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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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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與問題

 可近性不高
 積極性不夠

 防護性不全

 整合性不佳

 預防性不彰

 服務人力不足

可能成因

• 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時，宣示要加強

「社會安全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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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英文總統在2020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再次強調社會

安全網補漏網之宣示→強化社會照顧體系，提升第一線

的社工能量，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讓社工能夠深入最

基層，把過去社會安全網沒有接住的人找出來服務體系整合失靈
社會安全網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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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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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目標

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家庭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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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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家庭

脆弱家庭

一般家庭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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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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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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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跨部會服務

體系

• 福利諮詢
• 資源轉介
• 預防宣導
• 親職教育
• 潛在脆弱/危機家庭之篩檢

•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 實務給付
• 急難紓困
• 脫貧服務(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顧服務、親職示

範、家務指導、心理輔導及轉介服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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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4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01

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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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

直接提供家庭服務

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

發展社區關懷與支持機制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
社區網絡合作平臺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

中介跨網絡資源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倡議

社福中心角色功能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02
單一窗口

提升通報效率

快速派案

依案件風險程度及需求分流派案

公私分工

依公權力介入程度分工

資訊整合

查詢相關服務資訊系統

跨網絡
資料介接

集中篩派案中心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風險/福利需求個案
(社福中心)

精神疾病合併家
暴或性侵害個案

(衛生局)

113 專線 1957 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網路通報

兒少保護 性侵害 成人保護 脆弱家庭

保護性個案
(家防中心)

共案
爭議案件
處理機制

 98%案件在24小
時內完成評估派案

 有效篩掉22.5%
錯誤案件/重複通
報案件

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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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03

網絡聯繫平台(家暴安全網平台會議、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

增聘心理衛生及處遇協調社工人力，深化加

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自殺企圖)個案服務

心理衛

生社工

網絡

合作

精神疾病

及自殺風

險評估

家庭

評估

多元需

求評估

資源

連結

暴力風

險評估

處遇協

調社工

網絡

會議

鑑定/評

估/處遇

安排

加害人

個案

管理

缺席者

裁罰

移送

處遇人

員培訓

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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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再犯風險

暴力預防
無死角

提升
自殺防治效能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03

• 通過自殺防治法

• 成立自殺防治諮詢會

• 安心專線簡碼1925

• 提供資訊介接以利早期介入

精進高風險個案

自殺防治策略

落實加害人處遇執行
，強化社區監控網絡
及處遇品質

增聘社工人力，降低加
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個案
負荷比，深化個案服務

• 心衛社工進用199人，進用率73.70%
• 辦理Level 2訓練1場次及見習
• 完成系統介接、表單流程設計
• 整合性服務涵蓋率87.07%

• 處遇協調社工進用63人，進用率78.75%
• 辦理Level 2訓練1場次
• 處遇系統改版及跨系統資訊介接
• 補助公彩相對人方案33案，43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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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目標

具體
作為

辦理
情形

執行策略



教育部

內政部勞動部

法務部

健全學生輔導三級機
制，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服務

強化弱勢族群就業轉介
及協助措施，發展一案
到底個別化服務

及早介入重大兒虐案件及
建立6歲以下兒童死亡原
因檢視機制

定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建立
犯罪被害保護官等制度，
提供被害人所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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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04

執行策略



資源布建

1,895 

2,575 

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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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14/ 10/ 412/ 12/ 0

13/ 13/ 0

13/ 14/ 0

16/ 9/ 7

16/ 18/ 0

5/ 4/ 1

4/ 3/ 1

5/ 4/ 1

3/ 2/ 1

8/ 8/ 0 5/ 5/ 0

6/ 4/ 2

6/ 4/ 2

2/ 2/ 0

7/ 7/ 0

4/ 4/ 0

4/ 4/ 0

5/ 4/ 1

1/ 1/ 0

2/ 1/ 1

3/ 3/ 0

圖示說明：
設置目標數 109年6月設置數 尚待設置數
(154處) (136處) (18處)

