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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是一個跨體系的協力
網絡，包含合作模式及理念。

⚫ 經由評估家庭需求後，據以開發及整合各項服
務；了解網絡會議召開原則及與會代表之資源
運用方法。

⚫ 能夠熟悉政府及民間資源，強化資源整合運用
能力。

⚫ 了解社區需求，協助輔導民間單位開方服務方
案，發展在地支持性服務

⚫ 實務案例分享
⚫ 課程內容需包括社會工作倫理議題。 

課程重點



緣由
行政院自民國98-100年間，推動社會安全網絡，進行
跨部會資源整合，以因應大量自殺潮；近年多起隨機
殺人、傷人事件對社會產生衝擊，總統於105年宣示強
化社會安全網，本市爰於同年訂定「社會安全網補強
執行計畫」。

因應社會事件衝擊，為求安定民心

過往，各局處依各專業權責執行相關業務，儘管各本
專業，認真從事，但涉及人格解組、精神疾病、社區
干擾與人際衝突等議題時，多無法有效處理，而造成
延宕或彼此推諉之情事，更增基層工作人員的壓力。

各網絡系統分工清楚明確，各司其職，但跨
專業合作不足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脆弱家庭的服務項目常需跨專業、跨不同單位或
是服務系統，但社會福利中心可以自行提供服務
項目是有限的，故必須藉由網絡合作，來提供多
元服務 (彭淑華、趙善如，2020)。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評估家庭整體需求，針對需求多重且複

雜之家庭開案介入服務，擔任個管並連結跨體系連結各網
絡資源偕同提供整體性服務，追蹤各體系服務與目標達成
情形。

⚫ 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完整家庭評估後，針對屬單一性、特
定需求家庭，社福中心協助辨識需求及協助媒合資源單位
，循既有服務系統優先介入，回歸原各服務系統個管及服
務，各服務系統亦需秉持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提供服務
對象適切的服務。

⚫ 社福中心作為服務窗口，應建立轉介連結資源，以完善社
安網的跨網絡多層級服務，各服務人口業務及行政單位應
提供資源及網絡服務協助，避免服務在第一線的窗口塞車
，無法暢通從受理、辨識、媒合到直接服務的福利服務輸
送管道。



脆弱家庭服務和各網絡單位的分工？

⚫ 社福中心受理後應進行家庭訪視評估，依家庭問
題與需求擬訂介入處遇計畫，並依「脆弱家庭之
兒童及少年通報及協助與資訊蒐集處理利用辦法
」第6條相關規定連結教育、勞政、警政、衛生等
相關單位提供學生輔導、就業服務、少年輔導或

治安犯罪預防、自殺關懷等專精服務方案。



「脆弱家庭之兒童及少年通報及協助與資訊蒐集
處理利用辦法」第6條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訪視評估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
顧之虞者，應視個案需求結合社政、警政、教育、戶政、衛生、財政
、金融管理、勞政、移民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整合性服務。
前項服務之內容如下：

一、社政：提供關懷訪視、經濟補助、托育補助、社會救助及其他生活
輔導服務。

二、警政：提供人身安全維護、觸法預防與失蹤及行方不明人口協尋。

三、教育：提供就學權益維護與符合身心發展需求之輔導。



「脆弱家庭之兒童及少年通報及協助與資訊蒐集
處理利用辦法」第6條

四、戶政：提供個案及其二親等血親之親等關聯資料及戶籍資料查詢。

五、衛生：提供就醫、預防接種、全民健康保險、藥癮、酒癮治療及心
理衛生服務。

六、財政：提供稅務諮詢服務。

七、金融管理：提供金融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信託服務之督導。

八、勞政：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九、移民：提供停留、居留及定居權益維護之協助。

