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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強化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強調跨體系與公私協力的重要性，各部門應依職責角色與優勢

發展服務：

公私協力服務方案說明一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

提供可近性服務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

布建，拓展公私協

力服務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

防治服務，精進前端

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社安網計畫整合社衛政與教育、勞政、警政、法務等體系橫向合作，並補助民間團體
專業人力辦理各類專精服務方案，提升現行各服務體系效能，綿密跨網絡合作機制。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

提升風險控管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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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家庭服務資源，
提供可近性服務

01. 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02. 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03.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04.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

公私協力服務方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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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現有資源
不足

增加服務項目

多元性

發展公私協力服
務模式

滿足脆弱家庭
多元需求

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1 擴增家庭
服務資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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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符合以下資格：

1. 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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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 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6.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7. 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委託規劃承辦之團
體、機構、大專校院

補助對象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24,066 136,678 150,073 165,576 576,373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補助原則

地方政府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提出整合性申請計畫

地方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

合辦理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接受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轉介或資源連結

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補助原則/對象/金額01

(千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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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10.照顧者喘息團體及活動

11.提升家長家庭照顧能力團體及活動

12.親子活動

13.社區資源培力費

14.社區志工關懷服務

15.宣導費

16.其他支持性及創新團體活動

17.個案研討、方案評估及督導費

18.專案計劃管理費

1. 專業服務費

2. 個別心理、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心理

治療費

3.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費

4. 到宅家務指導或家事輔導服務費

5. 婚姻與家庭協談或輔導

6. 少年輔導服務事務費

7. 到宅或外展輔導服務交通及保險費

8. 提升兒少自我能力輔導團體及活動

9. 少年同儕支持團體及活動

專業服務費，用於發展針對社福中心連結需求議題(如家庭協談、照顧喘息等)等服務提供。

補助專業服務費人力之額度，係由地方政府於申請前邀集民間團體會議研商工作策略、合作方

式、服務項目、方式、對象、範圍及案量等，並統籌規劃人力配置提出申請。

無適當項目申請者，可視轄區需求及資源配置情形，申請發展創新服務。

註：本項規定須待二期計畫核定後，修正補助規定為準

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補助項目及標準0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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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指導服務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2

提供兒童照顧
支持服務

提升家庭親職知
能及技巧

確保兒童身心健
全發展

預防兒童不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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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補助對象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補助原則

 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提出整合性申請計畫

 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地方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民間團體應符合以下資格：

育兒指導服務方案-補助原則/對象/金額02

1. 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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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 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
校院

6.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7. 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委託規劃承
辦之團體、機構、大專校院

(千元)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06,707 110,532 123,975 127,282 46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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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專案人員服務費：每1個承辦團體最多補助1名專職社工或專案管理人員。

育兒指導服務費：

1. 指導員資格：具護理、幼教、家政、社工或具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等資格者擔任。

2. 事務費：每案每年最高補助48次為原則，每案次最高補助800元。

3. 交通費：同一訪視人員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補助200元至500元。

4. 每案視實際需要得增加1名人員共同訪視，其事務費及交通費依據規定。

註：本項規定須待二期計畫核定後，修正補助規定為準

1. 專業服務費

2. 專案人員服務費

3. 育兒指導服務費

4. 保險費

5. 提升家長知能補助項目

6. 育兒指導員培力補助項目

7. 創新及特殊需求服務工作補助項目

8. 專案計畫管理費

育兒指導服務方案-補助項目及標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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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 -方案推動目的03

促進兒少身心

健全發展

協助家庭照顧功
能發揮

建構分層級網絡
服務合作

社區初級預防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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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

地方政府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情形，就轄區執行社區支持服務方案提出整合性申請計畫。

地方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地方政府可自行辦理(如社福中心)、補助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符合以下資格：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補助原則/對象/金額

1. 財團法人私立社會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 社團法人或立案之社會團體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 設有兒童福利、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家庭教
育、親職教育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

03

(千元)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93,927 207,231 221,238 233,141 85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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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註：本項規定須待二期計畫核定後，修正補助規定為準

