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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送餐「心」服務 

葉亭佑1 

專題採訪 

  當你送餐的同時， 
  送的不光是一個便當， 
  更是一份關懷和信任。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張建文》 

 

 

   高齡化是當前全球人口的趨勢，人口結構老化伴隨少子化的年齡層結構快速改

變，將對人類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產生重大的改變，所需面臨的挑戰迫切且迅速

地浮出檯面，喚起了大家對相關問題的重視。                  

   據內政部統計結果，全台每五個獨居戶，就有一位獨居老人。65歲以上的獨居的

長輩中，43.6％是中低收入戶或接近政府補助許可的邊緣戶，更有10%的老人雖與子

女同住，但其子女未盡其妥善照顧的責任，使父母形同獨居一般。若沒有受到政府

的補助或社會的關心，獨居老人就像一群被遺忘在角落的弱勢族群。 

   深耕台灣老人高齡照護服務20年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為落實老有所終、健康

樂活，及實踐WHO提倡的活躍老化，機構設計了三大服務方案，其中包含了老人餐

食的服務。基金會從民國96年起承辦計畫整合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老人福利

與事業系以及悟饕池上飯包業者，研發十套幸福熟年飯包，推廣老人餐食外送的新

型經濟服務模式。其中結合了產、官、學三界的合作，將老人送餐導入市場機制，

使整個老人照護的送餐服務機制更加健全。 

    目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主要負責台中屯區的送餐服務，每天一早由基金會設

置的中央廚房就開始備料準備午餐的便當，約莫10點半，就會有大量熱騰騰香噴噴

的營養便當送到本部。再由送餐志工沿著規劃好的送餐路線，趕在12點半之前將

新鮮的便當送到長輩手上。本期透過在現場工作的資深社工員，帶領讀者了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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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送餐服務的現況，從一言一語中，感受到了對於社會服務的熱誠和對於目前台

灣面臨困境的憂心。以下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社工員張建文的訪談精華：  

 

以「餐」為名送愛 

  

《老年學論壇期刊》（以下簡稱Q）：您目前在基金會擔任的職稱全名為何？平常

主要的工作業務為何？ 

張建文(以下簡稱張)：我的職稱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社工員，平常主要為機構內

對外與政府接洽、轉介個案為主。當新的個案來到機構時，我的工作就是接續經由

政府評估通過的個案，然後拜訪個案，並依照個案當下不同的需求及了解各方面的

生活需求、環境評估、家庭功能、身體功能等，提供不同的合作服務。以及定期的

訪視給予關懷關心，目標還是以幫助個案恢復獨立生活的能力和身體健康為主。 

    由於我們的送餐服務僅在平日的週一到週五提供午餐的服務，假設個案經由我

們評估之後，有迫切性及必要性的需求，在假日也需送餐的情況，我們會提供等值

的代餐，例如一些營養補給品、麵條、飯、乾糧、餅乾等。讓個案即使在假日，我

們送餐員休假時依然可以獲得營養的補充，不會餓肚子。 

 

Q：貴基金會與經建會的委託案與政府的合作模式與項目為何？ 

張：每年政府會根據長照八大項服務進行提案的標會，也因為政府的能力有限，因

此不同的服務項目政府都會委外安排不同的機構提供服務。這是行之有年的共事方

式，各個基金會之間有各自互相有共識默契，所以會進行協調負責區域業務領域的

歸屬，而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主要負責屯區送餐服務的部分，但當然除了送餐服務

之外，我們也有提供其他的照護服務。 

   一般針對政府僅補助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失能的獨居老人進行政府資源補助。

接收到個案時會先經由台中市長期照顧中心，確認是否符合「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資格，並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送餐服務資源轉介到機構。 

