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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社區復健之現況
與展望ᾷ 就社福方面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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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國身心障礙者人口成長趨勢

至103 年6月底身心障礙者計 113 萬1,097 人(占總人口 4.84%)
較102 年底增加0.05 ％，續呈逐年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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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我國鑑定制度：
1.以醫療觀點 作為主要分類原則
2.測量層面著重「生理損傷」及
「功能限制」

69 ：殘障福利法通過

70 ：我國身心障礙手冊分類與障礙程度的鑑定標準起始

79 ：修正殘障福利法，身心障礙手冊發放標準的定義放寬

86 ：更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96 ：更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ῆ規定只有重度者領有手
冊

ῆ 7 個障礙類別，障礙等級只有 3 級

 等級修正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四級

帶入 ICF新概念，整合醫療模式
 與社會模式， 身心障礙類別 修正
為8大類

 身心障礙類別增加為 16 種，仍有民眾
爭取納入。

現在(101 年7月)我國鑑定制度：
1.分類原則除醫療觀點 外加入社會
觀點

2.測量層面除「生心理損傷」及
「功能限制」外，另增加「社會參
與」及「環境因素」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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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截至103 年6月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31萬4,443 人：
 最多(38%) ：第一類11 萬7,682 件(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
功能)

 次多(21%) ：第七類6萬4,214 件(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障礙類別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語言構造及其功能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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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截至103 年6月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81萬6,654 人，以肢體障礙最多佔
39％、其次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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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經費逐年成長

為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及福利政策，我
國身心障礙福利預算由98年290 億9,271 萬
9,000 元，成長至103 年441 億5,371 萬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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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經濟安全
102 年

　 生活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

輔具費用補助 

補助經費
204 億2,820 萬餘

元
64億8,235 萬餘元

6億8,229 萬餘
元

受益人數 34萬8,317 人 3萬7,298 人 7萬564 人

103 年1-6月

　 生活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

輔具費用補助 

補助經費
101 億5,913 萬餘

元
18億4,531 萬餘元

3億3,082 萬餘
元

受益人數 34萬5,275 人 3萬7,094 人 3萬5,1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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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經濟安全

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 
   為使無能力管理財產之身心障礙者財產權 受到保
障，本署持續協調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
劃辦理。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保險費補助 
   依據障礙等級補助身心障礙者參加健保、軍/公/
教/農/勞保之自負保險費，其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由本署負

擔，103 年度截至6月合計補助14億312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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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經濟安全
 購買或承租商店攤販低利貸款或租金補貼 
      針對年滿20歲、未曾接受政府同性質貸款利息

補貼或租金補貼、購買或承租商店攤販未滿2年
及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標準2.5 倍之身心障礙者，給予低利貸款或租
金補貼。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
助 

      針對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生活補
助費，且為車輛所有人，並領有有效駕駛執照之
身心障礙者，給予購買停車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
停車位租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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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照顧支持

 個人照顧 

居家照顧服務 

專業人員到宅提供有自理生活照顧需求之身心障礙
者照顧服務
截至103 年6月，服務134 萬1,000 餘人次，實際執
行2億2,071 萬餘元，其中精障者佔服務使用比例約
6.8%

中途致障者生活重建服務
專業人員在重建關鍵期，提供心理支持及服務，以
建構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能力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先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視障生
活重建服務，103 年補助計3,567 萬餘元，未來將爭
取更多資源，引導各地方政府陸續開辦各障礙類別
中途致障者生活重建服務



13

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照顧支持
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

由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組成專業服務團隊，以
一般住宅房舍提供身心障礙者非機構式的居住服務
102 年度共計開辦79個居住地點，受益人數有474
人。103 年度截至8月，開辦81個居住地點，受益
人數486 人，其中精障者佔服務使用比例約11%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同儕支持員、個人助理…等專業服務團隊，協助身
心障礙者自我決定、選擇、負責，選擇合適住所，
平等參與社會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各地方政府開辦本項服
務，102 年度，計服務1,517 人次。103 年度截至6
月，計服務4,14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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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照顧支持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以作業設施服務及開設課程活動等方式，提供身心
障礙者生活自理能力增進、社交技巧訓練、休閒生
活服務、健康促進、社區適應等服務

102 年度補助地方設置43個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據
點，及37項社區樂活補給站服務計畫