1. 專業服務費

2. 輔導人員服務費

3. 訪視交通補助費

4. 團體輔導活動費

5. 少年輔導團體與活動

6. 簡易家務指導服務費

7. 親職教育或親子或活動

8. 寒暑假生活輔導及休閒輔導服務

9. 志工及工作人員研習訓練

10. 家庭關懷或追蹤輔導志工交通費及午餐費

11. 個案研討及方案評估外聘督導出席費

12. 辦理本方案相關單位聯繫會議或組職培力方案

13. 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14. 兒童課後臨托與照顧(含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費、膳費、教材費、

印刷費)

15. 特殊需求服務

16. 專案計畫管理費

 專業服務費：由地方政府統籌分配人力，用人單位需有良好督導系統，每單位最多補助1名專職社工。

 輔導人員服務費(須具相關專業資格)：

1. 訪視輔導事務費：每案(家庭)每月最高補助2次為原則，每案次(家庭)最高補助新臺幣800元。

2. 電話諮詢事務費：每案(家庭)每月最高補助4次為原則，每案次(家庭)最高補助160元。

 兒童課後臨托與照顧：補助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費(每班每時 160 元至 400 元)、膳費、教材費…等。

 接受本方案補助之專業服務費、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費、輔導人員服務費，此3項費用不得重複請領。

 須辦理促進親子連結、營造正向家庭之親子活動至少1場。

 鼓勵申辦「少年輔導團體與活動」或依轄區需求規劃「特殊需求服務」。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補助項目及標準03

13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方案推動目的04

彌補城鄉落差

增加發展遲緩兒
童家庭療育選擇

配置充足

早療專業人員

布建社區療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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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

主辦單位：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情形，

並就轄區執行社區療育服務方案提出申請計畫。

承辦單位：地方政府輔導規劃辦理本計畫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

補助原則

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提出整合性申請計畫

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

配合辦理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補助原則/對象/金額04

(千元)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03,022 218,092 238,012 242,455 801,581

15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人事費：依據衛生福利部頒訂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規定，補助社工人員專業服務費、

教保人員專業服務費及專業計畫管理費(乙類)。

 業務費：依據衛生福利部頒訂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註：本項規定須待衛生福利部頒訂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修定後，修正補助規定為準。

 依每一社區療育服務單位預估服務家庭數區分為以下四種服務規模，並補助社會工作人員、教保人員及業務費：

包含療育服務費、交通費、租車費、住宿費、家長團體、親職活動或社區宣導費、印刷費、

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出席費、講座住宿費、交通費、場地及佈置費、宣

導費、膳費、發展遲緩兒童篩檢工具、臨時酬勞費及其他相關活動所需支出、辦公室設施設

備費、教材教具購置、外展交通車購置、督導鐘點費及交通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及交通費、

膳費、社區療育據點租金及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 。

1. A規模.預計服務家庭150戶以上：最多補助社會工作人員3名，教保人員8名，業務費每年最高補助120萬元。

2. B規模.預計服務家庭100至未滿150戶：最多補助社會工作人員3名，教保人員5名，業務費每年最高補助100萬元。

3. C規模.預計服務家庭50至未滿100戶：最多補助社會工作人員2名，教保人員4名，業務費每年最高補助80萬元。

4. D規模.預計服務家庭未滿50戶：最多補助社會工作人員1名，教保人員員2名，業務費每年最高補助60萬元。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補助項目及標準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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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保護服務輸送，
提升風險控管

01.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

02.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

03. 性侵害創傷復原方案

04.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

公私協力服務方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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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1 1/8

18

(一)深化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

• 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

•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增能與充權計畫

(二)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計畫

• 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

• 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1 2/8

19

一、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1/2)

緣起目的

•6歲以下兒童相較脆弱，如未就托、就學，倘遭不當對待，不易及時被發現，需社區就近

協助關照

•0-3歲是兒童腦部發展的黃金時期，倘父母、照顧者經常疏忽或不當對待，將影響其大腦

發展，連帶影響認知、語言和讀寫能力的發展

•為維護0-6歲兒保個案的發展權益，本方案透過到宅式的親職引導，提供兒童正向的人際

互動經驗與社會文化刺激，並鼓勵、協助父母、照顧者學習正向教養方式



補助基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或結合其委託辦理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或親

職教育等民間團體辦理補助對象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補助對象及金額01 3/8

外展親職服務費1,000元/次，交通費300元/次；並補助督導、訓練等相
關行政費用

20

一、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2/2)

