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脆弱家庭多元服務
因應社會安全網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在地化合作及網絡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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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介紹

• 脆弱家庭辨識及處遇流程



本縣概況

花蓮南北長137.5公里，東西最寬43公里，全縣約4,629平方公
里，佔全台面積八分之一。

• 全縣人口32萬7,968人。
• 原住民9萬2,479人占全國原住民人口16.72％最多

原住民佔縣內人口比28％（約每4人有1位原住民）

原住民人口多

地形狹長幅員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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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中低收人口12,530人，占全縣人口3.81% ，較全國2.80％
為高；本縣符合兒少發展帳戶計512人，已申請216人；本縣參
與脫貧方案各項措施共計1,260人次。

• 原住民佔縣內人口比28％（約每4人有1位原住民）

低收中低收人口數比較全國高

家戶平均人口自93年3.09人至108年6月降為2.59人。

家戶人口減少



社會安全網簡介社會安全網簡介



強化社會安全網目標與核心理念(1/2)

家庭社區為基石
前端預防更落實1 策略一

5

簡化受理窗口
提升流程效率

整合服務體系
綿密安全網絡

2

3

策略二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資料來源：衛福部



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高風險家庭

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變成「以家庭為中心」

強化社會安全網目標與核心理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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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為策略，完善多元化家庭支持服務
※以預防為優先，及早辨識脆弱或危機家庭
※以風險類型或等級為分流，建構公私協力處理模式

發生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老人/身障等保

護 等 問 題 之 家 庭支 持 與 照 顧 成 員 功 能 健 全 之 家 庭

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
入 之 家 庭

新
思
維

資料來源：衛福部



一般家庭

整合策略(1/6)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兒少保護(高度風險)服務

成人保護服務
家家

策略策略11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策略策略2   2   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
家庭服務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實物給付
急難紓困

福利諮詢

預防宣導

資源轉介

脫貧方案(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高風險家庭

7

兒保/家暴/性侵害加害人
處遇及監控

精神疾病治療
與關懷訪視

自殺防治

家
庭
服
務

家
庭
服
務

家庭教育、學生輔導
弱勢族群就業協助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少年輔導、犯罪被害人服務

策略策略3  3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
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 略策 略 44 整 合 跨 部 會
服 務 體 系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顧協助、
親職示範、家務指導、心理輔導及轉

介服務等)

潛在脆弱/危機家庭
之篩檢

親職教育 脫貧方案(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資料來源：衛福部



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直接提供

家庭服務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社區網絡

合作平臺

社福中心角色多元，除直接服務及諮詢者角色外，更需成為資源網絡的連結
者、增能者與倡導者，以強化培力建構多元的支持資源網絡

整合策略(2/6)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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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發展社區關

懷與支持機制

合作平臺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中
介跨網絡資源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倡議

資料來源：衛福部



地方行政層級運作機制

中央決策層級運作機制
建立定期跨部會專
案小組政策溝通平

台

建立定期聯繫之跨 不定期跨系統溝通

社福中心需發揮區域內實務層級的網絡平台機制，強化網絡合作級網絡資源
開發

整合策略(3/6)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第一線實務層級運作機制

地方行政層級運作機制 建立定期聯繫之跨
系統溝通平台會議

整合服務
組織

強化區域網絡定
期聯繫機制

落實跨網絡體系整合
服務

不定期跨系統溝通
機制(合作協調會)

以服務家庭為中心之跨網
絡個案研討

1.社福中心為平台並建立區
域聯繫機制，每轄區/每季召
開聯繫會議
2.跨網絡個案研討

1.邀集社政、衛政、警政、教育、勞動、民政及鄉鎮區公所、民間團體及各服務網
絡單位定期聯繫或建立服務合作，強化第一線實務基層的網絡合作，再透由地方
及中央層級協調平台，建構水平及垂直整合服務的網絡機制

2.就服務對象的服務計畫、跨單位合作召開個案研討會、協調會議

9資料來源：衛福部



成人保護個案成人保護個案 兒少保護個案兒少保護個案 脆弱家庭個案脆弱家庭個案

通報表通報表

113專線 1957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自行求助

諮詢表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諮詢表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保護性事件

