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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3年獨居老人服務計畫 

                                                            112.12.09修訂 

壹、 緣起 

臺灣自民國 82 年起即邁入高齡化國家之林，聯合國世界人口高齡化

趨勢分析顯示，由於生育率下降使家庭人口數減少，高齡者獨自生活趨

勢日益普遍，臺北市高齡人口自 111 年 1 月起已達臺北市總人口之 20%，

超出全國平均老年人口之比例已然為超高齡城市。截至 112 年 10 月底止

已達臺北市總人口之 21.82%，高出全國平均 18.18%，為全國第二超高齡

城市(僅次於嘉義縣)，而經本市列冊服務之獨居長者業已達 8,519位，因

此，關懷、保護獨居長者安全使其安居於社區中便是當下重要課題。 

 

貳、 目的 

為落實在地老化及人性關懷，藉由提供獨居長者相關補充性、支持

性之服務，使獨居之長者獲得妥善、周全之社會照顧及網絡支持，故訂

定本服務計畫。 

 

參、 實施期間 

自 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肆、 實施對象 

凡年滿 65歲以上，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者，列入獨居： 

一、 單獨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居。但

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二、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任一狀況，且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居住臺北市，列入獨居： 

(一)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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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住家屬 1 週內有連續 3 天（含 3 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

居，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三)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三、 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 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

者，列入獨居。 

 

伍、 執行單位 

本市各行政區老人服務中心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陸、 服務內容 

針對本市獨居長者提供相關之福利服務，係由本市設置之 14家老人服

務中心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於受理各單位通報後，立即比對現有名冊，

並主動前往訪視評估，將符合資格然未列冊之獨居長者增列於名單中。

經社工員訪視評估後依其需求提供相關服務或轉介服務。 

其中，社會局連結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長者失能程度(生

活自理能力)提供之福利服務，計有： 

一、 社區式服務 

1、 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失能老人送餐及健康獨居老人定點共餐

服務，以解決獨居長者自行煮食及營養不良之問題。 

2、 日間照顧服務：經評估為輕、中度失能之獨居長者白天可至

日間照顧中心，接受生活照顧及促進老人自我照顧能力等服

務。 

3、 居家服務：為生活無法自理之失能獨居長者安排居家服務，

提供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或身體照顧服務。 

二、 轉介機構安置服務：對於生活無法自理(重度失能)、獨自居住

有安全之虞之長者，由社工員協助申請機構安置服務，並依長

者經濟狀況協助申請相關福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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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對於具生活自理能力者，本市各區老人服務中心亦提供： 

三、 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安排志工定期電話問安，以瞭解長

者日常生活及健康狀況並表達對長輩的關懷，另結合民間團體

與志工進行關懷訪視服務，減少長者獨居之寂寞與孤單感，增

強社會支持系統，避免其與外界隔絕。 

四、 列冊獨居長者前往本市市立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 

五、 文康休閒活動安排：鼓勵獨居長者參與老人服務中心及活動據

點相關活動，促進長者生活樂趣與人際互動的機會。 

六、 依危機分級評估服務資源:由社工訪視，並依獨居長者身體健

康、心理狀況、社會關係等等指標評估分級，以利社工適時結

合福利、心理衛生等相關資源，提供更適切符合獨居長者需求

之服務。 

七、 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物品

等，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柒、 服務個案流程及轉介機制 

  本局定期清查，每月寄發老人福利簡介予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另按季

針對新增或遷入之 70 歲以上獨身戶加強清查，如符合本市列冊獨居長者

資格均可自行申請，或透過民眾、民政、衛政、警政及社福單位或機構

通報疑似獨居長者個案，由各中心進行評估並提供服務。 

本市各區老人服務中心受理個案通報後，由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如

個案為低收入戶獨居長者，則轉介本市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處遇；如

個案為榮民身分，則轉介轄區榮民服務處處遇；另依獨居長者問題需

求，連結相關服務網絡提供後續服務。相關服務及轉介流程如下： 

一、 臺北市獨居長者服務流程。(附件 1) 

