一定要有對比；即一位看起來憨厚的人物和一位看起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生。 

漫畫是由日本人資深漫畫家草

花里樹所畫，於 2005 年 8 月由東立

出版社在台灣上市。此套漫畫仍在連

載，曾獲得漫畫家協會賞，不但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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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推薦讀物；目前已出版到 2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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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很聰明冷靜的人物。所以主角原本是沒有人生方向，經過一些歷程後（看見新

聞、想著自己的奶奶之後的未來、看見死黨—阿仁進入老人養護機構工作），決

心投入老人看護的職涯；而主角就是體力用不完，愛心永不耗竭，熱血再熱血的

恩田和另一位冷靜聰明的主角—阿仁。作者厲害之處，就是將嚴肅的老年人看護、

機構、日本福利制度等，用輕鬆的方式描繪出來，讓讀者能夠比較容易看懂。我

很訝異漫畫可以如此寫實地描繪出老人養護機構的故事，甚至討論制度問題。 

 主角一開始一股熱血的想要當老人看護，覺得老人很容易照顧，在知識不

足、能力不足之下，魯莽地強迫機構負責人讓他進入機構當看護（機構負責人只

讓他以實習身分開始）。當然可想而知，進去之後因為輕忽老人的照顧重要性，

而導致許多的錯誤（如：因不了解每個老人的進食方式而將餐食送錯對象，把需

要吃泥狀食物的餐食送給其他老人等），其中機構的前輩對著犯錯的恩田說了一

句：「老人看護可是一件只要稍微不小心，就會導致『死亡』的工作」！當時，

恩田心裡還納悶哪有這麼嚴重。不過，就現實層面，在日托中心的確需要有這些

注意的部份。另外，對於失智老人需要誘導上廁所，在漫畫中也寫實地描繪出來。

在這套漫畫中，由輕鬆的方式，讓還未經歷年老的大家，藉由漫畫中每一集不同

的故事主題，引導大家建立對於老人照顧體系的概念，以及老年人會面臨的問題，

使大家能夠用輕鬆的方式明白老年人的各種議題（如：失智、老人虐待、看護支

援等主題）和需求，是一套值得閱讀的漫畫。 

「自己想過什麼生活，答案只有本人知道」 

陳柔謙 

 這句話點醒了想盡辦法要對抗僵化腐敗的服務輸送體制的阿仁。在第五六

七集中，是探討「看護支援專員」篇，當中描述阿仁滿懷期待從機構照顧轉為看

護監理人（類似台灣的照管專員），但在這當中他看到服務輸送的僵化、企業財

團以營利為導向、與公家單位的冷淡，對使用者（即個案）造成許多的無奈與不

公平。使用者一方面對於服務方案申請知識不足，不知道原來可以自行申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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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使用者有些為了能夠繼續有服務，不管服務方案是否合適，仍然隱忍下

去。 

故事以日本的介護保險實施看護服務為主題，延伸出許多日本目前看護服務

事務所（專門管理使用者的公司）、監理人（專門評估寫方案）以及使用者（個

案）之間所面臨到的困境。 

筆者分兩方面—服務方面及政府方面來討論故事所描述的狀況。 

（一）服務方面 

a.服務輸送問題 

1.看護工（照服員）品質參差不齊 

2.看護工時數計算方式難以界定：如：都是同樣服務一小時，相對距離較遠

的使用者所得到的服務時數，是否需要包含看護工的車程？在故事中，有些看護

工會自動縮減服務時數以平衡車程。 

3.車輛接送的問題：在故事中，若使用者需要前往就醫，事務所的方案需要

寫入「看護計程車」的使用需求，其條件為—一人、一地、一台計程車。但是故

事中看護計程車是隸屬在財團下的子公司中，因此公司為了想要營利，所以就讓

計程車共乘使用者，將附近有登記看護計程車的使用者整合為一台，但是報給政

府單位看的仍然是一人一台車，而從中申請經費由此獲利。 

4.服務合作廠商問題：漫畫中的服務方案是由看護事務所評估輸送，所以從

事務所到合作的服務介入項目都是財團以不同名稱設置，並從保險制度中獲利。 

b.看護監理人問題 

只照方案行事，忽略案主真正的需要，並受到集團營利施壓，不斷推銷個案

不適當的服務方式，且為了達到使用率，而鼓吹個案使用服務達到額滿保險所定

的時數或經費；如果有個案已經達到政府定的時數或經費，再推銷自費方案，以

從個案中的服務方案獲利。 

（二）政府方面 

漫畫將日本介護保險政府方面的問題也在故事中提出，分別有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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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處理的案件多 