社
會
安
全
網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安心專線(如發現自殺個案即通
報)

整合策略(4/6)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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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113113113113、、、、1957195719571957、、、、男性關懷專線男性關懷專線男性關懷專線男性關懷專線、、、、保護資訊系統保護資訊系統保護資訊系統保護資訊系統、、、、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高風險個案管理系統，並與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弱勢弱勢弱勢弱勢eeee關懷系統關懷系統關懷系統關懷系統、、、、6666歲以下弱歲以下弱歲以下弱歲以下弱
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管理平台及相關部會資訊系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管理平台及相關部會資訊系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管理平台及相關部會資訊系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管理平台及相關部會資訊系統進行介接與資料交換。

集中派案中心（保護資訊系統）：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保護性個案
家防中心

風險/福利需求個案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成人保護案件成人保護案件 兒少保護案件兒少保護案件

保護資訊系統(個案管理)

通報表
（關懷e起來通報系統）

通報表
（關懷e起來通報系統）

脆弱家庭個案管理系統

非保護性事件網
個
案
管
理
系
統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弱勢e關懷系統

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
管理平台

其他相關系統

（由社家署業管高風險個管系統擴充規劃）

資料來源：衛福部



心理衛

訂定處訂定處訂定處訂定處
遇計畫遇計畫遇計畫遇計畫
及追蹤及追蹤及追蹤及追蹤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自殺風自殺風自殺風自殺風
險評估險評估險評估險評估

暴力風暴力風暴力風暴力風
險評估險評估險評估險評估

• 提供追蹤輔導與關懷訪視
• 強化精神照護與保護服務

跨體系合作

• 病情變化監測及自殺風
險評估

• 依其整體評估結果提供
適當處置與介入

• 暴力行為及加害人狀
況評估

整合策略(5/6)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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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
生社工

脆弱家脆弱家脆弱家脆弱家
庭風險庭風險庭風險庭風險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 脆弱家庭風險評估
• 避免疾病或家庭問題持續

惡化
• 家庭、經濟、就業、

居住及社福等面向之需求，
提供整合性評估

• 串聯社區服務方案
，周延服務面向，追蹤轉
介後情形

資料來源：衛福部



處理保護案件、自殺或隨機殺人等，
皆需衛福、教育、勞政及警政體系
合作，雖相關法規已訂有各自責任
及處理流程，然實際執行仍有個案
認定、服務流程未銜接等問題，使
得跨體系合作出現縫隙

•健全學生輔導三級機
制，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服務

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整合策略(6/6)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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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案到底就業服務，提供職涯
探索、就業研習、職業訓練、創業
諮詢及就業津貼，協助就業

•結合社政、衛政單位提供托育、長
期照護等服務，排除就業障礙，促
進就業

•定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

•建立犯罪被害保護官等相
關制度，提供被害人所需
協助

資料來源：衛福部



本縣社安網跨體系會議運作情形(1/3)-【跨局處1】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專案會議」

一、辦理方式：由本府首長擔任主持人，邀集府內社會、衛生、警察、教育、原住民行政處等局處主管

共同與會，針對跨局（處）行政合作協調事宜、計畫執行分工事宜、網絡業務聯繫與檢討及其他行政

13

共同與會，針對跨局（處）行政合作協調事宜、計畫執行分工事宜、網絡業務聯繫與檢討及其他行政

爭議事項等，並得就所涉討論議題外聘任務型專家學者共同與會。

二、辦理頻率：每4個月召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專案會議」。



本縣社安網跨體系會議運作情形(2/3) -【跨局處2】

• 「不定期跨系統溝通機制-召開任務型討論會議」

針對屬任務性或涉及跨體系協調之特殊議題（如：複雜個案、爭議案件），

視需求召開不定期會議；107年因網絡服務個案平日即維持聯繫協調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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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求召開不定期會議；107年因網絡服務個案平日即維持聯繫協調並提