   台中市政府一餐是補助65元的金額，中低收入戶政府補助餐費的90%也就是個案

每餐僅需自付五元即可享有便當 ;而低收入戶政府則是全額補助。其符合經濟上的

資格條件外，還須為獨居的狀態和進行失能的評估鑑定。通過評定之後由政府轉介

基金會，再由機構訪視個案，仔細評估服務內容及協調合約內容上的細節。 

   上述的這些屬於政府補助的案子，另外機構服務的對象還有一些一般戶，也稱作

邊緣戶。我們通常對於一般戶的申請會先檢視和了解個案的狀況，例如個案的身邊

有無資源可利用、個案需要送餐服務的迫切性。了解他們的狀況之後，通常一般戶

項機構申請送餐服務都是以自費為主，但若一般戶有經濟上的困難需要幫助我們會

開設公益案或募款籌措資金幫助他們能夠享有照顧得到保障。 

   另外，在我們機構內服務的志工每年都必須接受在職教育20小時志工培訓，平常

也會設計方案企劃，向政府提出經費的申請。例如：舉辦對促進老人身體機能有益

的戶外踏青旅遊活動，或開辦長青學院替長輩連接資源，讓他們能夠活到老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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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所有企劃 後都需要上呈成果報告書，以檢視活動的必要性及獲得經費上的

補助需求。 

 

需突破人力與食材成本 
 

Q：在推行上有沒有遇到困難？當中您認為 大的阻礙為何? 曾遇到的瓶頸？ 

張：阻礙有四大面向。一是志工數量不足，因為工作辛苦，人力流動大，也因為人

員的流動頻繁，對於接觸服務的個案熟悉度不足，對老人家而言也較不容易建立信

任感；二是服務的地區廣，有些個案地區處偏僻，個案與個案之間的距離遙遠，造

成可能送餐品質無法準確兼顧。 

三是，有些偏鄉的個案獲得的資源較不足，生活困苦需要社會的幫助，但可能因為

擁有一片田或擁有些許資產而導致不符合制度上的定義，因此有需要幫助但也無法

受到政府保障；四是，弘道擁有屬於機構的中央廚房，提高人力成本費用，主要的

困難還有天災等未知數，造成餐費食材費原物料成本上漲，但政府的補助金額不便，

為了控制成本，進而壓縮餐食的品質，這點讓我們比較困擾。 

 

Q：貴機構設立機構內的中央廚房和送餐系統，是否有和就業資源人力結合進行聘

請？ 

張：我們的中央廚房或送餐員沒有和人力資源做合作，皆由單位自行招聘，都是懷

抱高度熱心想服務的二度就業民眾(或婦女)及有意願想服務的中高齡族群。另外，

我們也有提供學校實習生合作的部分，目前若單位各處室有實習生有想體驗，可以

跟社工溝通協調並進行申請，大致上合作的合約內容是體驗廚房分工或是協助送餐

的部分。 

 

社區關懷據點加入，推動共膳 
 

Q：未來，與政府的合作上有沒有什麼期許？或是針對能更完善健全的友善高齡環

境提出建議。 

張：針對一般邊緣戶的，希望政府開創一套機制或措施可以建立，例如：使資源分

配更均勻，提供可用資源管道方便民眾使用，或新增評估的方法或準則使有需要幫

助的人皆可以受到應該的保障和照顧。 

    在去年開始，政府開始推動地區小方案的合作計畫。透過社區關懷據點提供老

人共膳的服務項目，由各社區，村里鄉鎮提出申請標案，這樣可以使資源在地化，

也可藉共膳機會增進長輩們之間的交流，達到成功在地老化及關懷的目標，我們也

樂觀其成。 

 

Q：在服務的過程中，有沒有 令您感動或印象深刻的回憶？ 

張：在送餐服務的過程中，在定期訪視中每每看到長輩狀態持續的進步，看到他們

過得開心，心裡面的開心是無法言喻的。我們送出去的每一餐，對於有些長輩我們

訪視的時間可能是他們一天當中唯一能和人說說話，以及與社會接軌的時候，當你

送餐的同時，送的不光僅是一個便當，更是一份關懷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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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討論： 