2.未積極介入調查 

3.官商勾結—找議員向公辦單位施壓，要他們不要插手。 

 當阿仁發現這些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都不是靠個人的力量就能夠接手，

但是，他仍然想要用自己微小的力量以小搏大。這樣的熱情起先遭到事務所老闆

與同事的反彈，甚至老闆以加薪來使他不要再特異獨行。但是，心意已決的阿仁，

信念不被環境與人為的因素所動搖，仍然要堅持真正的服務—貼近個案來了解他

們真正所需要的服務是什麼。當然，故事最後一定是阿仁堅強的信念影響身邊的

人事物，大家一起加入改革服務的行列。阿仁不只影響同事對於服務利用的思維，

也影響個案對於服務利用的想法。阿仁開始幫忙個案將不必要的服務刪除，並且

依照個案的生活習慣及興趣安排適當的復健方式或是服務方式，讓個案也很訝異，

原來服務也可以如此的利用。而故事中，那位財團的理事長，也因為自己中風後，

到自己所開辦的日照中心接受服務，才發現原來提供這些服務是這麼不貼近個案

者的需要。 

當主角與同事們想辦法要對抗制度，阿仁對恩田說：「看護監理人就是要為

利用者擬出最妥善的方案，因為企業腐敗到連這麼基本的事都做不到。」但恩田

卻說出了一個重點：「作選擇的是爺爺奶奶，怎麼講的好像是你們選好提供的呢？

不管好壞，最後都是由爺爺奶奶決定的吧。」就是這一句話點醒了阿仁，因為不

管是對抗公司財團、或是政府制度，只要個案還是默不吭聲地配合隱忍，這樣腐

敗的制度與財團營利式的服務輸送還會存在；因此他們也開始教育民眾要如何運

用政府的資源，幫助民眾開始對於自己的服務方案有自主性。 

對照台灣的長期照顧體系，台灣是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來統一評估及分

配個案，依照個案需求提供服務（如：個案需要看護，就介紹看護人力），目前

大多縣市都附屬在社會局當中，比較特別的是屏東市是由衛生局管理。而目前台

灣的長照制度雖已經試辦 16 年，但法規體制才剛開始萌芽，「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也面臨到一些課題需要解決，就如黃源協教授所指出：組織架構問題、人力配置

問題、中心定位不明、專業人力質與量不足、照顧資源的不足與不均（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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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協，2007）。其實這與漫畫中所提到的問題是有些雷同，也許這是發展中