供相關處遇且未有相關上述是類案件，故未召開任務型討論會議。



• 「區域網絡聯繫會議」

一、辦理方式：由各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邀集轄區內社政、衛政、警政、教育、
民政及原住民行政等跨網絡服務單位進行業務聯繫；另亦邀集區域內鄉鎮市公所、
社區組織、社福團體等，針對跨單位合作、分工疑義或促進服務品質等有關事項進

本縣社安網跨體系會議運作情形(3/3) -【區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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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社福團體等，針對跨單位合作、分工疑義或促進服務品質等有關事項進
行研議討論，倘有需體制或跨網絡系統協調之問題需求，則提報「社會安全網業務

聯繫會議」中討論研商。

二、辦理頻率：依轄區每季召開區域網絡聯繫會議。



花蓮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介紹花蓮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介紹



• 強調家庭系統以及預防家庭解組與失功能

『兒少為重、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

• 強調家庭系統以及預防家庭解組與失功能

• 結合社區鄰里資源、共同關懷與協助社區中的家庭



花蓮中心花蓮中心花蓮中心花蓮中心：108年建置
花蓮市

新秀中心新秀中心新秀中心新秀中心
新城鄉
大漢活動中心

吉安中心吉安中心吉安中心吉安中心
吉安鄉
慶豐老人會館

中區中心中區中心中區中心中區中心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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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
社會福利館1樓

中區中心中區中心中區中心中區中心
鳳林鎮
樂活會館2樓

南區中心南區中心南區中心南區中心
玉里鎮
縣政中心2樓

豐濱據點
豐濱鄉豐濱國小



服務地點及區域

單位 新秀社福中心 中區社福中心 南區社福中心 吉安社福中心 花蓮社福中心 中區豐濱
服務據點

服務
範圍

新城鄉
秀林鄉

壽豐鄉
鳳林鎮
萬榮鄉

瑞穗鄉
玉里鎮
卓溪鄉

吉安鄉 花蓮市
(預計今年開

設)

豐濱鄉

將於108
年建置

萬榮鄉
光復鄉
豐濱鄉

卓溪鄉
富里鄉

設)

電話 03-8269322 03-8763913 03-8886610 03-8545699 03-8791528

住址 花蓮縣新城鄉
大漢村民有街
101號
(大漢活動中

心)

花蓮縣鳳林鎮
中華路2號2樓
(舊簡易法庭)

花蓮縣玉里鎮
莊敬路8號2樓
(舊玉里國小)

花蓮縣吉安鄉
中山路三段
462號3樓
(慶豐老人會

館)

暫訂
花蓮社會福利

館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民族街
5號(豐濱國小)



服務區域概況
新秀新秀新秀新秀 吉安吉安吉安吉安 花蓮市花蓮市花蓮市花蓮市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服務區域服務區域服務區域服務區域
新城鄉
秀林鄉

吉安鄉
花蓮市

(將於108年建置)

壽豐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萬榮鄉
豐濱鄉

瑞穗鄉
玉里鎮
卓溪鄉
富里鄉

人口數人口數人口數人口數
(人人人人)

36,079 83,256 103,830 52,939 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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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口比人口比人口比人口比
11% 25.4% 31.6% 16.1% 15.9%

區域特色區域特色區域特色區域特色

原住民比例

高、區域狹

長且服務面

積最大。

吉安鄉為農業觀光

休閒城，居民以客

家族群居多，人口

僅次於花蓮市，為

全縣第二。

花蓮市是花蓮縣人口最多；也

是最密集的縣轄市，同時也是

縣治所在地，為花蓮縣的行政

中心及樞紐，以小家庭或單親

家庭組成之外地移居人口為主。

服務區域跨山臨海岸

線，區域內族群多元。

人口族群組成多樣，

涵蓋原住民、客家、

閩南、外省及新住

民，聚落族群文化

分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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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 社區居民。

• 設籍或居住於區域內之脆弱家庭，

其定義為家庭因貧窮、犯罪、失

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

• 福利諮詢：社會福利諮詢窗口及資源整合
平台。

• 個別化家庭服務(個案管理)。

• 團體方案：成長團體、家庭支持性團體等。

服務項目：

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

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

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

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

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 團體方案：成長團體、家庭支持性團體等。

• 社區活動方案：福利宣導、親子活動、親
職講座等社區方案。

• 親子館：提供親子活動空間、遊戲區、兒
童圖書區及育兒諮詢服務等。



107年各類方案執行情形(一)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團體工作團體工作團體工作團體工作
針對區域內個案需求及特性規劃團
體方案。

