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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壹、 背景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12年底全國身心障礙者人口數為 121

萬 4,668人，其中精神障礙者有 13萬 3,643人，占身心障礙者 11%。復依據 11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資料顯示，有 91.89%的身心障礙者居住

於社區，其中精神障礙者約有 84.88%居住於社區中。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9條「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強調身心障

礙者享有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的平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及掌握自己的生活，為

回應上述精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條規定，各地方政府依身心障礙者

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各項個人支持及照顧服務之法定服務項目，包含社區式日間

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及社區居住等，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可以

在社區生活，避免被邊緣化。 

鑑於部分精神障礙者因病情影響，無法固定時間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

務，需較彈性之服務模式，為協助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參考精神障礙會所模式

之夥伴關係、同儕關係、個別化等精神，協助各縣市政府以精神障礙者為主，成

立服務據點，發展適合社區精神障礙者的服務模式。 

 

貳、 方案目標 

建構本土化精神障礙者社區服務模式，提高精神障礙者使用社區式服務之

意願，並藉由與同儕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過程，發展夥伴關係，促進精神障礙者

生活自立。 

 

參、 服務對象 

以服務 18歲以上之精神障礙者為原則，且須居住於社區並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障礙類別為第 1 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

能，且「ICD診斷」欄位之代碼【12】。 

二、具精神疾病診斷或領有重大傷病證明卡者，但人數不得超過總服務人數

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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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精神障礙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慎評估個案

之情況，確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服務已無符合或適合15歲以上未滿18歲精神障

礙者之需求，且所轄協作模式服務據點之專業人員，已完成兒童及少年福利、兒

童保護或性侵害防制等相關專業訓練，始得同意使用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

據點服務。 

肆、 方案內容 

一、發展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含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

作業設施、社區居住，或參考精障會所模式設置服務據點）。 

二、開發社區中之精神障礙個案，發掘其潛能與能力，讓到服務據點之精神

障礙者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建立互助的網絡團體。 

三、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或社交休閒活動，及結合資源連結過渡性

就業方案。 

 

伍、 執行單位與權責分工 

一、策劃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本署)。 

(一)本方案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二)督導主辦單位推動本方案。 

(三) 補助主辦單位相關執行經費。 

(四)其他有關本方案全國一致性之作業。 

二、主辦單位：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一) 評估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盤點，並邀集民間團體規劃推動本方案。 

(二)督導承辦單位落實方案執行，每年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 

(三) 每月回報相關服務統計報表。 

(四) 結合民間單位辦理者，於變更承辦單位時，主辦單位應將獲補助之設

施設備收由統籌運用。 

(五) 辦理情形應納入核銷報結之成果報告及下年度申請經費之計畫書，供

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三、承辦單位：主辦單位委託或補助之基金會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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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社區式服務，以夥伴關係及同儕支持服務精神，提供生活自理能

力訓練、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休閒生活、健康促進、社區適應

等服務。 

(二)進行外展服務，發掘個案及進行家庭關懷訪視。 

(三)辦理照顧者、家屬、手足支持性服務。 

(四)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及社交休閒活動等。 

(五)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連結就業服務、夜間服務資源及其他相關資源。 

 

陸、 補助內容 

一、 補助對象：主辦單位。 

二、 補助原則： 

(一) 主辦單位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情形，並就轄區執行精神障

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提出申請計畫。 

(二) 主辦單位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訂定中央補助與地方政

府自籌比率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三) 本服務由主辦單位委託、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接受委託、補助民間團

體應符合以下資格，且曾辦理精神障礙者相關支持性服務經驗者： 

1. 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主辦單位：補助1名方案管理社工人員人事費。 

(二)承辦單位：依不同服務類型補助營運所需專業人員服務費及業務相關

費用。 

1.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 

(1)專業服務費： 

A.每一據點補助 1 名專任督導、2 名專任社工人員及 1 名大學院校

以上社會工作、心理、特殊教育、諮商輔導、復健、職能治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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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療、語言治療、護理等科系畢業之專業人員。 

B.專任督導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a.具有大學院校以上社會工作、心理、特殊教育、諮商輔導、復健、

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語言治療、護理等科系畢業，且具有 2年

以上精神障礙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 

b.大專校院以上學校畢業，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及護理師考試及格，且具有 2 年以上精神障礙服務

相關工作經驗者。 

C.非屬社會工作畢業之督導，每月補助新臺幣(以下同)4萬 4,200元

核算，碩士以上學歷每月增加補助 1,000元，每年最高得補助 13.5

個月。 

D.非屬社會工作之專業人員每人每月補助 3 萬 7,700 元，碩士以上

學歷每月增加補助 1,000元，最高獎助 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2)風險加給：依據(1)規定配置專業人員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1,000 元

整，每年最高得補助 13.5個月。 

(3)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6,000元整，且

不列入專案計畫管理費額度計算。 

(4)每一據點新開辦第一年最高補助 150萬元，已接受補助開辦設施設

備費及修繕費之據點，每年度最高補助 10萬元： 

A.修繕費。 

B.設施設備費。 

(5)每一據點日常營運所需以下經常性費用，每年最高補助 130萬元。

如 113 年 9 月底之成員人數達 50 人以上且日出席人數達 15 人以

上之據點，每年最高補助 140萬元： 

A.基本營運費用(不受最高補助每月 1萬元之限制)。 

B.場地清潔費。 

C.場地佈置費。 

D.教材教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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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專家學者出席費。 

F.差旅費：含工作人員、專家學者、講師或成員(經主辦單位同意)因

進行與本計畫相關業務或受訓所需之差旅費。 

G.個案訪視交通費：每案次 100元計。 

H.室內裝修檢查。 

I.公共及消防安全檢查。 

J.專案計畫管理費。 

2.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居住等 3種服務類型

補助項目及標準，依本署 113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

目及基準及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3年度獎助辦理「社區式身心障礙服

務銜接長照獎助計畫」申請須知規定辦理。 

 

柒、 成效考核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辦理下列事項之情形，將納入下年度核定補助之參考： 

一、主辦單位應設置服務據點之目標數。 

二、承辦單位應依協作模式服務精神執行，除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應

服務精神障礙者外，其餘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

區居住等類型服務之個案，至少 50%為精神障礙者。 

(一)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 

1.每一服務據點 40 名，若開辦未滿 1 年以開辦月份至年底月份按比例

計算之。 

2.辦理工作日活動，每日維持運作工作日分組至少 2組。 

3.辦理社區宣導活動推廣及成長團體課程，每年至少辦理 5場。 

(二)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每一服務據點最多 15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

少 8名精神障礙者。 

(三)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每一服務據點最多 20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少

10名精神障礙者。 

(四)社區居住：每一服務據點最多 6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少 3名精神障

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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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