的一個過程，是需要大家一起解決面對。我認為，體制層面很難一時改變，但是

可以改變的是人—個案管理師（看護監理人）和個案。就如漫畫中所描繪的，個

管師需要對個案有更多的認識，真誠的與個案互動交流，才能真正地看見個案的

需要，訂定適切的服務方案；個案也需要主動提出心中所想要的服務方式，這樣

才能達到雙向溝通並提升服務效率。 

目前台灣的個管師是由許多專業背景的人員所組成，如：社工師、護理師、

復健師、職治師等。這是非常多元且能夠從不同角度認識個案的團隊。但是要如

何引進更適合的人才，就有學者建議：照管人員專管專用、明確界定照管師的定

位予以法律保障、政府應建制儲備完善之人力、發展證照以保障照管人員的專業

性等（呂怡蓁、劉淑娟，2013），才能讓更多對於照管服務有熱情的專業人士加

入。 

上述都是都是針對體制架構方面來看，但是事實上，真實要面對的是我們服

務者的心態，到底我們所提供的服務真的對個案適切嗎？這是值得我們細細思考

的部分。最後，再次推薦「看護工向前衝」這一套漫畫，真的值得一看。 

「即使身為服務傳遞者，就能代表長者發言嗎？」 

游詠晨 

談到失智症的長者財務應該由誰管理，書中提到了成年監護制度，所謂成年

監護制度是為了協助智能障礙、失智、精神障礙等因素，喪失判斷能力的人士，

無法獨立完成不動產、存摺等財務管理，藉由指定監護人或法定監護人，協助其

管理財產或是幫助其進行簽約看護服務、搬入機構起居所需、以及協議遺產分割

等等。 

指定監護通常是為了可能罹患認知疾病做準備，而大部分的指定監護人都由

親友擔任。指定監護人對老年人了解程度與是否為老年人的主要照顧者，對他所

做的決策便會有所差別，而這樣的差別，便會影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成年監護

制度雖然只管理金錢與看護服務，但不可否認地，金錢與人生的確是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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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老時，我們願意把人生交給誰？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指定監護

人如果是子女或配偶，金錢花費就很容易流於「花老年人的錢，做自己的事」，

並不是全部花用在老年人的必需，更甚者，拿老年人的錢當作進駐機構的費用，

更是「花老年人的錢，做他完全不喜歡的事」這種狀況是讓人最不樂見的，因此，

此種制度也有相對的制衡，日本設有調查官在負責監護人的適任與否。書中也提

到一個信念：「監護人不能忘記自己為何而存在」，是為了老年人的幸福，而不是

為了全家人的方便。監護人不管是家人或第三者，如果可以抱持信念，就是對失

智老年人最好的狀態。而從服務傳遞者的角度來看，與老年人並肩同行的路上，

處處是倫理與良心的議題，每個人如果都少做一點點，或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

則老年人的權益損失便難以想像。 

我們常常說：未雨綢繆，在每一個慢慢老去的日子裡，有越來越多的人為自

己預先規劃了老年生活，或者是生病之後的老年生活。想住家裡，或想住哪間機

構，發生意外時務必請誰來幫忙，要把財物交付給誰等等的計畫，但當意外發生

時，卻未必能盡如自己心願，除了親友、主要照護者的意見，在傳統觀念方面，

老年人還是不希望麻煩別人，這也是自尊心的一部分。此外，以健康時的心態立

下的計畫與生病時的心態也不同，尤其是從獨立自主變成依賴者，書中便提到「不

管做了多少準備，還是有一件事無法準備…就只有心理準備…做不到…多半直到

最後一刻，都還沒有辦法看開吧。」點出了生病高齡者的心情。 

書中以「老太婆就沒人權？跟野狗一樣要受環保機關驅除？就算成為枯瘦如

柴的老太婆…自己的人生還是自己的啊！」這樣的覺悟來鼓勵生病的老年人，希

望老年人都能活在自己的期待中：「每個人都希望活在自己期望的地方，直到最

後一刻，也死在自己期待的地方。」書裡面說的是很理想的狀態，最後每個角色

都受到這樣的精神感召而活出自我的理想生活。當在社會、文化、環境種種複雜

的因素之下，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覺醒，在臨床上，我們看老年人跟老年人

看我們，都有一定的成見，常常我們認為老年人需要人家幫助，是弱勢族群，而

在不知不覺中擺出高姿態，讓老年人感受不到尊重與自主。而老年人在這樣的經

驗累積之下，也很自然就會認為專業人員覺得他們是麻煩分子，不懂老年人的心

情，進而退縮不願意述說心情，被動地接受安排，放棄自己想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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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高齡服務傳遞者，即使沒有經歷老年生活，也要時時把「如果是我的話，