十、其他相關機關：提供必要服務。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網絡合作的策略

⚫ 夥伴關係

⚫ 了解差異

⚫ 溝通協調

⚫ 團隊合作

⚫ 資源共享

⚫ 資訊分享

⚫ 建構開放的環境



跨網絡合作

⚫ 跨網絡合作時，需了解合作網絡單位可提供的服
務項目與相關的工作方式，並保持密切聯繫，讓
服務具有整體性與連貫性。

⚫ 可邀請所有相關網絡單位參加個案研討，透過個
研討論網絡單位的角色、合作的模式，甚至調整
服務計畫。

⚫ 相關網絡單位必須依個案研討會決議進行處遇；
若有需要，可再次召開個案研討，追蹤各網絡單
位的執行狀況，以及後續的合作工作。



網絡間的夥伴關係

⚫共同的目標

⚫志願性的結合

⚫互賴、互信與互惠

⚫持久性的關係

⚫整合性的服務

⚫綜效或增值



多專業團隊（multi-professional team）vs 

跨專業團隊（inter-professional team）

⚫ 多專業團隊: 係指幾個不同的專業在一起工作，但
比較不會為了配合其它團體而調適自身的專業角
色、技術、知識或機構責任等，其所關心的是其
角色內的合作。

⚫ 跨專業團隊: 係指為適應其它的專業團體和機構而
調適自身的專業角色、技術、知識或機構責任，
團隊的目標也因而能夠藉由彼此分享訊息、確定
需求、形成計畫以及提供適切的服務，以使得個
案能夠適切地獲得全人的照顧。





如何有效運用資源

⚫ Why：要有用的才是資源，確定資源運用的目的

⚫ What ：確定與選擇要運用的資源是那些

⚫ When ：何時需要資源，運用於何時

⚫ Where ：要在哪裡運用(地點、通路)

⚫ Who：誰來運用

⚫ Whom ：用在誰身上

⚫ How：要怎麼運用

⚫ Result：運用後的結果，有無滿足當時設定的目的

⚫ Improvement ：尋求改善

     (陸宛蘋,2017)



資源的運用原則

⚫ 先進行問題或需求的評估

⚫ 瞭解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資源

⚫ 未被滿足的需求有哪些資源可提供

⚫ 依目標及需求急迫性設定運用的優先順序

⚫ 瞭解資源在使用時的限制及機會成本

⚫ 發展一套資源分配與使用計畫

⚫ 資源不足時，開發或補充新資源，以縮小供需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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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及連結資源的信念
⚫ 相信資源是存在，只是沒有被發掘與整合