社福中心數量 統計至109年6月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已完成脆弱家庭服務指標、流
程及評估表單工具開發

 脆弱家庭資訊管理平台已上線

目標值154處

已設置136處

布建率88%

脆弱家庭服務 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

訪視評估 (單位：戶)

年度 合計
列入
個案
管理

轉介
保護
服務

轉介其
他網絡
服務

福利諮
詢服務

重複通
報及資
料錯誤

評估
中

108 37,819 15,480 266 3,245 16,772 620 1,436

109

(1-6月)
19,924 7,380 115 1,831 9,402 310 886

開案率 轉介率

108 40.93% 9.28%

109

(1-6月)
37.04%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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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脆弱家庭訪視案件
108年+ 55%

109年執行中

脆弱家庭案件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介入訪視
並提供服務後，高脆弱性家庭及中脆弱性家
庭比率明顯下降，並逐步降為低脆弱性家庭

 脆弱家庭訪視評估量  108年脆弱家庭服務介入前後脆弱性差異

單位：戶

14.65% 16.3…

68.95%

4.57% 7.74%

87.69%

高度脆弱性 中度脆弱性 低度脆弱性

開案時 結案時

24,399

37,819

19,03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107年12月 108年12月 109年6月

訪視家庭戶

12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37,819-24,399)/24,399=55%



推動成果

公 私 協 力 合 作 ， 發 展 多 元 服 務

拓展家庭服務資源，連結784個民間團體，提供家務指導、育兒指導、喘息、婚姻與親子輔

導、課後照顧、物資提供、社區關懷、送餐、親職教育及宣導等服務

140

207

0

50

100

150

200

250

107年 108年

補助團體數

6,906 

10,298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07年 108年

補助金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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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推動成果

透過資訊介接建構家戶模型，協助社工掌

握完整風險圖像，依案件需求及風險派案

資訊系統介接，
產出個案家戶模型

16個部外系統

戶役政資訊

出入境資訊

就學輔導系統

獄政、刑案紀錄

18個部內系統

精神照護管理系統

弱勢e關懷

6歲以下主動關懷個管平台

預防接種、健保就醫紀錄

毒品列管、自殺防治通報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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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17

107年
1-6月

108年
1-6月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109年
1-6月

109年
1-6月

15

1

快速

派案

98%案件在

24小時內完成

派案評估。

確實

篩案

有效篩掉

22.6%錯誤或

重複通報案件

風險

預警

透過系統介

接，有效掌握

風險因子

有效

分流

運用同一評估

指引，將案件

分派到保護或

福利體系

113專線 1957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網路通報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福利需求個案
(社福服務中

心)

保護性個案
(家防中心)

脆弱
家庭

成人
保護

性
侵害

兒少
保護

集中派案窗口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無效案件有效案件

不派案/轉
介其他單位

108年共受理
260,681件次

有效案件201,853件
無效案件58,828件

派保護144,200件
派脆家30,366件
不派案/轉介27,287件



推動成果

疑似兒保案件

家防中心
轉介

啟動檢警偵辦

網絡聯繫平臺
(成員：社政、醫療、檢警、心理衛生、教育等單位)

評估為兒虐
致重傷或死
亡案件

其他

循一般兒虐流程
處理

通報
兒保醫療中心

截至109年6月

1. 建置全臺7家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

臺北區2處、北區1處、中區1處、南區1處、高

屏區1處、東區1處

2. 107年7月-109年6月提供兒少驗傷診療評

估及身心治療共計620名兒少

3. 137名受虐兒少進入司法流程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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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辦理7家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



推動成果

• 再被通報保護性案件率減少15.76%

• 再被通報後開案率減少12.34%

降低再犯風險

• 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率達95%：

107年96.91%、108年95.51%

暴力預防無死角

• 已服務個案自殺死亡率下降76.47%、自殺企圖通

報率下降16.77%

• 自殺企圖個案中，合併加害人及精神疾病註記者

自殺死亡率(2.84%)低於無合併者(3.14%)

