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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報告人：社會局呂建德局長
報告日期： 107年5月14日

臺中市政府一０七年度五月份
市政會議專案報告－

臺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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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壹、現況分析

貳、建構臺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機制

參、建議



壹、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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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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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

風險

成人保護、

兒少保護

案件增加

自殺、傷

人嚴重程

度增加

社工人力

嚴重不足

網絡合作

機制權責

未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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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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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低收入戶戶數於六都排名第2高
• 低收入戶戶數於六都排名第4高

• 設籍人口數為279萬
• 台灣第二大城市！

• 單親家庭近12萬戶
• 比例於六都排名第3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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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社福統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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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心服務案件 自殺通報 刑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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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通報數

兒少保護通報數

兒少高風險通報數

家庭中心服務案件

中低、低收入戶數

強化社區防暴意識
通報率全國第2高

刑案件數

自殺通報

104 105 106



四、問題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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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服務
模式

個案中心

(兒虐、老人、身障…..)

多元服務體系

(缺乏單一窗口一條龍服務)

強化跨域協力合作

(公部門、私部門、跨領域)

合併個案占總
案量3成



五、社工人力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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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心人力

（1：2萬人口）

基本需求人力

174人

現有人力

67人

保護性人力

(以現有人力+補足人力)

基本需求人力

186人

現有人力

142人

加害人合併精神障礙服務人力

(同時在案1：25；曾經在案1：
50)

基本需求人力

35人

現有人力

19人(委外人力)

社工人力
嚴重不足



貳、建構臺中市
強化社會安全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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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

服務不漏接

強化網絡綿密度

服務更深化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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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服務模式新架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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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模式

家庭、社區為

基石
簡化受理窗口

網絡體系整合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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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服務模式新架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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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輔導

就業服務

治安維護

1. 服務模式 : 個人到家庭；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
2. 簡化窗口 : 問題明確由法定體系；未明確者由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3. 整合服務 : 風險分流，公私協力

受理通報 調查評估 處遇計畫 後續追蹤

人身安全

保護服務

高風險家庭服務

整合後

經濟安全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社會救助

整合後

心理健康

精神疾病

自殺防治

整合後

人力
107年 108年 109年

經費 107年 108年 109年

93名 150名(+57) 185名(+35)

政府部門
民間單位 80,080,000元 119,110,000元 154,500,000元

政府部門 民間單位



三、策進作為：
(一)家庭社區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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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服務模式

新服務模式

協
力
合
作

各項通報 自行求助 主動發掘

問題明確者，洽法定服務體

系，如113、警察局、公所

問題多重或未明者，洽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受理窗口

治安犯罪（警察

局）

學生輔導（教育

局）

就業媒合（勞工

局）

少年輔導（少輔

會）

職業訓練（職訓中

心）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各類型保護個案服務）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家庭服務

（脆弱家庭服務方案）

其它網絡需求 心理健康需求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

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衛生局）

社會福利需求

辨別問題與需求



三、策進作為：
(一)家庭社區為基石－案例說明
• 1.進案與結案應由進案單位統籌辦理介入跨團隊評估(研討會)分工處遇、定期討論

• 2.連結或轉介服務單位應共案處遇合作

• 3.動態過程如欲保護議題，應責任通報並控管家庭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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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
妞7

歲

王媽媽
(精神
障礙)

王爸爸
(失業中)

王小妹
(托育照
顧議題)

王小弟
(教育
議題)

過去流程 未來流程

王爸爸
(失業中)

王媽媽
(精神
障礙)

王小弟
(教育
議題)

王小妹
(托育照
顧議題)

就業
資源

學校
輔導

心理
衛生

照顧
資源

共案

討論

行動

處預

協同

合作

一案式

追蹤

鄰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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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問題：
1.漏接之虞
2.網絡合作綿密度不足



三、策進作為：
(二)、受理服務窗口

布建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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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15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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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強化脆弱

家庭服務

量能

兒少高風險服務方案轉型

培植民間團體執行脆弱家庭方案

普設家庭

福利服務

中心

精進社區

脆弱家庭

預警機制

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整合跨局處精進社區脆弱家庭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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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整合模式

建構社區鄰里支持系統

建置資源整合平台

空間修繕，改善中心設備設施

增聘社會工作人力

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向前走-臺中市

韌力家庭陪伴計畫

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

布建實物給付據點

愛心守護站無飢餓網絡服務

急難救助紓困專案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普設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2018/5/7 17

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普設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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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一）兒少高風險轉型

（二）培植民間團體
執行脆弱家庭方案

於107年轉型為社
會局家庭中心自行

辦理

於109年培力扶植8

個民間團體辦理脆
弱家庭方案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強化脆弱家庭服務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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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通報