⚫ 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找關係

⚫ 沿路的石頭是阻礙也是墊腳石

⚫ 是否已上窮碧落下黃泉？

⚫ 需要時間培育與等待



⚫ 常常聊天-逢人就說最近的工
作需求

⚫ 在網路上問大家

⚫ 與長官討論

⚫ 拜訪相關單位

⚫ 找出可能單位及人-建立關係

⚫ 討論可以合作的方式

⚫ 合作方法的磨合

⚫ 公私協力、互助概念

欠缺的
資源與服務

⚫ 人力
⚫ 物力
⚫ 財力
⚫ 知識力
⚫ 服務內容
⚫ 運作流程
⚫ 擬訂計畫
⚫ 成效評估

不斷修正

尋找在地資源的方法



資源合作應注意事項

整合與建構資源網絡應注意事項

⚫ 資源網絡建構主導單位的設置

⚫ 從部門內部的整合到外部整合

⚫ 網絡資源的盤點與穩定性的確立

⚫ 網絡建構之願景與目的的釐清

⚫ 網絡成員間夥伴關係的營造

⚫ 非正式支持與正式支持的夥伴關
係

整合資源的技巧
⚫ 豐富的經驗
⚫ 靈活的技巧
⚫ 良好的人際關係
⚫ 組合專業知識
⚫ 累計經驗
⚫ 技巧熟練
⚫ 正確溝通



精進資源合作的方法

瞭解影響資源整合與運用
的重要因素
⚫ 溝通不良問題
⚫ 合作成本考量
⚫ 組織自主性考量
⚫ 組織間權力結構問題
⚫ 合作功能消長問題
⚫ 組織內部衝突問題

⚫ 有問題立即處理
⚫ 平時需要常常走動拜訪
⚫ 個案會議
⚫ 聯繫會報
⚫ 合辦活動



政府社會福利項目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

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

社會住宅



社會福利資產調查現金給付

急難救助、急難紓困

一次性補助

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

家庭為單位，給付次之

低收入戶

最嚴格，福利最全面

中低老津、身障生捕、弱勢兒少

以個人為單位，短期

政府

民間

各基金會、團體提供的
急難救助、生活補助等

社救司-民間基金會急
難救助資源窗口及服務
項目

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申請原則
擇一、擇優
-同時申請

建立資源   
手冊



多層次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商業年金

法定職業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軍公教

退休金

法定公共年金

-公教保、軍保、勞保、國保等

社會救助

-低收、中低老津、榮民就養金等勞



• 每年補助3萬2,340元至

4萬8,510元

• 中低收入戶自付額5%、

一般民眾自付額16%

• 3年補助4萬元

• 中低收入戶自付額10%、

一般民眾自付額30%

• 每月補助1,840元至

2,400元

• 中低收入戶自付額9%、

一般民眾自付額27%

• 依失能等級每月補助1

萬20元至3萬6,180元

• 中低收入戶自付額5%、

一般民眾自付額16% 照顧
及專業
服務

交通接
送服務

喘息
服務

輔具及

居家無

障礙環

境改善

1966~長照四包錢與民眾自付額



跨網絡合作

⚫ 如何加入跨網絡合作

⚫ 那些網絡可一起協助案
家

⚫ 如何合作

⚫ 各網絡可提供之資源

⚫ 其他

如何召開跨網絡會議，需要進
行哪些工作?

1. 找合適的主持人，並要事先
與主持人幕僚

2. 開會前與各網絡事先說明開
會的用意目的，並瞭解各網
絡的立場、限制及可能突破
的做法

3. 開會時，應盡量釋出善意，
讓各網絡可以說明真實執行
狀況及發現可能會有的問題

4. 避免議而不決，並要追蹤會
議決議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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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前的功夫

⚫ 認識區域狀況
⚫ 建立關係拜訪相關單位組織及負責人
⚫ 有效資源連結的重點(是否散發出善意，願

意與人合作?)
 接納－瞭解自己與他人的功能和限制

  創意－突破原有規範或限制（熱忱與付出）
  主動出擊
  相互信任
我們使用的語言：合作vs.拒絕

(我們再看看VS.我們來想辦法)



⚫ 平時需要蒐集跨網絡(或區域)

在合作上的議題

⚫ 調查各網絡遇到的狀況及想提

出討論的議題

⚫ 檢視所提議題是否已可解決?並

與提出議題之單位商量

⚫ 擬定議題

⚫ 草擬可以解決之策略

⚫ 形成開會議程

訂出討論議題



會議主持人的能力準備
主持人要練習的功夫:
⚫ 為案主群著想-這是最高指導原則
⚫ 傾聽、包容-才能讓真正的聲音浮現，減少沒有充分

討論的感覺
⚫ 態度中立客觀-讓與會者感受到沒有私心，才會願意

再來參加會議
⚫ 摘要的能力-如何將與會者表達的意見再言簡意賅地

整理
⚫ 促進的能力-促進彼此的認識、理解，找到出路。如

何將不同意見，可以再進一步解釋，讓與會者瞭解。
(促進三部曲:感謝、肯定、恭喜)