工作內容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轉介開案處遇之6歲以下兒保個案，由受過訓

練之工作者提供到宅式服務，每週1-2次，持續至少6個月

2. 工作者的任務為服務案家的學齡前兒童，透過閱讀、遊戲等方式進

行互動，示範、鼓勵及協助照顧者正向教養方式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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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增能與充權計畫(1/2)

補助目的

•兒少保護案件常見態樣包括家長因照顧身心發展有特殊需求之兒少而發生虐待行為；年輕

育有多名年幼子女的家庭因生活壓力、居住不穩定、家庭暴力、毒品、心理健康問題等，

發生對兒少疏忽或虐待等行為

•對於多重問題與需求的家庭，傳統殘補式的服務思維無法有效改善其處境，本方案希望針

對該等家庭以量身打造的方式提供個別化的家庭增能與充權處遇計畫，提供整合與充足的

資源，協助家庭穩定生活至少６個月，減少兒少再受虐風險



補助基準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或其委託辦理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之民間團體補助對象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補助對象及金額01 5/8

依兒少與家庭需求，補助兒少保護個案、房屋修繕、房屋租金、居家安全
環境改善(設置安全護欄、防跌防滑設施、嬰兒床等)、托育、臨時托育、家
庭關係促進的活動費、喘息服務、到宅家事服務、照顧費用、兒少關懷陪
伴(伴遊伴讀姊姊哥哥)、兒少生活技能訓練(藝文或育樂活動、寒暑營隊參
與費等)、物資服務、教育服務(學雜費、書籍費、文具費、補習費、運動教
練費)等依兒少家庭個別需求提出，經審核小組同意後得核實支用 22

工作內容

1. 家庭處遇社工評估後建議納入本方案的個案家庭

2. 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組成審核小組，共同討

論決定個別化的家庭處遇計畫，並定期檢視執行成果

二、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增能與充權計畫(2/2)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1 6/8

23

三、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計畫(1/３)

補助目的

1.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我國替代性照顧政策強調當兒少需要移出家外進行安置時，應盡

可能提供家庭式的生活環境，其中親屬安置依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第10條規定，是優先選項

2.109年我國兒少保護個案親屬安置比率約7.4%，相較澳洲54%、美國32%(108年)，還有

努力空間，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擴大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親屬安置比率，本部

111年規劃從挹注親屬安置費用部分補助及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辦理

「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兩大面向，協助地方政府推動親屬安置服務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補助對象及金額01 7/8

24

條件

三、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計畫(2/3)

(一)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

1.直轄市、縣(市)政府親屬安置費用比照寄養家庭補助標準支給者，最高補助每

案每月1萬元

2.親屬安置費用需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撥付予親屬家庭，並與該親屬家庭簽

訂委託契約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同步提出擴大親屬安置服務量能之策略及如何協助親屬

家庭妥適照顧安置兒少



補助基準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轄內辦理兒少保護個案服務之相關機構或民間團體補助對象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補助對象及金額01 8/8

補助專業服務費及業務臨時酬勞費、膳費、場地租借費、器材租借費、專
案計畫管理費等)費(包含教育訓練、喘息服務費、租金、到宅訪視輔導交通
費、差旅費、親子團體活動費、外聘督導鐘點費及交通費

25

工作內容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家庭參與團體決策之親屬安置工
作服務模式，輔助主責社工執行親屬安置工作，包含評估親屬合適性、
召開親屬會議及親子會面探視等

2. 辦理親屬安置家庭支持性服務，如關懷訪視、心理諮商、醫療協助、教
育訓練、經濟補助、育樂活動等服務，增強親屬家庭照顧功能及減輕照
顧壓力，穩定兒少受照顧情形

三、親屬安置服務量能提升計畫(3/3)

(二)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公彩指標性計畫)



 協助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單位發展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提升家暴

被害人處遇服務之深度及有效性。

 將被害人所需要服務資源引進同一處服務地點（可以是庇護處所或受託

民間團體），減少被害人因服務轉介而流失，讓被害人在熟悉的環境中

接受服務。

 強化社工員專業評估、輔導處遇及跨單位整合之專業知能，深化整體服

務內涵。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2 1/4

26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補助原則02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親密關係暴力家庭，申請單位應至少提供以下A、B項服務，服務
量能充足的團體並從C至E項中至少擇1項提供整合性服務：