新秀中心 辦理小媽媽支持團體共2梯次。

中區中心
辦理兒童生活技能學習團體及生命故事親子成長團體共2

梯次。

南區中心 辦理弱勢婦女成長團體、兒童情緒管理團體共2梯次。

• 提升家庭親職功能及親子正向互

新秀中心
辦理親子闖關、祖孫體驗、青少年熱舞、兒少暑期營及父
母成長等方案共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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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方案社區方案社區方案社區方案

• 提升家庭親職功能及親子正向互
動學習。

• 區域及在地特色活動。
• 依社區需求及不同對象辦理。

中區中心
辦理親職教養工作坊、開花好生活社區活動、攜家帶柚郊
遊趣等方案共4案。

南區中心
辦理兒少安全體驗、親子互動、促進家庭關係等方案共4

案。

社區宣導社區宣導社區宣導社區宣導

• 社會福利宣導：兒少權益公約、
臺灣女孩日及其他在地福利需求
議題。

• 搭配社區網絡單位活動或連結社
區方案辦理。

新秀中心
連結在地團體、學校及中心活動方案辦理宣導活動共12場
次。

中區中心
連結在地團體、行動學堂、社區活動、學校辦理宣導活動
共22場次。

南區中心 連結在地團體、學校辦理宣導活動共10場次。 22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網絡連網絡連網絡連網絡連
繫會議繫會議繫會議繫會議

• 對象為區域內公私部門、團體及
社區組織等。

• 搭配中央及縣內政策，設定主要
倡導主題。

• 提供資源整合及合作平台。
• 增加風險知能，提高社區預警能

新秀中心

召開4次連繫會議，分南、北新城與秀林。議程以社會安
全網及脆弱家庭的認識為主，社福中心的運作與年度計畫
為輔，並增加單位間網絡資源的認識了解。

中區中心

召開4次連繫會議，分別在豐濱、鳳林、壽豐，議程以中
心業務、兒少高風險服務簡介為主，透過網絡會議與各單
位團體認識及交流。

107年各類方案執行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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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風險知能，提高社區預警能
力。

南區中心

召開4次連繫會議，依轄區玉里、富里、卓溪、瑞穗分區
辦理。議程以社會安全網及脆弱家庭的認識為主，社福中
心的運作與年度計畫為輔，並增加單位間網絡資源的認識
了解。

志工方志工方志工方志工方
案案案案

• 招募及培訓在地志工，協助館舍
及中心方案活動。

新秀中心 協助館舍服務及活動方案，計有24人。

中區中心 協助館舍服務及活動方案，計有35人。

南區中心 協助館舍服務及活動方案，計有10人。

專業訓專業訓專業訓專業訓
練練練練

• 辦理外督，協助社工於個案及方案上的學習。
• 每季定期個督與團督，給予社工支持及增加團隊工作動力。
• 除安排參與中央辦理社工專業知能課程外，府內規劃自辦高風險相關訓練課程，提升社工高風險議題上的專業
服務及敏感度。 23



館舍開放及服務時間

• 社福中心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30。• 社福中心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30。

• 親子館館舍開放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 國定假日均休息 *

• 親子館館舍開放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 國定假日均休息 *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角色與功能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角色與功能



ㄧ、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到『以家庭為中心』

一般家庭 高風險家庭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
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
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支持與照顧成員功
能建全之家庭

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
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
與服務介入家庭。
(包含現行高風險服務之中低風險家
庭。)

發生家庭暴力、性侵害、
兒少/老人/身障等保護等
問題之家庭。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衛福部



二、連結社區資源支持家庭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促進社區成為支持家庭的推手

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直接

提供家庭服務

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直接

提供家庭服務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社區網

絡合作平台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社區網

絡合作平台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中
介跨網絡資源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中
介跨網絡資源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發展

社區關懷與支持機制

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發展

社區關懷與支持機制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

倡議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

倡議

資料來源：衛福部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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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