⚫ 做出具體可操作的結論
⚫ 主持人需要能感受到會議的動力，讓會議可以活起來



結論列管進度
⚫ 列出列管議題
⚫ 執行期限
⚫ 在會議中報告進度
⚫ 窒礙難行或需要更高層級往上提報討論
⚫ 每季或每半年或每年列出已解決的議題



檢視聯繫會議是否有成效的指標

⚫愈來愈瞭解彼此

⚫遇到困難願意多做一些

⚫遇到狀況可以很輕鬆找到人討論與工作

⚫互相協力，感覺到有互助的感覺



案例
分享



各單位困難個案

提個案研討會

區內安全議題

提區級聯繫會議

區級無法處理的問題

提府級聯繫會議

推動社會安全網補強執行計畫-帶動跨域合作

委員建議改善情形 福利人口概況及目標 106年度考核指標

倡導居民關注心理健康

推動里鄰社區互助

推廣簡易助人技巧
培養友善陪伴志工

整合跨局處服務體系-以台北市為例

加強落實七項安全網絡原
有服務機制，並強化跨單
位橫向連結。

三級會議機制 7大安全網絡

透過各級會議平台，
暢通跨網絡、跨局處
，
與跨層級的溝通。

針對市民心理健康、社區
互助關懷，與本市友善文
化之培養，進行相關推廣
活動。

強化社區支持



研討提報對象
提報指標

提報個案需經各網絡原有機
制商討仍無法有效處理，或
需跨局處協調合作共識者。

個案研討

1

有傷害行為者：
1-1 傷人行為
1-2 自傷行為
1-3 傷害動物行為
1-4 故意破壞物品

2 有任何傷害之表示者。

3 有影響社區安全疑慮者。

4 非上述類型，但造成社區困擾者。

5 其他(請說明)。

個案經研討與網絡合作處遇後，
須確認各單位列管事項均已確實
執行完成，並評估達下列解除列

管原則，得於會議中以共識決議
解除列管。



主動篩選，及早預警
個案研討

7大局處訂定「社會安全風險
個案篩選指標」，按月比對、
檢視，針對需求密度高或需跨
單位協調者，進一步研商服務
策略與合作共識。

找出同時接受多重系統服務的
個案，及早提醒各單位留意個
案可能有複雜的問題或風險。

網絡合作即時介入，降低社區安全風險

局處篩選指標_20170216.pdf
局處篩選指標_20170216.pdf


5大關注討論議題

區級會議

跨單位互動模式改變
各自劃界→資訊交流、相互合作

會議模式與重點轉型
解決問題開始→轉向預防問題



強化社區支持
推動簡易助人技巧 培訓友善陪伴種子

強化社區安全互助

➢結合各區辦理大型活動，以擺攤、互動遊
戲等活潑多元方式，向民眾推廣簡易助人
技巧關懷他人

➢積極至各里鄰辦公室、里鄰工作會報中，
向社區資源夥伴推廣社安網理念，提升社
區內社會安全網絡意識，縝密各里鄰社區
內跨網絡合作

➢與公訓處、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合作，將
本市社福類志工特殊訓練納入社安網理
念與簡易助人技巧之線上數位課程，將
於10月於臺北E大上線