A. 被害人支持服務：包含個案管理、追蹤關懷輔導、成長團體、支持團體、與相
對人或其他家庭成員關係處理等相關服務。

B. 目睹家暴兒少處遇服務：包含個別輔導、團體輔導及親子關係處理等相關服務。

C. 被害人就業服務：包含就業支持及未成年子女就托、就學等相關配套服務。

D.被害人居住服務：包含中長期庇護及住宅需求等相關服務。

E. 其他創新服務：依被害人、相對人或目睹家暴兒少需求開發之創新服務。

2/4

受補助單位如未自行提供相對人服務，應建立與相對人服務單位共案共管模式。

地方政府應依自籌款比率，配合編列經費。
27



申請注意事項

1.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療機構、慈善事業、宗教、文教

基金會、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社會工作

師事務所，並辦理家庭暴力直接服務相關業務者。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與申請單位簽訂委託契約。

補助對象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補助對象及金額02 3/4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轄內受委託辦理家庭暴力親

密關係被害人服務方案之民間團體提出申請。

2.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受補助單位應參加本部辦理之督

導計畫；本部並得隨時派員了解受補助計畫之辦理情形。
28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補助項目及標準02

補助項目 個別補助標準

專業服務費 • 依年資、學歷、證照、執行風險業務等級增加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為124.7元，
每人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業務費

• 專業人員參加家庭社會工作或相關工作坊訓練補助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1
萬元）；家庭評估工具及處遇媒材費；個別/團體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
置、諮商及治療費；律師諮詢費；訪視交通補助費；通譯服務費；臨時酬勞費；辦
公室租金；庇護處所租金；外聘講座/督導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及交通費；差
旅費、場地及布置費、器材租借費、印刷費、膳費、雜支等項目。

• 補助基準比照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項目及基準辦理。

修繕及設施設備
費

• 以補助電腦、辦公設備及安全措施等為優先。

專案計畫管理費

• 甲類：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
案計畫管理費)之百分之十。

• 乙類：申請補助專業服務費者，得申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用，每人每月最高補助5,000元。

其他執行本方案
所需費用

• 依計畫書進行實質審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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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性侵害事件剛發生時，被害人常因需處理司法問題、身體傷害，並恢復日常生

活，而無法有效完整處理其性創傷；多年後，被害人始意識到性侵害對其造成的

心理衝擊，顯示被害人性創傷復原服務之重要性。

2.現行實務上，由於被害人的創傷反應與復原歷程差異很大，有些被害人可能經過

數年後，才浮現想要處理過去受到性創傷之需求，然而當初受理通報之防治中心

早已結案，倘被害人經濟條件又欠佳，恐也無力負擔相關諮商費用，為深化早年

遭受性侵害且無司法協助需求個案之創傷復原服務，並引導更多民間團體投入性

侵害創傷復原服務行列，希冀透過本方案促成公私部門合作，深化早年性侵害被

害人創傷復原工作。

性侵害創傷復原方案-方案推動目的03 1/3

30



性侵害創傷復原方案-補助原則及標準/對象/金額03

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1. 本計畫服務對象主要為早年遭受性創傷(包含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或性私密影像

被散布等)被害人及其重要他人，但排除防治中心、學校機關(構)等在案服務中之性

暴力被害人。

2. 受補助單位所聘專業服務人員應具服務性創傷被害人之經驗，所聘專業人員不限社

工，亦可依計畫執行需求，聘用心理諮商師，聘用3名以上專業人員得補助1名督導；

不到3名專業人員亦可以督導鐘點費連結外聘督導資源。

1.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2. 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及心理諮商所。

每案中心最高補助500萬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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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創傷復原方案-補助項目及標準、申請注意事項03

補助項目及標準

• 設施設備及網站建置費(資本門)

• 修繕費(經常門)、網站管理及維護費(經常門)、辦公室租金

• 專案服務費、專業人員服務費、膳費、場地及佈置費、印刷費、材料費

• 律師諮詢費(每人次2,000元)、通譯服務、訪視交通費（本案相關人員核實
報支，計程車資不予補助）

• 專案差旅費、相關專家學者遠程交通費、專家學者出席費、表演演出費

• 講座鐘點費、督導鐘點費（補助之本計畫人員不得支領）

• 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含臨時托兒服務）

• 翻譯費、媒體素材製作費、設計費、剪輯費、播出費、版權費、拷貝費、
宣導費

• 外聘計畫主持人、外聘協同主持人、專任研究助理、兼任研究助理

• 資料蒐集費、資料檢索費、資料整理統計費

• 調查訪問費（每份最高補助300元)