我希望怎樣會更好」這樣的想法放在心中，不預設立場的傾聽心聲。在老年人的

「第二人生」中，主角仍然是他們，而我們是協助讓老年人把腳步踩得更穩健踏

實的人，如此，相信就能更接近書裡面的理想狀態。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張瓊文 

現實環境中的困境 

作者傳達著在看護待遇中主角面臨到現實工作環境的問題，點出從事看護工

作待遇低且異動大以致於人手不足，即使滿懷理想從事看護工作，最後都在現實

的壓力下辭職。而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人員負荷加重，間

接影響看護照護品質。連著百太郎熱情說出著「我可不是為了金錢工作」時，還

是面臨到在「看護保險制度」之下所給付待遇的現實，也著實讓百太郎意志消沉

了些。 

而在既要馬兒肥,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情況下，相對受到影響的卻是受到照護

的爺爺奶奶們，隨著人力的縮減，導致工作型態改變，為了完成規定每個時段應

盡的工作，而使得照護品質逐漸低落，而造成臨床人員在理想和現實工作環境中

掙扎，更讓人難過的是居住的長者體諒他人的心情，更讓所有人員意志消沉，似

乎忘了當初進到職場的初衷。「於是滿懷理想的人只得離職，沒拋棄老人的留下

來的，都要跟現實妥協..就只能工作到燃燒殆盡為止。」而居住者也失去笑容。 

為他們設置安全且安心的環境，是否同時剝奪了他們的自由與的尊嚴 

而當大環境改變時，長者也都能感受並共體時艱，並勇敢站出來發表自己的

心聲與建言，反觀在討論的同時我們似乎忘了詢問真正居住者的意見，忘了考量

老年人的心聲，只覺得我們做的決定就一定對他們好。作者傳達出一般多數人可

能認為讓長者們安心且安全的生活著，比起人權與生活品質來的現實。如同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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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機構為了避免跌倒的風險，而將其綁在輪椅上或床上，來抑制他們的行動，或

是為了防止失智症長者迷路或走失，而限制其自由，這些行為乍看之下是為了讓

住者安全，但是卻剝奪了尊嚴與品質。在這個過程裡重新體會當初進入看護職場

的價值與奉獻的心，感受居住者真正的想法，如何讓他們在這個地方做他們想做

的事情，才是體會他人的心。讓「爺爺奶奶可不是被飼養著，而是生活在這裡」，

「我們是爺爺奶奶的鄰居…」，照護他們重新整頓生活，排解孤獨與不安，讓他

們恢復活下去的力量，這也是照護的價值所在啊。 

極樂世界 

在主角重新燃起對工作熱情，並朝著心中的「極樂世界」一步步向前，「老

後的時間並非等待死亡，而是用來獎賞自己一輩子的努力！」也帶領著長者們的

重新有了追求夢想的希望，但是在追求夢想的路上，總會遇到現實環境的阻礙，

於是長者們啟動的自治會，讓設施主管了解居住長者的心聲，也讓長者們自覺應

該對自己往後的生活提出積極的意見與希望。長者具有異質性，如果只是依照提

供者給予一樣的娛樂或措施服務，大家一視同仁也就等同是失去老人異質性的觀

點。  

而在重新追求理想生活的同時，接踵而來的是在理想化之下看護保險制度營

運的合法性問題，並且開始受到制度和傳統刻板印象的檢視，雖然官員背負著制

度上的壓力與規定，但他們卻也忽略了「看護保險法修正法案，著重於特別養護

型收容設施也要以讓入居住者以返家為目標，並重拾家庭樂趣，恢復自信與健康」

為宗旨的目標。 

  作者從看護工作者的角色去看待制度面的困境與社會角落中實際發生的問

題，而這些問題也可能同時存在我們周遭的生活中。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是否也考

慮到使用者也就是長者的心情，如同主角所說「雇主不是業者，而是受到照護的

爺爺奶奶們」，讓長者能重新懷抱夢想、整頓生活，排解孤獨與不安，並重新拾

起過去的笑容。 

  台灣一直以來長期照護一直受到專業及輔助照護人力資源不足所苦，未來在

長照保險上路後，更將面臨照護服務供給不足的困難，而我們作好準備了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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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積極培養更多的專業人員投入，而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來，除了積極建構長期

照顧體系的完整外，也應當積極營造高齡友善環境，周全並保障老人尊嚴自主與

健康安全，讓每個人均能獲得在地且妥適的照顧服務。 

「看護人力大吃緊」 

曾靖珣 

「看護工向前衝」實在是值得推薦的一部社會實際現象的優質漫畫，也是日

本社會為因應人口老化所生產的新創作。作者草花里樹以誇大的畫風及文字註釋

將現高齡社會的日本，現實生活面向一一描繪、勾勒出來，人物畫像雖有點誇張，

但故事的鋪陳及描述卻是非常寫實並且生活化。 

日本是全世界老化人口最多的國家，日本總人口約有 1 億 3 千多萬人，而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則是約占總人口的 20.7%，約有 2640 萬人。日本政府為因