 

由上述訪談當中發現了一些目前老人送餐服務發展面臨的幾個方向，整理如下： 

 

1・個案之間距離遙遠，送餐員工作辛苦，人力流動頻繁。 

2・送餐路線規劃不易，間接使食材選擇菜單設計上受限制，導致菜色變化度不高。 

3・對於餐食口味，喜好不一，但選擇不多，無法滿足不同訴求長輩們的喜好。 

4・食安危機頻傳，如何把關使食材成分透明化，且容易辨讀，提供品質良好的食物。 

5・可提供長輩用餐的友善用餐空間和省力餐具方便用餐的資源較為缺乏。 

6・籌措老人照護所需政府提供的補助費用金費有限。 

 

以下是針對上述問題提出的建議： 

 

1・擴大政府補助對象，於政策制度面進行調整，讓更多真正需要的人受到保障。 

2・針對減少送餐員工作負擔，餐食選擇性的建議： 

（1）實施老人共膳：聯絡情誼，強化社交功能。 

（2）設立老人食堂：提供友善良好的用餐品質服務。 

（3）老人廚房 : 此設計也可以透過過去累積的經驗，彼此互相分 

     享記憶中的好味道，甚至可以透過烹煮的過程中維持獨立生 

     活的能力。 

（4）政府可與餐飲業者、連鎖商店簽署契約：提供餐卷兌換或外   

     送服務，增加在於用餐的選擇性。 

3・使餐食兼顧營養美觀又美味：根據報導，全家便利商店目前有 

   意投入老人送餐服務這領域，可能透過超商的合作可望解決老 

   人送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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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回應	
	

老，更要以食為天	
	
	 	 根據文獻報告，老人送餐服務能提升飲食的品質，增加營養的攝取，減少食物不

安全的風險，此外，還能增加社交的機會，改善飲食依從度，提升生活品質與減少

孤單感覺(1-3)。本期訪談的弘道基金會社工人員，道出了老人送餐服務面臨的人力、

經費、規劃路線、專業技術等問題。	
	
	 	 在餐食方面，弘道基金會曾與弘光科技大學合作，開發兼具營養、色香味俱全的

便當，此構想若能結合餐飲業者與超商、連鎖通路業者，將為廣大社區老年人提供

可近性、方便性、安全性的優質餐食（營養又美味），	 也帶來可觀的銀髮族飲食商

機。	
	 	 目前，以午餐為主要外食時間的老年人超過八成，估計有 250 萬的消費者。台灣	
已有連鎖通路業者投人，2016 年，全家便利商店正著手針對老人便當、老人送餐服

務的市場研發。另一方面，根據朝陽科技大學研究學者指出(4)，銀髮族對老年專屬

餐廳規劃的認同性高，說明以老年人為主題的餐廳，具有可行性。雖然此結論是根

據模擬情境，仍具参考價值。	
	
	 	 根據在瑞典研究報告，老人對食物與餐食的看法主要是根據過去的喜好(5)，因而

提供多元選擇性、滿足老年人口味，將有助於老人進食。弘道基金會每月提供被服

務對象不同菜單，非常值得鼓勵。	
	
	 	 社區的老年族群，各人的飲食習慣與喜好差異甚大，對於有志經營銀髮族餐飲業

者，充滿了挑戰與機會。有些顧客會要求客製化飲食，對此，餐飲業者，如紫金堂，

也磨刀霍霍。	
	
	 	 許多研究不約而同指出，社會支持將影響老年人的營養，進而影響健康。弘道基

金會透過送餐服務，給予老年人社會支持，非常值得讚許。基金會進一步與學校食

品營養系合作，開發多樣性優質餐食，讓服務品質提升，對於廣大社區老年人飲食

需求，我們期待餐飲業者與超商業者的投入，讓老年吃的安全，吃的健康。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 王新台 ; 林靜宜 協助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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