• 美編設計費、IRB審查費、專案計畫管理費

除110年度前受補助單位，視
其服務成效優先補助；新申請
計畫符合以下原則之一者優先
補助:

1. 服務區域：東部、南部。
2. 服務對象：包括特殊族群

個案，如智能障礙者、男
性、LGBTQ、原住民、新
住民等。

申請注意事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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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安置兒少需求多元且問題複雜特殊，需高度專
業與個別化的照顧資源。

政府應依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與替代性照顧準則之
精神，優化兒少家外安置服務專業品質，確保兒少
獲得適當的替代性照顧。

政府應於少年安置期間開始培訓其自立生活之能力，
並擴充少年結束安置後之自立服務資源以為銜接。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方案推動目的04

A.支持特殊需求安置兒少

B.優化兒少家外安置專業服務

C.培力安置兒少自立能力

補助項目

安置
期間

家庭式安置資源 機構式安置資源

A-1照顧分級補助 A-2專業服務費

A-3特殊需求或身心障礙兒少照顧支援計畫

B-1設置團體家庭 B-2設施設備更新修
繕費

B-3短期住宿治療服務

C-1辦理安置少年自立培訓方案

結束
安置

C-2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
畫



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團體家庭等家庭式照顧安置單位，安置兒少符合下列情形：

照顧

等級

身體疾病或

發展障礙

(有手冊或經初步診斷)

心理、情緒及行為 社會適應

1級 輕度至中度 明顯心理、情緒及行為上的問題。
有適應障礙，需提供支持性特殊

教育或醫療環境。

2級 中度至重度 嚴重心理、情緒及行為上的問題。
出現嚴重適應障礙，需提供持續

密集的特殊教育及專業治療。

3級 重度以上

經常違法行為或中重度行為規範障礙，如

經常性逃學/跑/家、經常性憂鬱、自傷、

自殺意念或自殺未遂、反社會行為、濫交、

猥褻、性侵害及中度以上精神疾病。

需替代性的特殊教育及專業治療

環境。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補助原則/對象/金額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1照顧分級補助（1/2）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補助對象

34

鼓勵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團體家庭、居家托育人員等家庭式照顧服務提供者，充實照顧專業，照顧

特殊需求兒少。

補助目的



補助原則及標準

地方政府應成立跨專業團隊評估小組，評估安置兒少身體疾病或發展障礙，心理、情緒或行為

問題之程度，依其照顧需求等級予以分級補助：一級為2,000元、二級為4,000元、三級為6,000元。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補助原則/對象/金額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1照顧分級補助（2/2）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51,782 64,274 67,844 71,415 255,315

補助金額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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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2專業服務費（1/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因應機構人力排班需求，增加補助人數。

 針對收容身心障礙、情緒行為障礙（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或醫

生診斷）、疑似（或確診）愛滋及法院交付安置兒少達半數以上之機構，全額補助社工

員、心理輔導員、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等各類專業人員費用。

 護理師及各類治療師，每家機構最高補助各一人。

 申請方式與補助標準依本部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財團法人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含基金會附設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36

為充實及提升兒少安置機構照顧人力資源，並減輕機構營運人事成本。

補助目的



補助項目
特殊需求個案專業服務費 一般性個案專業服務費

個別補助標準 共同補助標準 個別補助標準 共同補助標準

心理輔導員
護理師
治療師

•具相關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
元，與具相關證書每月加給1,995
元兩者擇一。
•護理師及各類治療師，每家機構最
高補助各一人。

•補助3萬4,916元，每

年最高得補助13.5個
月（含年終獎金）。

•補助專業計畫管理費

（乙類），每人每月
最高5,000元。

•具碩士學歷每月加給

1,995元

•每 年 考 績 晉 升 997

元。

• 心理輔導員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設置標準核定補助人數。

•每月補助 1 萬

6,000元。（托
育人員、助理

保育人員、助

理生活輔導人

員每月補助1萬

1千元）。

•專業人員年終
獎金之全民健

康保險補充保

險費。

•具社工師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

元，與具社工師證書每月加給
1,995元兩者擇一。

•具碩士學歷每月加給1,995元。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社工員

•具社工師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

元，與具社工師證書每月加給
1,995元兩者擇一。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保育人員
生活輔導員