➢各行政區與轄內１個里民組織團體辦理
社區試辦方案，增進社區友善環境具體
行動（如：士林區試辦蘭雅次分區「強
化社區支持系統」整合服務方案）



跨域團隊成果積累

明確的運作機制

明訂權責內容，搭配三級
會議與固定出席機制，讓
各網絡依循機制逐步運作
，使計畫精神得以落實。

發展公共安全風險評估量表

期待透過量表，協助基層人
員留意社區中其潛在疑慮之
對象，並及早介入，避免傷
害事件發生與擴大。

危急
因子

環境
因子

臨床
因子

暴力
犯罪
史

擬定關鍵績效指標

7大網絡主責局處擬定
績效指標，配合北市
府KPI推動機制，定期
檢視成效。



跨域團隊成果積累

臺北市社會安全風險個案整合平台

1. 表單資訊化、取代人工作業，提升行政作業效率。
2. 跨系統個案比對、跨域查詢，提升個案掌握度。
3. 資訊整合與共享，降低跨網絡訊息落差。

資料庫歷程紀錄 比對 查詢 報表



跨域團隊成果積累

新增行方不明兒少查找流程

精進跨局處合作
提升作業效率

整合囤物處理機制

跨單位合作
增加突破機會

強化護送就醫機制

社區精神照護
銜接改善不漏接



性侵害一站式服務
起 心 動 念 -CHANGE

⚫ 民80年「一個12歲女孩的故事」
⚫ 民96年參訪香港經驗

⚫ 回觀臺北市的服務-分段服務



減少重複陳述

實施前

30 分鐘

40分鐘

30 分鐘

4~6小時

1.5~2小時

共
約
7-

9

小
時

警察局

醫院

防治中心社工

檢察官 警察局



以被害人為中心
 

減少被害人舟車勞頓

更迅速、更隱密、更貼心

實施後

縮短2小時

防治中心社工

警察
醫療團隊

檢察官



改 變 歷 程

以人為中心
跨專業整合
案主不動
我們動

專業整合

由上而下建立共識
各局列為重要施政

案例檢討
不斷修正改進



仁愛院區

萬芳醫院

中興院區

和平院區

忠孝院區

陽明院區

婦幼院區

99年2月起擴充為七家醫療院所



一站式服務-提供被害人整合式服務
⚫ 被害人為中心的貼心服務

⚫ 97年開始試辦

品質管控機制

1.每月跨專業(社政.警政.醫療.檢察及少年法
庭.)個案檢討

2.每三個月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3.到每家醫院進行區域合作訓練,建立在地合
作默契

★台北地檢檢察官到現場指揮偵辦幾乎百分百

期間 醫院 案量

97.7-98.2 忠孝 12

98.3-98.12 忠孝.陽明.婦幼 49

99.1-99.12 忠孝.陽明.婦幼.和平
中興.仁愛.萬芳

181



驗傷及筆錄製作時間明顯縮短2小時
               

警政平均

受理時間

醫療平均

受理時間

警政平均

受理時間

醫療平均

受理時間

0

1

2

3

4

5

6

7

8

平均時間/小時

－2小時

非一站式服務 一站式服務



破案一線間

性侵女學生

躲10年DNA破案關鍵 
⚫ 破案關鍵，往往只在一線之間。民

國89年，發生在基隆的陳姓國中女
學生姦殺命案，警方偵辦了10年，
卻在99年偵辦另外一起家暴性侵案
，意外偵破發現嫌犯是同一個人，
膠著10年的命案終於偵破，關鍵就
在於刑事局DNA的比對，當年警方
在死者陳姓女學生所穿的內褲上，
取得嫌犯精液，但當時資料庫比對
沒有結果，直到99年3月，有社會
局的社工向警方檢舉，曹添壽涉及
另一起性侵案，警方採集曹添壽的
唾液驗DNA，意外發現，他就是10
年前性侵女學生的兇手。

警政社工 刑事局

一站式服務



990106一站式記者會照片



新聞事件

⚫ 102/11/8內湖公寓瓦斯爆炸 五屍六命
https://youtu.be/r6_WgPF4-8I

⚫自殺防治:網絡需緊密合作

https://youtu.be/r6_WgPF4-8I


社會工作倫理原則

⚫ 促進服務對象的最佳福祉。 

⚫  實踐弱勢優先及服務對象最佳利益。 

⚫  尊重服務對象的個別性及價值。 

⚫  理解文化脈絡及人際關係是改變的重要動力。 

⚫  誠信正直的專業品格及態度。 

⚫  充實自我專業知識和能力。 



倫理衝突的處理原則

社會工作師面對倫理衝突時，應以保護生命為
最優先考量原則，並在維護人性尊嚴、社會公
平與社會正義的基礎上作為。

⚫ 所採取之方法有助於服務對象利益之爭取。

⚫ 有多種達成目標的方法時，應選擇服務對象
的最佳權益、最少損害的方法。

⚫ 保護服務對象的方法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
欲達成目的不相符合。

⚫ 尊重服務對象自我決定的權利。



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秘密；服務對象縱已死亡，仍須重視

其隱私權利。服務對象或第三人聲請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

，應符合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

資訊之公開。但有下列特殊情況時保密須受到限制：

 • 隱私權為服務對象所有，服務對象有權親自或透過監護人或法
律代表而決定放棄時。 

• 涉及有緊急的危險性，基於保護服務對象本人或其他第三者合
法權益時。 

• 社會工作師負有警告責任時。 

• 社會工作師負有法律規定相關報告責任時。 

• 服務對象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時。 

• 評估服務對象有自殺危險時。 

• 服務對象涉及刑案時。 



我們要怎麼串起
珍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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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都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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