應這片高齡浪潮，於 1970 年代即開始著手制訂、規劃高齡相關政策，並已於 2007

年和菲律賓簽定 EPA 經濟合作協定條約。此條約主要為促進外交經濟的合作，

並且可引進菲律賓的看護人員至日本。菲律賓為東南亞開發中國家，經濟較為貧

窮的國家，但因菲律賓貧富差距太大，即使菲律賓人在自己國家擁有高學歷，卻

也不一定在國內能擁有良好的工作機會，因此人力外流嚴重。菲律賓與日本雖語

言和國土文化皆不同，且日本的看護工作在日本當地屬於低薪資低尊嚴的職缺，

但仍吸引許多菲律賓人，趨之若鶩的想到日本賺取看護工薪資，因對於菲律賓人

而言，日本看護工的薪資也已超越跨國找工作的成本許多許多了。 

從許多歷史事件都可看出，身為海島型國家的日本，其實排他主義很明顯，

日本民族的團結性使日本是少數亞洲地區國家，可晉身為已發展國家，民族的優

越感也使他們較不信任外來民族。但由於超高齡化、少子化和世界性經濟不景氣，

連帶的也影響到日本的整體經濟。這些社會問題不只是在政府部門討論，連老人

中心、居家看護、居家醫療現場等設施，也面臨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而為了因

應高齡社會，日本政府早已廣設看護學校培養看護專員及相關人才，但雖有許多

年輕人已取得國家證照，實際就職的人數卻大幅減少，因此政府部門不得不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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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外籍勞工的替代方案。 

作者於漫畫中有呈現幾點日本年輕人不願就職看護的原因：1.薪水太少。2.

與同事間的人際關係。3.業務複雜，責任過重。4.日本為核心家庭，新一代年輕

人沒有敬老尊賢的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卻又將外籍勞工合法化的門檻拉得很高，

其中看護師；福祉看護師，須看護大學四年級畢業，且完成看護師研修；需研修

日語六個月，並於醫院或看護設施中進行過實地研修；福祉看護師需在四年內通

過日本的國家考試，合格才可無期限就職，若不合格就要遣返。統計數據指出每

年可通過日本國家考試的外籍人士甚至不到 3%，如此可知外籍勞工要在日本長

久生存是份非常艱難的任務。因此到目前為止，日本於看護人力上的結果就是，

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照顧自己國家的老年人，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願意照顧，而

外籍勞工因政策、因文化的不同而難以生存。甚至是上段描述過的 EPA 經濟合

作協定條約，對民間機構可說沒有任何幫助，因外籍看護員只可被運用於公家部

門。民間機構業者甚至也認為那只是外交政策的籌碼而已，他們認為政府根本不

了解看護現場人手不足的情況，使得看護人力一直是日本老人照護的一大棘手問

題。 

漫畫中呈現的情景，很難不令我聯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同樣是身為海島型

國家的─台灣。於看護人力層面來說，台灣有幾點和日本相似，即是後代子孫的

價值觀。台灣自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因經濟起飛，人力往都會區集中，使得台

灣也漸漸由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轉變為兩代同住的核心家庭，老ㄧ輩的爺奶輩即獨

自生活在原始家鄉，因此我們新世代的年輕人敬老尊賢的價值觀也早已不如前人。

另少子化的現象也是一大問題，台灣的生子率更是全球最低呢！而我國政府和日

本政府不同的是，我們大舉引進了數十萬的外籍勞工，以較貧窮的東南亞國家為

大宗。台灣現也面臨了經濟走下坡、失業率攀升的窘境，唯我國因開放外籍勞工

而使照護人力不至於非常短缺，但我國於專員人才培訓、養成看護員的計劃卻又

遠遠不如日本，由高齡國家轉變為超高齡國家的速度更是居全球之冠，只有短短

25 年。如何從現在開始培訓照護專員、看護工及相關照護人員，以應付接下來

的老化紅海，是我國現急待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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