•補助人數以兒少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之1.47倍計算。
•每月補助1萬6,000元（托育人員、

助理保育人員、助理生活輔導人員

每月補助1萬1千元）。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專業人員年終獎金之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
險費。

•補助人數以兒少福利機構設置標

準之1.47倍計算。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04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2專業服務費（2/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37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04

（千元）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53,094 255,133 281,573 295,757 985,557

補助金額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2專業服務費（2/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38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A-3特殊需求或身心障礙兒少照顧支援計畫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由地方政府成立跨專業團隊評估小組，評估兒少之照顧需求與所需資源，例如外

展護理、復健、療育、心理輔導、臨時生活照顧、無障礙設施與輔具等。

 每一縣市以每年最高補助200萬元為原則，倘該縣市需求額度較高，由本部社家署視該年度整體

預算額度，酌予增加補助經費。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92,000

家外安置服務提供者，包括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團體家庭、安置機構等。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補助金額
（千元）

39

為使特殊需求或身心障礙兒少獲得所需之各式支持資源與服務。

補助目的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1設置團體家庭（1/2）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每1承辦單位至少設置2處團體家庭，最多可設置3處。

 督導人員每1承辦單位補助不以1人為限。

 社工人員每1承辦單位最高補助1名。

 保育／生活輔導員，設立1處團體家庭補助2名，每1承辦單位最高補助7人。

 經兒少安置機構評鑑績優（優等及甲等）之財團法人兒少安置教養機構。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具有承接能力之財團法人基金會、立案社會福利團體。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40

鼓勵以社區住宅為團體家庭設置地點，依兒少個別需求發展多元化團體家庭，依其性質可招募配偶、

親屬關係之家庭成員，或聘僱專業人員擔任照顧者，1處團體家庭以收容4人為限，透過家庭式的照顧

模式，與兒少建立穩定依附關係。

補助目的



04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28,452 34,300 38,500 40,600 141,852

補助項目 個別補助標準 共同補助標準

督導人員 每次最高補助2,500元，每月補助1萬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
--

社工員

• 每月補助3萬4,916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 具碩士學歷每月加給1,995元。

• 具社工師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元，與具社工師證書每月加給1,995元兩

者擇一。

• 每月風險加給997
元。

• 補助專業計畫管理
費（乙類），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

• 每年考績晉升997
元。

保育／

生活輔導員
每月補助3萬4,916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業務費
執行服務方案費用、訪視交通補助費、臨時酬勞費、房屋租金、修繕費與專

案管理費等。

--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1設置團體家庭（2/2）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補助金額

（千元）

41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2設施設備更新修繕費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20,910 20,910 20,910 20,910 83,640

 營造特殊需求兒少創傷療育環境。

 提供小規模及接近家庭的照顧環境，兼顧兒少隱私並提升生活品質。

 建置少年自立轉銜宿舍，預備未來自立生活能力。

 依照機構實際收容人數，每床最高補助1萬元。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補助金額 （千元）

42

鼓勵安置機構改善空間規劃，增進服務品質。補助目的

財團法人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含基金會附設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3短期住宿治療服務（1/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111年建立短期住宿治療本土化服務模式。

112年起試辦，預計補助2家安置機構及4處團體家庭。

 機構式：每處服務24人，補助1名督導、1名護理師、2名社工員、12名保育／生活輔導員。

 團家式：每處服務4人，每次申請需辦理2處，補助1名督導 、1名護理師、 1名社工員、12名保育

／生活輔導員（1處6名）。

 經兒少安置機構評鑑績優（優等及甲等）之財團法人兒少安置教養機構。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具有承接能力之財團法人基金會、立案社會福利團體。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43

為嚴重情緒困擾兒少提供短期、密集性的治療服務，使其身心狀態平穩後，再銜接適合之

中長期安置處所。

補助目的



04

補助項目 個別補助標準 共同補助標準

督導人員

• 國內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醫護等相關科系畢業，且

擔任承辦單位主管級以上人員，具有3年以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經營管理經驗者，每月補助4萬7,000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

