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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照顧負荷個案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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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社安網高照顧負荷家庭盤點指標

以「中華民國家庭照
顧者關懷總會」對照
顧暴力與殺人事件整
理出13項「高負荷家
庭照顧者指標」盤點
原鄉部落家庭

高照顧負荷家庭
精神疾病患

者

家中6歲以

下兒少人口

眾多

符合高照顧

負荷指標之

弱勢家庭

家中有2名

身心障礙者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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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盤點案件 完成訪視 符合並提供相關福利服務

社會處(老、身、保、社福) 169 169 108

社會處(勞工科) 7 7 7

衛生局(關懷訪視員) 331 331 29

原家中心 13 13 13

總計 520 520 157

各系統針對服務所管進行高照顧負荷家庭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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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符合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指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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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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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聯繫會議/個案研討

處級會議

府級會議

依據區域個案需求，由社福中心定期召開
網絡聯繫會議，邀請民政、警政、衛政、
教育及各相關網絡參與，以家庭為中心，
強化分工合作，共同協力提供服務

針對區域共通性議題與需要，提報處層級會議
進行討論與協調，整合與協調各服務系統及擬
定服務措施，提供整合性服務

針對跨局處及政策性議題，提報府層級會議，
由三長主持，協調局處整合與分工，凝聚共識



高負荷照顧家庭三級會議

◉ 召開府級網絡聯繫會議2次：

建立臺東縣高照顧負荷家庭新案分工機制

 112/4/27跨局處共案案件協商

 112/5/17高照顧負荷案件主責與分工

◉ 區級網絡聯繫會議：主要整合在地資源與網絡與分工合
作個案處遇與第一線服務推展(已辦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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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轄區地理環境
與對應做法



11

轄區地理特性與因應作為

豐富文化

1.重視南島文化，
透過教育、飲食、
生活等，擴大文
化影響力
2.結合社區關懷
據點及文建站提
供福利服務

資源不足

1.社區培力公私協
力
2.巡迴服務(早療、
配鏡)

3.結合鄰里及發展
在地資源

總面積3,515.2526平方公里(全臺排行第
3大)，內轄1市、2鎮、13鄉(含5山地鄉)，
總人口數21萬人，人口密度最低、原住
民人口比例最高、低收入戶人口比例全
台最高

幅員廣大
人口不均

1.地段管理(公衛)

2.分區據點(社福
中心、原家中心、
早療服務、輔具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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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跨局處協力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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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協力合作機制

特殊
照顧

社會
排除

經濟
弱勢

家庭
暴力

家庭功
能受損

失業
兒少
照顧

急難
變故

關係
衝突

一主責多協力

會議/個研聯繫/溝通

跨局處協力合作

公私協力，跨域合作、提

升服務效能與網絡合作

即時討論個案服務策略，

資源連結，福利人口群數

據即時更新

針對風險個案透過工作群組共

同研商策略與服務聚焦

透過個案研討與相關會議

了解彼此資源與服務內容

與困境



14

跨局處協力合作機制-以個案處遇為例

主責

心衛中心
衛政

長照服務

社政

輔具資源
中心

社政

生活重建
中心

社政

社福中心

民政

鄰里關懷

衛政

公衛護士勞政

就業服務

增加案夫居
家服務時數

提供案夫輔
具評估及相
關資源

輪椅及自理
能力訓練&
提供相關課
程參與

精神障礙

55歲56歲

中風

提供案家社會
福利資源/身
障津貼/食物

銀行

提供案家情
緒關懷與支

持

案主用藥及
情緒議題關
懷/案女情
緒關懷

提供案女就
業諮詢與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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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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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為與後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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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網絡合作與連結：
因應本縣地域狹長，為利在地服務輸送，需針對本縣原鄉部
落的文化民族性建置原鄉安全防護網，積極與原住民族行政
處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建立合作及資源轉介機制，對高照顧
負荷家庭增加訪視頻率及進行資源連結。

(三)落實以社區為基礎工作模式：
於村里長聯繫會議、學校、派出所及在地社區組織等合
作，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工作模式，加強與落實高照顧
負荷家庭的判斷與知能。

(一)建構本縣高照顧負荷家庭指標：
本縣老人及身障比例高於其他縣市，人口外移造成青壯年
人口流失，就本縣案件進行數據分析並考量本縣文化的特
殊性，找出容易重複發生高度風險或危機的指標，發展本
縣的高照顧負荷家庭指標，符合者開案並服務至少三個月。警政

勞政

司法
民政

社政

衛政

原民

教育

民間
單位

社會安全網



建構完善社福系統 落實全齡照顧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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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陳玫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