• 社福中心整合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概況：

N 年度 辦理單位 辦理方案 服務區域 服務內容 合作中心
1 108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花蓮教區
2019花蓮縣富里鄉幸福家庭
小衛星-脆弱家庭兒少社區
支持服務方案

富里鄉 家庭訪視
課後臨托
團體輔導
家務指導
親職教育
寒暑假活動

南區中心

2 108 社團法人花蓮縣大
比大家庭關懷協會

108親親孩子一起去-花蓮縣
秀林鄉和平村脆弱家庭兒少
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秀林鄉
和平村

家庭訪視
課後臨托
親子活動

新秀中心

108年度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親子活動
寒暑假活動

3 108 花蓮縣鄉村社區大
學發展協會

五味夢想小衛星-108年度脆
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方
案

壽豐鄉 家庭訪視
休閒服務
團體輔導
親子活動
志工訓練
寒暑假活動

中區中心

4 108 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讓愛飛揚-花蓮縣美崙脆弱
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計畫

花蓮市 課後臨托
團體輔導
志工訓練

花市中心

備註：脆弱家庭經社福中心評估有相關支持性服務之需求者得轉介至民間單位提供服務。



輔導原兒少高風險家庭民間團體轉型脆弱家庭

多元服務規劃與辦理情形
• 本案申請脆弱家庭多元服務補助共3間民間團體，本府業於108年1月30日府社婦字第1080025162號函層轉社家署核定中，

其規劃情形如下表：

區域 申請單位 合作中心 方案/服務對象

秀林鄉 世展會 新秀中心 申請方案：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方案

新城鄉

34

服務對象：經社福中心評估後有增進親職
知能或相關支持性服務方案之需求，轉介
至民間團體接受服務。

新城鄉

吉安鄉 飛揚協會 吉安中心

壽豐鄉、光復鄉、
豐濱鄉(海線)

世展會 中區中心

萬榮鄉、鳳林鎮(山
線)

瑞穗鄉、玉里鎮、
卓溪鄉、富里鄉

南區中心



輔導民間團體發展專精脆弱家庭服務方案(1/3)

• 盤整現有轄內福利資源並依區域人口特性與需求，輔導民間團體發展專精脆弱家庭服務方案情形（1)

區域 民間團體名單 服務方案

花蓮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 特定主題工作坊(青少年團體)、弱勢家庭兒少服
務

勵馨基金會 全縣未成年懷孕服務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單親家庭個案服務暨家庭支持服務

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青少年支持性服務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青少年支持性服務

世展會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早療協會 早期療育服務

吉安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 弱勢家庭兒少服務

勵馨基金會 全縣未成年懷孕服務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單親家庭個案服務暨家庭支持服務

得力青少年與兒童家庭關懷協會 青少年支持性服務、課後照顧

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

早療協會 早期療育服務



• 盤整現有轄內福利資源並依區域人口特性與需求，輔導民間團體發展專精脆弱家庭服務方案情形（2)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民間團體名單民間團體名單民間團體名單民間團體名單 服務方案服務方案服務方案服務方案

兒童福利聯盟 特定主題工作坊(青少年團體)、弱勢家庭兒少服務

勵馨基金會 未成年懷孕服務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單親家庭個案服務暨家庭支持服務

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青少年支持性服務

世展會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輔導民間團體發展專精脆弱家庭服務方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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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世展會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陪你走關懷協會(新城鄉嘉里村)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台灣揚帆協會(新城鄉)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加灣天主堂(景美村)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秀林鄉和中)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失親兒基金會 失依兒少服務

世展會(秀林中心) 脆弱家庭關懷支持服務

早療協會 早期療育服務



區域 民間團體名單 服務方案

中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 弱勢家庭兒少服務

勵馨基金會 全縣未成年懷孕服務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單親家庭個案服務暨家庭支持服務

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光復中心)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台灣揚帆協會(志學、池南)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輔導民間團體發展專精脆弱家庭服務方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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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揚帆協會(志學、池南)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早療協會 早期療育服務

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富源社區發展協會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班