派案

服務

社政、教育、勞政、警政、民政

責任通報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精進社區脆弱家庭預警機制：整合跨局處服務

整合服務體系，綿密安全防護網絡

６歲以下弱
勢兒童主動

關懷方案

預警指標

家庭中心

多元家庭
行方不明
及其他

家庭中心
民間團體辦理

脆弱家庭

社政－家庭中心

統一集中案件篩派

社政、教育、勞政、警政、民政

全面整合服務資源及組織

建立定期及不定期之跨系統聯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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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積極發展脫離貧窮措施

自立家庭築
夢踏實計畫

臺中市韌力家庭
陪伴計畫

兒童與少年
未來教育及
發展帳戶

急難救助紓困
專案

以本市有高中職以上
在學學生之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家庭為
服務對象

針對中低收入戶
等近貧家庭

針對本市105年1月1日以
後出生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少

• 辦理社會救助通報、馬
上關懷急難救助宣導

• 落實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受助個案分工機制

實物給
付據點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為區域
性個案管理之窗口，協助
其申請食物銀行之資源，
或轉介至公所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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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布建家庭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讓社區成為支持家庭的推手

實體整合

模式＋準

實體整合

模式

1.研議於自殺率熱點地區，於家
庭中心設置駐點心理衛生中心
2.評估或轉型原住民地區設置原
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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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年度 107 108 109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空間修繕

1.增設東區、大里中心
2.轉型南區、霧峰據點

1.增設和平中心
2.積極改善中心設施設備

1.積極改善中心設施設備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增聘人力

1.增聘62名社工員 1.增聘32名社工員，共計94
位社工員

1.增聘12名社工員，共計106
位社工員

強化脆弱家庭
服務量能

1.兒少高風險服務方案轉型
2.培養民間團體執行脆弱家
庭方案

1.持續辦理兒少高風險服務
2.檢討脆弱家庭方案
3.連結6個承辦民間團體

1.持續辦理兒少高風險服務
2.檢討脆弱家庭方案
3.連結8個承辦民間團體

精進社區脆弱家庭
預警機制

1.整合跨局處精進社區脆弱
家庭預警機制

1. 檢討整合跨局處精進社區
脆弱家庭預警機制

1.持續辦理整合跨局處精進社
區脆弱家庭預警機制

發展脫離貧窮措施 1.從扶貧到脫貧自立
2.增加布建實物給付據點
3.推動急難救助紓困專案

1.擴大辦理脫離貧窮措施
2.增設實務給付據點至12處

1.修正離貧窮措施
2.增設實務給付據點至14處

讓社區成為支持家
庭的推手

1.建立實體整合服務模式
2.建置社區鄰里支持系統
3.建置資源整合平台

1.修正實體整合服務模式
2.擴充資源整合平台

1.修正實體整合服務模式
2.修正資源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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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

107年度

• 成立集中篩派案中心

• 配合中央修正案件評估指標

• 新增17名社工人力

• 舉辦責任通報人員研習

• 加強多元宣導，增進社會大眾對社

會安全網之認知，並強化社會網絡

通報轉

108年度

• 新增14名人力

• 舉辦網絡專業人員共識會

• 持續辦理宣導，增進社會

大眾對社會安全網之認知，

並強化社會網絡通報轉介

功能

• 持續推廣社區防暴工作

• 配合中央辦理訪視輔導

109年度

• 新增13名社工人力

• 持續舉辦責任通報人員

研習，強化網絡人員社

會安全網觀念

• 檢討與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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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之篩派案評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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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篩派案流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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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 透過保護系統與精神照護資訊系統，提供關懷訪視等整合性服務

• 若發現個案家中有6歲以下幼兒，或有精神照護、保護案件、高風險家庭者，落實自殺風險評估，處置

及轉介並串連社區資源體系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含自殺企圖)服務

• 包括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接受處遇課程及保護系統維護、個案未出席處遇課程處理、召開評估小

組及網絡會議，連結防治網絡監控以達預防再犯並辦理驗傷採證機構管理、處遇人員訓練及督考等

加害人處遇協調服務

• 與精神衛生及自殺防治工作人員作跨體系合作，落實加害人處遇執行，強化社區監控網絡及處遇品質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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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運作模式：系統管理、落實處遇及整合服務

• 高風險
個案轉
介

• 強化監
控網絡
及處遇
品質

現有
系統

• 列管

• 評估

• 深化

服務

追蹤
輔導

• 警政
• 社政
• 勞政
• 教育局
• 移民署
• 獄政
• 司法體系

網絡
合作

• 高風險
個案轉
介

• 強化監
控網絡
及處遇
品質

現有
系統

• 列管

• 評估

• 深化

服務

追蹤
輔導

• 警政
• 社政
• 勞政
• 教育局
• 移民署
• 獄政
• 司法體系

網絡
合作

處遇協調服務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
病服務

整合性服務

個人 家庭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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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強化與社區醫療診所合作