月（含年終獎金）。

•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 具碩士學歷每月加給1,995元。

• 具社工師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元，與具社工師證書每月加給

1,995元兩者擇一。

• 補助專業計畫管理費（乙

類），每人每月最高5,000

元。

• 每年考績晉升997元。

社工員

• 國內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具有3年以上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社會工作經驗者，每月補助4萬1,000元，每年最高得補

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 具碩士學歷每月加給1,995元。

• 具社工師執業執照每月加給3,990元，與具社工師證書每月加給

1,995元兩者擇一。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3短期住宿治療服務（2/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44



04

補助項目 個別補助標準 共同補助標準

保育／

生活輔導員

• 每月補助3萬4,916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 每月風險加給997元。

• 補助專業計畫管

理費（乙類），

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

• 每年考績晉升
997元。

護理師 每月補助3萬4,916元，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業務費

執行服務方案費用、個案精神科門診費用、個案進行心理治療或其他治療費用、

個案外診交通費用、修繕費與場地租金（團家式）等，機構式服務每年最高補

助850萬元，團家式服務每年每2處最高補助450萬元。

--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0 34,469 68,938 68,938 172,345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補助金額

（千元）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B-3短期住宿治療服務（3/3）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45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C-1辦理安置少年自立培訓方案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44,000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補助金額

家外安置服務提供者，包括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團體家庭、安置機構等。

辦理安置少年自立培力方案或服務，每案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

（千元）

46

依安置少年之年齡與身心發展，培養生活自理與自我保護，逐步建構社區獨立生活之能力。

補助目的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C-2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畫
補助目的/對象/原則及標準/金額

04

註：補助金額以二期計畫核定為準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額 12,537 14,000 15,000 16,000 57,537

補助對象

補助原則及標準

補助金額

符合以下資格之民間團體或基金會：

1. 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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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地方政府層轉一民間團體申請，每年最高補助150萬元。

（千元）

47

協助結束安置少年離院後的生活適應，依其需求提供適當的支持性服務，並連結相關資源。

補助目的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
殺防治服務，精進
前端預防及危機處
理機制

01.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

02. 成立危機處理團隊

03.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

04.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公私協力服務方案項目

”48



1.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多元社區支持方案

2.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及家屬支持方案，提升服務量能

3.強化跨部門資源連結，提供精神病人完整及連續之社區支持服務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方案推動目的01 1/3

49



個案管理

家庭支持

服務

社區居住

輔導

自立生活

指導

就業能力培

力及轉銜就

業

辦理社區

居住方案
補助金額

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工作、心理健康、精神衛生之

學（協、公）會或學術等專業團體或精神照護機構。

補助對象
社區支持服務方案項目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方案項目/補助對象及金額01 2/3

年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方案數 12案 24案 36案 50案

自111年起，每案補助320萬元 (含人事費+業務費)惟

本項預算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得視審議情

形，暫緩支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

50



 團體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審核後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層轉函送本部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層轉計畫需整合其轄內相關資源，經

通盤檢討評估後擇優提出

申請注意事項

• 專業服務費

• 業務費(包含：生活補助費、

租屋補貼、租金補助、鐘點費、

安置費、訪視交通補助費、場

地及佈置費、印刷費、充實設

施設備費或專案計畫管理費等)

成效計算指標

• 辦理個案管理服務、

家庭支持服務、居住

輔導服務及生活指導

服務等受益人次

• 團體家屋利用率

• 資源連結比率

• 轉銜就業率
過程面指標

• 服務介入成效性

• 其他工作項目或目

標之綜整成效

影響面指標
• 提出社區居住方

之試辦模式建議
• 其他工作項目或

目標之綜整成效

結果面指標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補助項目/成效計算指標01 3/3

補助項目

51



• 以社區為基礎，透過警、消人員、精神

醫療專業、家屬/照顧者以及其他相關

團體密切合作，共同提升社區精神醫療

危機事件處理

• 布建規劃：111年至113年每年辦理6處，

至114年辦理8處

精神醫療

警政

消防其他

家屬/

照顧者
危機處理
團隊

成立危機處理團隊-方案推動目的02 1/3

52



補助金額

補助方式

成立危機處理團隊-補助項目／方式／金額02 ２/3

補助項目及標準

(千元)

 計畫專責人員費用

 出勤費用

 精神科醫師待命費

 留觀服務(含精神科會診)