提升自殺防治效能

17.48%

9.59%

20.75%

10.94%

0%

5%

10%

15%

20%

25%

再通報 再開案

已派案 未派案

0.16%

4.07%

0.68%

4.89%

0%

2%

4%

6%

自殺死亡 自殺通報

已派案 未派案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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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1%

95.51%

94%

95%

96%

97%

98%

107年 108年

執行率



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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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勞政 警政
其他
部會

建立跨部會政

策溝通平台

(每4個月1次)

(定期)跨網絡

溝通平台會議

整合服

務組織

強化區域網絡

聯繫機制

落實跨網絡

整合服務

(不定期)跨網

絡溝通機制

(合作協調會)

以家庭為中心的

跨網絡個案研討

跨資訊系統
整合機制

18

建
立
垂
直
／
水
平
分
層
級
協
調
機
制

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追蹤部會工作成果及解決地方推動困難

中央與地方政策溝通會議(每2個月1次)

(每月1次至每季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



推動成果

教育部

辦理多元型態教育措
施，提供轉銜適應中介
教育

計66校(園)，1,387名學
生受惠

介接教育部及衛福部
資訊系統

計服務363名中輟兒少

完成家庭教育法修正

家庭教育中心人員於
111年5月前須有1/2以
上具專業資格

輔導國中畢業
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

109年計輔導228位青
少年，協助其生涯探索

- 主要網絡部會推動成果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法務部

108年4月26日
函頒「檢察機關
重大兒虐偵辦流
程」，及早介入
重大兒虐案件

建立6歲以下
兒童死亡原因
檢視機制

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
會協助關懷被
害人

逐步提升緩
起訴附命
戒癮之比率

109年1月至
109年7月
共2萬184件

108年附命比率23%。109年1至5月

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比例，一級毒品

為11.7%，二級毒品為19.3%

109年1月至6
月共44件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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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 107年培訓4萬9,446人，108年培訓4萬9,299

人，109年截至6月底培訓2萬2,576人

辦理多元類別職前訓練

• 107年培訓4,521人，108年培訓7,934人，109

年截至6月底培訓3,918人

辦理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 107年協助15萬4,266名青年就業，108年協助

16萬4名青年就業，109年截至6月底協助8萬

3,052名青年就業

規劃促進青年就業專案

•107年服務14萬8,659人次，108年服務16萬

5,506人次，109年截至6月底服務6萬9,814人次

設置5處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 107年協助2萬3,116人，推介就業人數計1萬

5,845 人，推介就業率達 68.55%

• 108年協助2萬7,479 人，推介就業人數計1萬

9,167 人，推介就業率達69.75%

• 109年截至6月底協助1萬3,676人，推介就業人

數計9,522人，推介就業率達69.63%

協助弱勢族群就業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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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 主要網絡部會推動成果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推動成果

97.12%

97.16%97.15%

97.08%

97.02%

97.10%

97.06%

96.95%

97.00%

97.05%

97.10%

97.15%

97.2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08年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率

警政署針對強化本計畫再犯率常列前3名之搶奪、竊盜及毒品犯罪於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前4個月每月查訪2次工作

內政部

- 主要網絡部會推動成果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109年1月 109年2月 109年3月 109年4月 109年5月 109年6月

查訪率 97.82% 97.85% 97.87% 97.65% 98.03% 98.16%

97.30%

97.40%

97.50%

97.60%

97.70%

97.80%

97.90%

98.00%

98.10%

98.20%

查
訪
率

109年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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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7歲以上未滿12歲之觸法兒童不再適用少事法，回歸教育、
社福等行政體系協助，以避免兒童過早進入司法系統

