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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一、各體系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

二、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三、轄區地理環境與對應做法及精進作為



有關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1/5)
 針對長照服務體系

現行高照顧負荷個案來源：
1.長照服務體系(90%個案量)：
由照顧管理中心(專員)、A個管為主要個案來源，因轉介對象需符合被照顧者為使用長照服務為主，故長照失
能評定以長照體系為主，故為長照家照業務高負荷個案主要來源。
2.其他來源，例如：自行開發個案、其他網絡等(10%個案量)：
因長照家照為創新型方案，服務模式尚在發展中，由社安網、社區轉介來源相對較少。

針對高照顧負荷指標之
個案，家照專員需結案

追蹤服務6個月，6個月
後進行家庭照顧者負荷
量表，再次評估個案之
照顧壓力有無降低，若
有符合高負荷量表則重
新開案，由家照專員進

行個管服務。

‧盤點及完成訪視評估2案。

‧照顧者因照顧情況改變而
重新開案，已協助提供長照
居家服務資源，減輕照顧負

荷，並持續家訪、電訪追蹤。

未進入體系之高照顧負荷家庭：

(1)家照專員盤點家庭使用社會
資源情形並媒合村里長，結合志
工定期關懷。

(2)家照專員得提供密集服務3個
月，提高家庭使用正式長照資源，

減輕照顧負荷，如服務滿3個月
仍無法進行服務，應完成結案轉

銜。



有關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2/5)

 針對精神照護體系



有關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3/5)
 針對脆弱家庭服務系統

盤點曾進入
服務系統之

家庭列清冊

• 社福中心依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盤點111

年1月至112年2月間，脆家個管系統之諮詢服務、曾進案已結案及

評估不開案家庭中屬高照顧負荷家庭者列入訪視清冊。

訪視及後續

處遇

• 經盤點共有12家戶符合高照顧負荷家庭，已於5月底完成訪視。

訪視後確認皆有相關服務體系服務中，無其他協助需求，故提

供短期關懷服務後結案。

後續作為
• 著重此類家庭之社區宣導與通報，藉由社

福中心所辦理區域聯繫會議、社區資源網

絡拜訪等加強宣導。



• 針對身心障礙者服務系統(1/2)

身障鑑定
• 身障鑑定或換證時，逐案電訪或分流三訪評後，針

對有照顧負荷家庭轉介相關服務。

主動關懷
• 行動不便、心智障礙，且未使用任何社會福利資源之身障

者提供關懷或資源媒合服務。

身障雙老 • 35歲以上身障者及家庭照顧者60歲以上之

雙老家庭提供家庭個管服務。

身障個管
• 身障者權益受損、生活技能不足、社會參

與困難、照顧負荷過大等，提供個別化個
管服務。

有關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4/5)



• 針對身心障礙者服務系統(2/2)

有關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之作為(5/5)

盤點曾進入
服務系統之

家庭列清冊

• 查111.02.01-112.02.28已經結案的老人或身障保護、身障個管、身障雙老、身障

主動關懷案件，其中通報事由曾為高照顧負荷家庭，如:家中有2名身心障礙者、

精神疾病患者、符合高照顧負荷指標之弱勢家庭，比對排除死亡、入住機構等。

訪視及後續

處遇

• 經盤點共計10案，經訪視均已使用相關福利資源，

生活穩定，無其他協助需求，故提供短期關懷服務

後結案。

後續作為
• 加強此類家庭之社區宣導與通報，

藉由網絡聯繫會議、社區資源網絡

拜訪等加強宣導。



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府層級專案會議：

1.辦理專題報告：高照顧負荷家庭樣態及評估/相關資源介紹。

2.跨網絡服務合作機制之提案討論：提供服務模式/合作方式/

協力單位。



花蓮地理環境與特色
地形狹長幅員遼闊

花蓮南北長137.5公里，全縣約4,629平方公里，佔全台總面積1/8。

全縣13個行政區，秀林鄉是全國面積最大鄉鎮，8個鄉鎮面積大於150平方公里。

人口集中北區

112年5月人口數31萬8,511人，多集中北區花蓮市、吉安鄉(57%)。
依序為南區玉里鎮7%、北區新城鄉6%

花蓮族群多元，閩南、客家、原住民(29%)及戰後移民各占1/4，人口比例相差無幾。

族群組合多元且互相融合，各個族群、部落有其特殊文化歷史。

全縣皆為原住民地區

花蓮縣共13鄉鎮市，皆為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地區，3個山地鄉，10個平地鄉。各鄉鎮

原住民比例高。



運用在地資源之因應作為

★佈點預警系統(在地高照顧負荷家庭的守門員)

強化各點的服務人員訓練，提高敏感度：運用通報來提早發現、即時介
入、降低脆弱風險性

 5個社福中心(新城、花蓮市、吉安鄉、鳳林鎮及玉里鎮)

 13個原家中心(每個鄉鎮各1中心)

 13鄉鎮的衛生所

 103個文健站

身障家照據點、照顧者個管關懷據點

★各相關服務體系應依本縣特色發展出適合的服務方案，並強化各服務
體系間的資源串聯與協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