本市獨居老

人名冊

一般

老人

社福機構

轉介個案

診所藥局

轉介個案

愛鄰守護

隊訪視

長者心理健康問卷篩檢
心理師到宅服務
107新增︰
基層診所及藥局

老人自殺率近3成！
亟需規劃老人高風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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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衛政 教育 勞政 警政 民政 原民 司檢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精進高風險個案自殺防治策略

高自殺風險個案：中央系統勾稽

自行分析找出高風險個案，自行處理

若評估許可，則擴大服務量能

1.老人自殺死亡率最高

2. 獨居老人名冊(2466人)、連結醫療院所、愛鄰守護隊及長照

機構

3.比對篩檢高自殺意念和自殺通報長者名單(219人)



三、策進作為
(三)網絡體系整合服務(1)

30

建置強化社會安全

網推動會報

區域網絡

機制

以服務對象為中心

的跨體系溝通

重大/特殊事件召

開預防與檢討會議
定期網絡協調會議

2018/5/7



三、策進作為
(三)網絡體系整合服務(2)

312018/5/7



三、策進作為
(三)網絡體系整合服務(3)

32

跨域資料庫整合

瞭解服務歷程

及分流派案
• 派案中心透過資料
庫了解服務歷程，
後送合適派案單位

找出熱點及

空間分布

• 透過資料大數據分
析及瞭解在地需求
民眾空間分布

建立指標且

找出共同危機
• 透過資料庫建立共
同性危機及指標，
建立統一指標及共

同危機

資源

整合

橫向

合作
大數據分析 建立指標

恢復家庭

功能
2018/5/7



四、人力分年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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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社會局社
工人力

家防中心
社工人力

衛生局社
工人力

社工人力
經費概算
(自籌80%)

社工人力
經費概算

(中央補助20%)

家庭中心服務方
案經費概算

107 62 17 14 5,543萬元 2,465萬元 1,080萬

108 32 14 11 8,665萬元 3,246萬元 1,080萬

109 12 13 10 11,696萬元 3,754萬元 1,080萬

合計 106 44 35 2億5,904萬元 9,466萬元 1,080萬

共計185名
社工人力



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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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16處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 以在地化服務為理念，建構跨專業網絡服務平台，以預防與修復脆弱家庭

方式並行，成為社會安全網的第一道防線。

(二)成立單一篩派案件中心，進行資訊整合與案件分流，縮短時效

• 集中派案中心統一收案後，危機事件立即派勤；一般事件依案件風險程度

及需求分流派案，達成案件分流、資訊整合與縮短時效之效益，並達成保

護性案件之再發生率。



參、對中央各部、會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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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央各部、會建議

衛福部、內政部
教育部、勞動部

(1)成立跨部會整合小組，規劃共案合作方案
(2)積極統籌跨領域專業課程
(3)統籌規劃跨域資訊系統

教育部
(1)積極輔導地方政府落實三級輔導
(2)積極輔導地方政府落實家庭輔導關懷，促進家長維護兒童受教權
(3)督促地方政府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宣導

衛福部
(1)建立勾稽管理系統、保護資訊統計資料庫，以利資訊流通
(2)積極輔導落實精神疾病、自殺社區處遇模式及追蹤輔導

內政部
(1)積極輔導地方政府落實第一線實地訪查，提升社區預警力
(2)強化通報精準力
(3)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具高風險家庭陪訪

勞動部
(1)開發弱勢家庭就業特性方案，促進就業媒合成效
(2)配合社會安全網脫貧政策之就業模式



參、對本府各局、處、會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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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府各局、處、會建議

社會局、衛生局
民政局、警察局
教育局、勞工局
原民會

1.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針對四大策略皆訂有KPI指標，請各局處分年落實關鍵指標。
2. 整合跨局處之間跨域協調，隨時連結各體系資源，重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的服務網絡，落實且深化服務不漏接、服務更深化、強化網絡綿密度。
3. 建議應將社會安全網相關課程，納入專業培訓或知能研討會。
4. 有關人身安全、經濟安全、心理建康、學生輔導、就業服務、少年輔導、治安維護、鄰

里社區支持等於臺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推動會報研議分工、具體措施。

財政局、主計處
人事處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分3年共補助本府185名社工人力，需請財政局、主計處、人事處
予以支持及協助。



謝謝聆聽
敬請裁示

37201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