世展會(玉里中心) 青少年據點服務

玉里全人更新協會 課後陪讀服務

勵馨基金會 全縣未成年懷孕服務

失親兒基金會 失依兒少服務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單親家庭個案服務暨家庭支持服務

早療協會 早期療育服務



社福中心跨網絡分工與協力概況
網絡單位 合作內容

警 政 失蹤人口協尋、危險案家之陪同訪視

民 政 急難救助、一般補助之窗口、村里長溝通平台

戶 政 針對離婚、戶籍變動、未婚懷孕等第一線接觸脆弱個案之評估與轉介戶 政

衛 政 預防注射、自殺防治通報、社區關懷員、防毒中心

教 育 學生諮商輔導資源、課輔資源轉介

原家中心 分佈13鄉鎮，原住民家庭在地性的關懷支持、通譯服務。

社福團體
經濟補助、物資提供、脆弱家庭方案(專精服務導向)、社區課後照顧、早療資源

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預警機制



脆弱家庭辨識及處遇流程脆弱家庭辨識及處遇流程



脆弱家庭之危險因子

�家庭經濟陷困致有福利需求。

�因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致有福利需求。

�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致有福利需求。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家庭成員身心障礙或傷、病、失能，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等。

�因個人生活適應困難致有福利需求。

※家庭有符合上述要件之一，即符合通報要件。



「脆弱家庭」通報後處遇流程

� 接案後進行篩案及派案

� 10日內初訪(家訪-需訪視到兒少)

� 1個月內開案評估（風險類型評估：高度脆弱性、中度
脆弱性、低度脆弱性）脆弱性、低度脆弱性）

� 需求評估

� 服務處遇（依不同屬性危機個案及實際需求）

�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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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訪視關懷訪視關懷訪視關懷訪視

主動預先介入方式，提供關懷訪視、心理諮商、經濟補助等
資源連結服務，以舒緩家庭壓力及強化照顧知能。

脆弱家庭脆弱家庭脆弱家庭脆弱家庭-服務內涵服務內涵服務內涵服務內涵

42

經濟補助經濟補助經濟補助經濟補助 臨托喘息臨托喘息臨托喘息臨托喘息

個案管理個案管理個案管理個案管理

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
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心理諮商



法定責任通報(一)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4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

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

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六歲以下兒童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

記、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或其

他不利處境，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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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家庭」通報方式

• 撥打113婦幼保護專線。

• 線上通報：強化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 線上通報：強化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

（網址https://ecare.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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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因應強化社會安全網集中受理通報流程圖
113專線 1957專線 男性關懷專線 責任通報人員

社工人員,醫院,診所,衛生所,衛生局,教育人員,警察人員,司法人員,保育人員,教保
服務人員,勞政人員,矯正人員,戶政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村（里）幹事人員,村（里
）長,鄉公所社會課,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就業服務人員,觀光業從業人員,電子
遊戲場業從業人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員,其他執行相關業務人員

一般民眾

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線上求助/通報平台

保護性（成人保護、兒少保護、性侵害）案件通報表 社會安全網諮詢表（含脆弱家庭通報）

24社工科集中篩派案中心
案件分流、兒少保護分級分類

〔保護資訊系統〕

婦幼科窗口
案件指派

〔社福中心暨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

18歲以上保護性案件 18歲以下保護性案件

集中篩派案
中心
家庭暴力諮詢或
短期服務案件

社工科成人
保護組
家庭暴力逕派案
件(高危機、受暴
嚴重、老人虐待
、新移民...)

福利科保護
組

身心障礙者、老
人遺棄、疏忽案
件

不派案
&轉介服務
通報資訊不詳、非
屬兒少法範疇、歷
史案件、重複通報
、他縣市管轄

分流至兒少保
護案件

分級至1級案件，由
兒少保護組4日內提
出調查報告；2級案
件於30日內提出調查
報告

分流至脆弱
家庭案件

依六大風險類型由
婦幼科窗口指派社
福中心督導、救助
科及福利科窗口接
案

受理通報後24小
時內完成分級分
類

救助科 福利科婦幼科
社福中心

依六大風險類型由婦幼科窗口分派



安全網的建置需要你我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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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