103 年度截至8月，社區樂活補給站總計服務10萬
7,476 人次，其中精障者受益人次3萬4,959 人次，
使用比例32.53%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據點有
102 個，服務2,040 人，其中精障者佔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服務使用比例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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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照顧支持

家庭支持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協助家屬緩解照顧負荷。102 年計服務10萬5,212

人次。103 年截至6月計服務4萬3,584 人次

照顧者支持
 為提高家庭照顧身心障礙者之能力，辦理心理及情 

緒支持、成長團體、諮詢服務等支持服務。
 102 年補助3單位辦理家庭關懷訪視，受益人次

3,150 人次，103 年度截至8月，補助3單位，受益
人次1,1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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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照顧支持

 家庭托顧 
 為協助減輕家庭照顧負荷，由家庭托顧服務員於其
住所內，提供服務對象身體、日常生活及安全性照
顧服務

 102 年度計有77個家托點，受益人數129 人。103
年度截至8月計有90個家托點，受益人數173 人，
其中精障者佔服務使用比例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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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社會參與

重要福利活動

補助團體辦理活動及充實辦公設施設備

   102 年度共補助890 案，補助金額2,522 萬餘元。103
年度截至8月，共補助520 案，補助金額1,023 萬餘元

秋節月餅促銷記者會及促銷活動

   103 年銷售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禮盒共25萬餘盒，
銷售金額9,344 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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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社會參與

重要福利活動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

為響應國際身心障礙者日（12月3日），每年均結合
各級政府與障礙團體，辦理各項系列活動，共同喚起
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重視與關懷 

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頒獎典禮

每年徵求身心障礙者菁英，經初審後組成評審委員會
進行復、決審，選出10位獲獎者，於表揚典禮時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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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社會參與

 票價優待措施
     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搭乘國內大眾運輸

工具，得享有半價優待；進入收費之公營、公辦
民營、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給予
免費或半價優待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生產物品及服務 

     截至103 年8月底止，計有產品或服務提供單位
356 家，義務採購單位計有6,570 所。102 年總採
購金額為12億582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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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機構服務

 機構數及服務人數

       截至103 年6月底止，依法立案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共計271 所，可服務之身心障礙者2萬
3,697 人，實際服務1萬9,051 人（含住宿型態服
務人數1萬3,508 人，日間服務人數5,543 人），
其中慢性精神障礙者之服務人數為1,8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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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機構服務

 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地方主管機關每3年 
辦理1次轄內機構評鑑，中央主管機關每6年
辦理1次全國機構評鑑

 經評鑑無法達到改善標準者，依照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規定由各主管機關本諸權責，廢止
其許可，其屬法人得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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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機構服務

 補助興建機構及開辦設施設備費

103 年計編列經費6億8,972 萬元，補助機構
採小型化、社區化興建（新建、改建、修繕）
建築物、充實設施設備、教養服務費等相關經
費

為滿足慢性精神病患者就地養護需求，本署積
極輔導地方社政主管機關籌設安置慢性精神障
礙者之收容機構並提供居家服務外，103 年度
推展社會福利補助項目及基準，訂有民間籌設
慢性精神障礙者機構最高可補助80% ，以獎勵
民間籌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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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機構服務

 補助興建機構及開辦設施設備費

本署101 年及102 年核定補助財團法人臺南市
荷園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市宏恩基金會及財
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真善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等3單位新建收容精神障礙者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預計至104 年底止床位數可再增加
362 床，照顧慢性精神障礙者之總床位數則增
加至2,553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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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服務措施之執行困境

 機構分佈不均
       身心障礙者機構式服務資源面臨之主要問題為各縣市機構

設置區域分布不均，截至103 年6月底止，雖全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計有271 所，但各縣市政府目前所佈建之服務
資源，在調節或配置上，仍呈現分布不均現象

 機構佈建不足
       目前慢性精神障礙者使用的照顧服務仍偏重在醫療照顧，

因應「社區照顧」及「在地化」之照顧需求，本署積極輔
導地方社政主管機關籌設安置慢性精神障礙者之機構，並
對於民間籌設慢性精神障礙機構者仍給予適度補助，以獎
勵民間籌設機構，紓解安置養護床位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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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盤點現有資源網絡，持續擴增服務據
點，普及社區化服務

 落實「社區照顧」及「在地化」精
神，提供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更多元
及周延之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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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因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不同障別
身心障礙者之照顧服務需求，檢討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設施設備、專業人員資格及配置等相
關規定

 規劃發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分流設計，以輔導不同類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發展照顧服務專業及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