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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期計畫草案公聽會(南區場)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5月 8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R302會議室 

主持人：簡署長慧娟             紀錄：曾詠嵐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為確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 期計畫草案更臻周延，

並廣蒐各界意見，以利後續計畫研擬，強化社會安

全網第 2期計畫草案簡報如附。 

結論： 

一、本次公聽會各界建議重點如下： 

(一)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是重要政策，應予以制度化，

而不是以專案計畫方式辦理，俾免人力耗費在撰

擬及列管計畫。強化社會安全網係跨專業合作的

計畫，各相關網絡服務體系的角色定位應明確：

社安網業務的推動，絕非單一部會或單位，就可

以達成任務，應強化各網絡體系的橫向合作與資

源連結。專業工作均有其限制，計畫不是萬能，

充實人力亦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社安網計畫不可

能達成「一個也不漏」的目標，應於計畫內清楚

說明相關限制。另計畫所列各項效益指標的擬訂，

應考量實務執行之可達成度。 

(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角色定位應明

確，其與相關網絡服務體系的分工、與承接服務

方案的民間團體間之關係等，均應予以釐明，並

研議擴充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人力，清楚界定任務

功能，明確網絡單位間之業務分工及個案轉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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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三) 社安網社工人力進用困難，偏鄉地區人力進用更

加困難，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期計畫應研議對策。

另心理衛生中心應逐步設置，以避免人力無法補

足，且可避免因大量進用經驗較淺之新進社工，

易造成業務推動困境。又社工工作負荷及壓力沈

重，其待遇福利亦有待改善，尤其偏遠地區社工

人力更難進用，如薪資待遇誘因不足，工作環境

未獲改善，不容易留住人才，建議提升社工待遇，

並就偏遠地區給予地域加給，且不應因用人財源

不同，而有不一致的給薪標準。 

(四) 新進社工人員經驗不足，專業知能亦待強化，強

化社會安全網第 2 期計畫應再加強專業知能訓練；

督導是業務推動的重要關鍵，督導專業量能，亦

待充實。 

(五) 因社會安全網公部門大量進用社工，導致民間團

體社工人力大量流失，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 期計

畫應積極培育專業人力，避免人力流失；並應結

合民間資源，建立公私夥伴關係，由地方政府因

地制宜，依地區需求，布建社區資源，發展多元、

小型社區服務方案，提供個案處遇服務，讓民間

成為公部門的資源。 

(六) 家庭關係發生衝突、疏離，並不必然需要家事商

談服務，請再明確家事商談評估指標，或評估發

展家事商談操作指引；家庭面臨離婚議題時，可

運用之資源明顯不足，建議地方政府應邀集在地

民間團體共同研商，盤整地區需求，拓展脆弱家

庭多元服務方案內容。 

(七) 集中篩派案中心人力不足，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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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計畫應予補充人力。另家庭暴力案件已司法化，

家暴社工多數時間耗費於陪同偵訊、出庭等司法

程序，較難提供個案其他服務，成人保護社工人

力應待補充。 

(八) 兒保醫療整合中心功能應再予強化，如發展兒虐

個案篩檢表、衛教服務、親職教育方案等。科技

發展快速，應優化相關資訊系統，簡化相關表單，

並導入人工智慧輔助個案研判。老人、身障保護

個案之危險評估，缺乏評估工具，強化社會安全

網第 2 期計畫應發展可快速辨識風險因子之評估

工具。 

(九) 現行資源多集中於被害人服務，家暴相對人缺乏

資源協助。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未落實，

僅以違反保護令送辦，未要求相對人完成處遇計

畫並予持續追蹤，建議檢討改善，並予納入相關

資源。 

(十)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 期計畫應清楚界定心理衛生

中心的角色功能，建立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之

轉介流程。社區精神復健資源不足，個案轉介困

難，應積極布建社區精神復健資源，並調整工作

模式，拓展外展服務，相關轉介個案之評估指標、

執行流程及績效關鍵指標均應明確；社安網計畫

與精神疾病患者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間之關係，

請明確範定。 

(十一) 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有關偏差少年之行

為輔導，依在學與未在學分流處理，未在學由

社福中心主責，惟教育部已推動未升學未就業

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二者主從及關連性為何?

應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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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少輔會未來工作方向與角色定位，應儘速明確

範定；少輔會人力嚴重不足，強化社會安全網

第 2期計畫應配合少事法修正，給予充足人力。 

(十三) 家庭教育法修正後，有關家庭教育中心與其他

網絡間之合作，尚不明確，個案如有家庭教育

之需求，如何轉銜？其相關服務及轉介流程，

應明確規範。 

(十四) 公部門尤其衛政單位，應定期召開網絡聯繫會

議，並應邀請民間團體，相關社區資源、訊息，

應與民間單位分享，強化公私部門橫向溝通聯

繫及資源連結，避免民間團體單打獨鬥。 

(十五) 民間承接單位之補助項目應給予多元、彈性，

並符合實務現況，經費核撥速度應加快，避免

加重民間單位資金籌措負擔。 

(十六) 考量各縣市民間資源量能不一，建議輔導團應

加邀有經驗的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發揮帶領效

果。 

二、請地方政府地方持續辦理事項如下： 

(一) 請延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1期計畫，持續盤點公、

私部門資源，並加強與民間團體合作，發掘需求

與擴充資源，以利後續計畫之執行。 

(二) 請透過正式聯繫會議、個案研討等，或藉由非正

式之溝通管道，強化網絡緊密度；強化社會安全

網第 2 期計畫規劃納入法務體系，亦請積極加強

橫向縱向溝通協調，貼近個人與家庭服務需求，

避免出現個案及家庭漏接情事。 

(三) 工作模式轉換、跨體系服務網絡合作及深化服務

內涵，是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期計畫工作的重點，

期待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努力，期服務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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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走進家庭。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