 交通費

 租金(空間、設備)

 其他費用：通訊費、加班費

– 補助地方政府常設式設置

– 人力配置預估為5名護理人員、1名

督導及1名精神科醫師(待命)組成

• 諮詢服務專線：

– 連結本部24小時精神醫療緊急處置

線上諮詢服務專線(049-2551010)

– 連結縣市自設之緊急處置專線

• 辦理相關人員教育訓練，建立團隊
合作之模式

年度 111年-114年

經費
補助每處1,628萬9,000元，惟本項預算如遭立法
院凍結、刪減或刪除，得視審議情形，暫緩支付、
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

53



• 提高警政、消防等第一線人員對於社區心理危機事件之風險辨識及危機處理能力，
並建立縣市合作網絡，強化警消、醫療單位間之合作

• 提高社區心理危機事件之反應及即時處理能力，強化社會安全

衛生局
危機處理
醫療團隊

警消
精神醫療
緊急處置
線上諮詢
服務專線

個案發現/通報 團隊聯繫/合作機制 處置 追蹤

家庭

社區

職場

學校

醫院

發現
通報

119/110

強制住院

醫院留觀

滯留原處

現場處理

關懷訪視

門診追蹤

居家治療

強制社區
治療

症狀緩解

1.發展教案(110年)，進行相關人員教育訓練，辨識危機事件之風險程度及實地處理技巧實務
2.持續蒐集精神病人社區危機事件樣態，作為後續警消、家屬、社區民眾之識能教育內容，
提高相關人員對於危機事件之敏感度及認識

3.強化現有合作網絡，發展案例教案，辦理其他人員教育訓練，擴散整體效益

警消+

醫療人員

急性住院

預期效益

成立危機處理團隊-服務模式規劃02 3/3

精神
危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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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社區醫療資源，精進前端預防及

危機處理機制

2. 訂定疑似精神病人初篩工具及轉介機

制，提升轉介準確率

3. 結合社區醫療資源，提供精神病人醫

療外展服務

非追蹤關懷之被護

送就醫病人、關懷

中之困難個案及社

區危機個案關懷

啟動「強化

精神疾病病

人緊急送醫

服務方案」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方案推動目的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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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

(千元)

評鑑合格醫院(需設有精神急性一般病房)

申請注意事項

 醫院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審核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層轉

函送本部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層轉計畫需整合其轄內相關資源，經通盤檢討評估後擇

優提出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補助對象／金額03 ２/3

110年
• 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辦理，依轄區範圍、人口數

及追蹤數編列
每縣市約150-160萬元

111年-
114年

• 依轄區範圍、人口數及追蹤數編列，透過各縣

市衛生局代審代付，補助醫療院所辦理

每縣市約150-300萬元，惟本項預算如遭立

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得視審議情形，暫

緩支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 56



 訪視評估費

 訪視費用

 緊急護送就醫

 相關行政業務費

補助項目及標準 服務內容

 疑似精神病人到宅訪視評估

 收案追蹤關懷(電話訪視、家庭訪視)

 提供外展醫療服務

 緊急護送就醫

 家屬衛教

 轉介資源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補助項目／服務內容0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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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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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精神障礙者於社區服務之需求，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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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本土化精神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模式，預計於114年底共開辦49處服務據點。

(110年已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經費於新北市、嘉義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4個縣市辦理試辦計畫)

2.為強化精神障礙者於服務據點中的「協同合作」的角色，本項服務模式名稱採用「協作模式」。

• 4處

110年

• 23處

(新增19處)

111年
• 31處

(新增8處)

112年

• 42處

(新增11處)

113年
• 49處

(新增7處)

114 年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方案推動目的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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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業務費(服務開辦經費)編列金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補助或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項服務】

補助對象

服務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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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辦理工作日活動，每日維持運作工作日分

組，並引導服務對象討論各組工作規劃及

內容。

3. 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及社交休閒活

動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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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服務內容/補助對象/補助項目04

年
度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總計

金
額

85,810 101,570 137,740 156,030 481,150

2/2

59

業務費補助項目

1. 人事費(各服務據點1名兼任督導及3名專任社工)

2. 開辦設施設備

3. 業務費(含推動服務所需經費)

教育訓練

建立專業人員於精障會所進行職前及在職共17天之實地見
習機制



T H A N K S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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