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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徐少萍等18人
委員江惠貞等29人
委員馬文君等21人
委員孫大千等19人
委員謝國樑等23人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老

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

。經設立許可後三年內未正式

辦理營運，而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延長

一次，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屆期不辦理者，原許可失其效

力。 

經許可設立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立且不

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及不享

受租稅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

人登記。 

未於前項期間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有正當理由者，得

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一

第三十六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老

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

。 

經許可設立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立且不

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及不享

受租稅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

人登記。 

未於前項期間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有正當理由者，得

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一

次，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屆

期不辦理者，原許可失其效力

。 

第一項申請設立之許可要

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撤

銷與廢止許可、自行停業與歇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二、私人設立老人福利機構應備

之資格、條件及服務品質，在

現行老人福利法中都有明文規

定，惟對於許可設立之撤銷與

廢止卻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以辦

法定之，產生諸多缺失，例如

，設立許可後若並未營運，無

論其辦理財團法人登記與否，

政府都難以認定並且難以主動

發現；設立許可後若未嚴格監

督其依限營運，難免產生民眾

容易受到欺騙或不當、不實宣

傳之影響；或機構之建置經緯

萬端經費龐大且事涉人民權利

，應將其撤銷予廢止許可提升

其法律位階於母法中，同時，

無論該老人福利機構是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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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屆

期不辦理者，原許可失其效力

。 

第一項申請設立之許可要

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撤

銷與廢止許可、自行停業與歇

業、擴充與遷移、督導管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小型設立之規模、

面積、設施、人員配置等設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孫大千等 19 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老

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

。經設立許可後三年內未正式

辦理營運，而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延長一次，期間不得超

過三個月；屆期不辦理者，原

許可失其效力。 

經許可設立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立且不

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及不享

受租稅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

人登記。 

業、擴充與遷移、督導管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小型設立之規模、

面積、設施、人員配置等設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財團法人登記，都將現行有關

三年未開始營運則原許可予以

廢止，使其失其效力之規定，

一併增訂於本條第一項中。 

委員孫大千等 19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二、私人設立老人福利機構應備

之資格、條件及服務品質，在

現行老人福利法中都有明文規

定，惟對於許可設立之撤銷與

廢止卻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以辦

法定之，產生諸多缺失，故應

將其撤銷廢止許可之部分提升

其法律位階於母法中。 

三、並且無論該老人福利機構是

否辦理財團法人登記，都將現

行有關「三年未開始營運則原

則可予以廢止，使其失其效力

」之規定，一併增訂於本條第

一項中。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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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前項期間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有正當理由者，得

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一

次，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屆

期不辦理者，原許可失其效力

。 

第一項申請設立之許可要

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撤

銷與廢止許可、自行停業與歇

業、擴充與遷移、督導管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小型設立之規模、

面積、設施、人員配置等設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通過）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得

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業為

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構

應予輔導、監督、檢查、評鑑

及獎勵。 

老人福利機構對前項檢查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項評鑑之指標應依老

人福利機構規模及性質訂定。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得

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業為

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構

應予輔導、監督、檢查、評鑑

及獎勵。 

老人福利機構對前項檢查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項評鑑應依據老人福

利機構規模及性質分別進行，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得

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業為

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構

應予輔導、監督、檢查、評鑑

及獎勵。 

老人福利機構對前項檢查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項評鑑對象、項目、

方式及獎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現行評鑑工作雖然重要，但是已

然出現重大影響，其不分機構規

模及不分機構性質之統一性評鑑

機制已造成與老人福利有關老人

居住議題中「社區化」、「在地

老化」發展方向之負面影響，一

則嚴重擠壓小型機構之發展、二

則卻又無形中鼓勵大型機構之成

長。因此，建議評鑑工作應就「

機構性質」及「機構規模」分別

進行評鑑，以求導正現行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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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及獎

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其評鑑對象、項目、方式及獎

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謝國樑等 23 人提案： 

第三十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不得

兼營營利行為或利用其事業為

任何不當之宣傳。 

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機構

應予輔導、監督、檢查、評鑑

及獎勵。 

老人福利機構對前項檢查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項評鑑應依據老人福

利機構規模及性質分別、分級

進行，其評鑑對象、項目、方

式及獎勵方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化及在地老化趨勢背道而馳之作

法。 

委員謝國樑等 23 人提案： 

一、修正第四項。 

二、現行老人福利制度評鑑工作

已然出現重大影響，其不分機

構規模及不分機構性質之統一

性評鑑機制，實已造成與老人

福利有關老人居住議題中「社

區化」、「在地化」發展方向

之負面影響，其嚴重擠壓小型

機構之發展，卻又無形中鼓勵

大型機構之成長。 

三、因此，建議評鑑工作應就「

機構性質」及「機構規模」予

以分別及分級進行評鑑，以期

老人福利機構能符合社區化及

在地老化之政策趨勢。 

審查會： 

照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委員謝國

樑等 23 人所提條文及委員江惠貞

等 5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三項照列外，第四項修正為：

「第二項評鑑之指標應依老人福

利機構規模及性質訂定。其評鑑

對象、項目、方式及獎勵方式等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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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

，明定其收費標準、營養需求

、復健服務、機構內公共安全

管理等事項及其權利義務關係

。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

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

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住者訂約

。 

委員江惠貞等 29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

，明定營養需求、復健專業服

務人力、機構內公共安全管理

等事項及其權利義務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第三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

