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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1/3) 

隨機殺人

案件頻傳 

保護案 

件漸增 

自殺人數

未明顯下

降 

• 貧       窮 

• 失       業 

• 毒       品 

• 精神疾病 

• 家庭結構

與功能 

成        因 



 
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各個面向強化社會安全網

，讓臺灣未來的世代，生活在一個安全、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中  

 

建構完善社工體系將有助於降低社會

安全事件發生，請權責機關通盤瞭解

目前社工人力供需情形，就不足亟需

部分審酌提供專案性補助，並逐年在

預算編列上適當反映 

【105年5月20日總統就職演說】 

【105年8月8日聽取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壹、背景說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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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3/3) 

檢討政府目前

10項服務體系，

發現 

服務人力不足 

整 合 性 不 佳 

預 防 性 不 彰 

可 近 性 不 高 

防 護 性 不 全 

積 極 性 不 夠 

 

導致 

服務體系整合

失 靈 

社 會 安 全 網 

    缺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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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整合為策略，完善多元化家庭支持服務 
※ 以預防為優先，及早辨識脆弱或危機家庭 
※ 以風險類型或等級為分流，建構公私協力處理模式 

 
 
 

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發生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老

人 / 身 障 等 保 護 等 問 題 之 家 庭 

 
支持與照顧成員功能健全之家庭 

 

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造成物
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
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之家庭 

高風險家庭 

貳、計畫目標與策略(1/6) 

 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變成「以家庭為中心」 

新 
思 
維 

※ 家庭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 

※ 簡化受理窗口，提升流程效率 
※ 整合服務體系，綿密安全網絡 

 

 
  

計
畫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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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兒少保護(高度風
險)服務 

成人保護服務 

兒保/家暴/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及監控 

精神疾病治療 
與關懷訪視 

自殺防治 

家
庭
服
務 

家庭教育、學生輔導 

弱勢族群就業協助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少年輔導、犯罪被害人服務 

策略1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策略2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

高風險家庭服務 
 

策略3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 
            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4  整合跨部會 
              服務體系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實物給付 

急難紓困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

顧協助、親職示範、家務指
導、心理輔導及轉介服務等

) 

潛在脆弱/危機
家庭之篩檢 

福利諮詢 

預防宣導 

資源轉介 

親職教育 脫貧方案(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高風險家庭 

貳、計畫目標與策略(2/6) 

 整合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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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與策略(3/6) 

為家庭築起 
安全防護網 

從扶貧到 
脫貧自立 

讓社區成為支 
持家庭的推手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普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綿密社區服務網絡 
精 進 社 區 脆 弱 家 庭 預 警 機 制 

強化社會福利中心提供脆弱家庭服務量能 
積 極 發 展 脫 離 貧 窮 措 施 

 建立因地制宜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服務模式 
1) 實體整合模式：將服務整合於同一處所，設計一

條龍的連續服務流程 

2) 準實體整合模式：釋出部分空間給有關單位輪流

駐點，達到資源有效使用與服務協力 

3) 虛擬整合模式：以虛擬資訊平台整合服務網絡，

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擔任資源管理與供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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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與策略(4/6) 

單一窗口 

資訊整合 

快速派案 

公私分工 

降低再 

犯風險 

暴力預防 

無死角 

提升自殺 

防治效能 

 策略2整合保護性

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集中派案中心統
一受理各類保護
性事件通報，提
升 通 報 效 率 

跨域即時串接家
庭 風 險 資 訊 

緊急事件立即派
勤，一般事件依
案件風險程度及
需 求 分 流 派 案 

需高度公權力介
入案件由公部門
處理，低度公權
力介入案件由私
部 門 處 理 

增聘社工人力，深

化加害人(合併精

神疾病、自殺企圖

) 個 案 服 務 

銜接家暴及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強化

社 區 監 控 量 能 

推動多面向自殺

防治策略，提升

守門人知能，加

強高風險個案訪

視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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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
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
家庭服務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
與自殺防治服務 

•健全學生輔導
三級機制，提
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服務 

•透過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提供職涯探索、就業
研習、職業訓練、創業
諮詢及就業津貼，協助
就業 
•結合社政、衛政單位提
供托育、長期照護等服
務，排除就業障礙，促
進就業 

•定期查訪治安顧慮
人口，強化少年輔
導工作 
•建立犯罪被害保護
官等相關制度，提
供被害人所需協助 

貳、計畫目標與策略(5/6) 

 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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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委
託 

自行求助 政策
補助
督導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社區家庭 

服務提供者 

培 
 
 

力 

被通報、轉介 

團體、機構等單位 

補 
 
 

助 

調查評估 

提供服務 

貳、計畫目標與策略(6/6) 

 策略4 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中央、地方與民間協力 



 布建資源 

參、推動機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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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實人力 2.配置經費 3.增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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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地方政府 

轉型過渡原則 

民間團體 

發展多元化家庭服務 

–整合保護通報及服務優先 

–調整公私協力模式次之 

–109年補足保護社工人力 

–依【新舊案】、 【區域】、 【流

程階段及個案需求】，逐步調整

社福中心和民間團體協力模式 

–107-108兩年過渡期 

保
護
服
務 

高
風
險
服
務 

家庭 

重整 家庭 

維繫 

經濟 

就業 

育兒指

導與兒

童托顧 

物質 

濫用 

多元種
族或文

化 

居住 

身心發

展與疾
病 

輟學 

偏差 

 彈性轉型 

 

參、推動機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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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實務層級運作機制 

地方行政層級運作機制 

中央決策層級運作機制 
建立定期跨部

會專案小組政

策溝通平台 

建立定期聯繫

之跨系統溝通

平台會議 

整合服

務組織 

強化區域網絡

定期聯繫機制 
落實跨網絡體 

系整合服務 

不定期跨系統

溝通機制(合作

協調會) 

以服務家庭為中心 

之跨網絡個案研討 

跨資訊系統 

整合機制 

 提升效能建立垂直／水平分層級協調機制 

 

 

參、推動機制(3/4) 



 提升效能實施5項配套措施 

 

資訊系統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輔導考核 

法規修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少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 
 精神衛生法 
 學生輔導法 
 社會工作師法 
 急難救助機制 

跨部會資訊系統介接資料， 

以家庭為歸戶進行妥善管理  

參、推動機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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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近期規劃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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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地方政府說明會 輔導團計畫 

3-5月 5-12月 

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計
畫內涵，進行政策溝通 

建立垂直與水平分層協
調機制，促進中央與地
方通力合作 

串連政府與民間單位共
同推動，發展多元化公
私協力模式 

輔導委員定期至各地方
政府討論執行進程及所
遭遇的困難，即時提供
支援 

蒐集各地方政府實務歷
程，滾動式檢討運作方
式，打造因地制宜的服
務模式 



建立社區為基礎的防護體系 

提供家庭為中心的整合服務 

為家庭築起
安全防護網 

危 機 救 援
不 漏 接 

降低再犯(再
發 生 ) 風 險 

社 區 暴 力
零 容 忍 

伍、結語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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