廢除觸法兒童適用少事法之規定

翻轉虞犯少年印記，改採行政先行制度

原有7類之司法介入事由，刪除4款僅留3類事由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
險器械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
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
法律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
之迷幻物品者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
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
不罰之行為者

針對3類曝險少年，由少年輔導委員會結合福利、教育、
心理、醫療等各類相關資源，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108年迄今行政院召開3次跨部
會協調會議，初步分工如下

研議規劃少輔會之

組織、運作模式、

人力配置及未來規

畫情形，及增訂

「少年偏差行為之

輔導及預防辦法」

內政部 研議規劃觸法兒

童通報、輔導及

少事法刪除4目

個案之相關處理

機制

教育部

研議規劃建立

多元化輔導資

源情形

衛福部
研議少年觀護

所之組織、人

員遴選及教育

訓練等事項

法務部

修法重點：

-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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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108年4月24日修正公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

如：執行職務人員發現兒少保護案件未立即通報…等，最重處60萬罰鍰

「托嬰中心監視器管理」進行規範!

「司法及早介入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程序」
社工查訪困難或孩子行方不明經警方尋查不到，涉有犯罪行為可由警方報請
檢方處理﹙危急狀態無須等到有犯罪嫌疑﹚

嚴懲對「對兒少不正當行為」罰鍰提高至10倍!

「建立兒少保護加害人裁罰紀錄資料」
提供相關學校、兒少機構查詢，以防堵不適任人員在不同體系流竄

「建立兒童死亡回溯分析機制」
透過科學調查了解兒童死因方式和原因，有效降低兒童死亡率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的管理規範，讓家長安心送托。

修法重點：

訪視顯
有困難

兒少行
方不明

警察機關
處理尋查
未果
涉有犯罪
嫌疑

經司法
警察機
關報請
檢察機
關處理

兒少有
立即危
險或有
危險之
虞

兒
少
法
53
.
54
.
64
.

兒
少
法
56
.

加強跨網絡合作，司法及早介入

23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配套措施



執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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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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脆弱家庭個別化及專精
服務待精進

• 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
待發展

• 社福中心功能待強化

• 脫貧社工輔導服務待深
化

• 社勞政協助合作就業脫
貧機制整合待強化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
風險家庭服務

• 通報案件增加、各類案
件風險預警評估機制仍
待完備

• 兒少保護預防服務待擴
展

• 被害人個別化庇護安置
服務資源待強化

• 家庭暴力合併精神疾病
或自殺企圖之加害人服
務效能待提升

• 保護性社工人力待充實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
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 社區為基礎之前端預防
與社區支持服務待加強

• 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
轉介服務待精進

• 處遇案量持續提升，社
區監控強度仍不足

• 家庭暴力相對人服務資
源待普及與資訊整合

• 監護處分資源匱乏，相
關法制待檢討

• 更生保護社會復歸資源
待增強

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 協調機制未順暢運作，
溝通效能待強化

• 網絡成員對計畫之認知
與參與程度低，合作共
識待提升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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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策略2 優化保護服務輸
送，提升風險控管

策略3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家庭教育、學生輔導

弱勢族群就業協助

少年輔導、犯罪被害人服務

策略4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 福利諮詢
• 資源轉介
• 預防宣導
• 親職教育
• 潛在脆弱/危機家庭之篩檢

•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 實務給付
• 急難紓困
• 脫貧服務(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顧服務、

親職示範、心理輔導及轉介服務等)

• 兒少保護(高度風險)服務

• 成人保護服務

• 被害人個別化庇護安置

• 預防宣導
• 合併保護案件及多元議題精神病人照護服務

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 精神醫療體系與司法精神醫療精神
• 自殺防治

家
庭
服
務

【目標】

 強化家庭社區
為基石，前端
預防更落實

 優化受理窗
口，提升流程
效率

 完善服務體
系，綿密安全
網絡

第二期計畫目標
及整合策略



法務

警政
以社區為基礎的防護體系

以家庭為中心的整合服務

勞政 社政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