，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

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

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住者訂約

。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由於老人經濟狀況相對弱勢，對

於屬於得收取費用之老人福利機

構而言，老人在繳交費用後，如

何確保其在老人福利機構所可以

得到之保障，在第三十八條有關

書面契約上之相關規定，應予加

強，其中如收費標準、營養需求

、復健專業服務人力及機構內公

共安全管理事項等，併同其原定

之權利義務關係等都應明文增列

於書面契約內容中。 

委員江惠貞等 29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二、由於老人經濟狀況相對弱勢

，對於屬於得收取費用之老人

福利機構而言，老人在繳交費

用後，應該在有關書面契約上

之相關規定，予以加強。 

三、爰此增訂營養需求、復健專

業服務人力及機構內公共安全

管理事項等，都應明文增列於

書面契約內容中，以確保老人

與福利機構間之權利與義務關

係。 

委員馬文君等 21 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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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

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

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住者訂約

。 

委員馬文君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

，明定其收費標準、營養需求

、復健專業服務人力、機構內

公共安全管理等事項及其權利

義務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

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

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住者訂約

。 

委員謝國樑等 23 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

，明定其收費標準、營養需求

、專業服務人力、機構內公共

二、老人經濟狀況相對弱勢，對

於屬於得收取費用之老人福利

機構而言，老人在繳交費用後

，如何確保其在老人福利機構

所可以得到之保障，在第三十

八條有關書面契約上之相關規

定，應予加強，其中如收費標

準、營養需求、復健專業服務

人力及機構內公共安全管理事

項等，併同其原定之權利義務

關係等都應明文增列於書面契

約內容中。 

委員謝國樑等 23 人提案： 

由於老人經濟狀況相對弱勢，對

於屬於得收取費用之老人福利機

構而言，老人在繳交費用後，如

何確保其在老人福利機構所可以

得到之保障，在第三十八條有關

書面契約上之相關規定，應予加

強入法保障之，其中如收費標準

、營養需求、專業服務人力及機

構內公共安全管理事項等，併同

其定之權利義務關係等都應明文

增列於書面契約內容中。爰提案

修正本條第一項。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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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等事項及其權利義務

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將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

入住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

已依第一項規定與入住者訂約

。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條 政府及老人福利機構

接受私人或團體之捐贈，應妥

善管理及運用；其屬現金者，

應設專戶儲存，專作增進老人

福利之用。但捐贈者有指定用

途者，應專款專用。 

前項所受之捐贈，應在主

管機關網站公告辦理公開徵信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對於前項

老人福利機構辦理年度查核。 

第四十條 政府及老人福利機構

接受私人或團體之捐贈，應妥

善管理及運用；其屬現金者，

應設專戶儲存，專作增進老人

福利之用。但捐贈者有指定用

途者，應專款專用。 

前項所受之捐贈，應辦理

公開徵信。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目前老人福利法對於老人福利機

構接受捐款後之相關規範，相對

於公益勸募條例對於募款之管理

規定而言，相對鬆散。爰參照勸

募條例第二十條之規定修正，明

定其公開徵信之方式，以昭公信

。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修正通過） 

第四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

）幹事、警察人員、司法人員

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

）幹事、警察人員、司法人員

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

第四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

）幹事、警察人員、司法人員

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

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老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一、為保障老人權益，參照兒童

及少年權益保障法規定，新增

任何人知悉老人有疑似遭不當

對待時均可舉報，以使老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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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老

人有疑似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

第四十二條之情況者，應通報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

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理，

必要時得進行訪視調查。進行

訪視調查時，得請求警察、醫

療或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

，被請求之機關（構）應予配

合。 

前項通報及處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或任何

人知悉老人有疑似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之情況者

，應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

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理，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其

承辦人員並應於受理案件後四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必要時得

進行訪視調查。進行訪視調查

時，得請求警察、醫療或其他

相關機關（構）協助，被請求

之機關（構）應予配合。 

前項通報及處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人有疑似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或

第四十二條之情況者，應通報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

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通報後，必要時得進行

訪視調查。進行訪視調查時，

得請求警察、醫療或其他相關

機關（構）協助，被請求之機

關（構）應予配合。 

護網更加嚴密。 

二、對於接獲通報，新增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處理，以及時保障

老人權益。 

三、新增通報及處理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審查會： 

第一項、第二項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項照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修正為：「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理

，必要時得進行訪視調查。進行

訪視調查時，得請求警察、醫療

或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被

請求之機關（構）應予配合。」

；並增列第四項照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

，或應辦理財團法人登記而未

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期限辦理者，處其負責人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及公告其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 

於前項限期改善期間，不

第四十五條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申

請設立許可，或應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期限辦理者，

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告其姓

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於前項限期改善期間，不

得增加收容老人，違者另處其

委員徐少萍等 18 人提案： 

配合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修正予

以修正。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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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增加收容老人，違者另處其

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經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其

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於一個月

內對於其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

安置；其無法辦理時，由主管

機關協助之，負責人應予配合

。不予配合者，強制實施之，

並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經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其

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於一個月

內對於其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

安置；其無法辦理時，由主管

機關協助之，負責人應予配合

。不予配合者，強制實施之，

並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