二、 臺北市「新屆滿 70 歲新設籍」之單獨生活戶服務流程。(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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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獨居長者突發或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附件 3) 

四、 臺北市社區內有名無主獨居長者遺體、遺產處理流程。(附件 4) 

五、 臺北市醫院內有名無主獨居長者遺體、遺產處理流程。(附件 5) 

六、 臺北市獨居長者天然災害處理流程。(附件 6) 

 

捌、 本市無意願接受必要維生服務之獨居長者處理措施(含低溫、酷

暑、風災等期間) 

一、 各區老人服務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應確實掌握須高關懷訪

視之個案名冊，並於本局低溫、酷暑、風災關懷服務啟動後，

依高關懷個案名冊優先加強關懷訪視。 

二、 個案經評估遇有應即時就醫卻不願接受必要服務者，由社工員

主導執行並立即通報本局，由現場單位(包含社會局暨委託單位

社工員、健康服務中心地段護理人員、民政局(鄰)里長、里幹

事、榮民服務處等)出席代表共同評估； 若盡力協勸逾 2小時仍

未果，即由主責社工員啟動職權予以必要處置，警察局、消防

局亦應提供必要協助。 

三、 上開依緊急啟動職權予以安置及就醫者，各單位應依個案及安

置處所等情形，續予協助長者返家、轉院或續予安置適當處

所。 

玖、 服務品質維護 

一、個案危機分級評估指標 

級別 狀況（擇一） 服務目標 
社工員服務 

頻率/期間 

高 

危 

機 

經評估有迫切性問題： 

1.生命安全： 

  (1)對自身或他人有生命

安全及傷害之行為，如

1.處理個案迫切 

  性問題 

2.提昇個案因應 

  問題能力 

頻率： 

至少訪視 2次/月 

重新評估期：3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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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自殘、攻擊他

人…等 

  (2)身體機能急劇惡化，

如急性疾病、拒絕就

醫…等。 

2.重大壓力事件及危機事

件，如重要他人死亡、

重大天災、或嚴重影響

心理狀態之事件…等 

3.其他經社工員評估有迫

切性問題需介入處理 

3.連結資源、協 

  助個案建立安 

  全網 

(最長不得超過 6

個月) 

中 

危 

機 

1.經評估無急迫性問題，

但須社工員計畫性介

入，如家庭問題、經濟

問題、照顧問題、心理

狀態…等 

1.提升因應問題

能力 

2.改善社會環

境，如鄰里關

係、家庭關係等 

頻率： 

至少訪視 1次/月 

重新評估期：6個

月 

低 

危 

機 

1.經評估，狀況穩定需持續

追蹤者 

支持個案，確定

個案與資源(安全

關懷網)維持穩定

連結、促進社會

參與、提供物資

等 

 

頻率： 

社工員視需要安

排電訪或訪視；

志工每月至少電

訪 1次 

重新評估期：1年 

備 

註 

1. 需考量「案主最佳權益」，選擇最合適的等級服務個案。 

2. 若個案情況特殊，可依實際需要縮短重新評估期。 

3. 重新評估需經督導審核。 

4. 上述服務頻率乃基本要求，應依達成服務目標之需要增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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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二、各區老人服務中心督導考核機制 

（一）實地訪查：每半年實地訪查 1次為原則，如有應改善事項，函請

中心於訪查日次日起 1個月內改善，並將改善情形報本局核備。 

   (二) 個案紀錄抽查：每月透過本局個案管理系統抽案檢視，抽案量以

該老人服務中心總個案量之 1%為基準。 

(三) 年度工作計畫及成果報告核備。  

(四) 年度針對個案服務部份進行考核： 

   1、個案管理 

         (1)接獲個案通報(申請)後，依規定時程完成評估與個案分 

 級。【期限：緊急個案 1日內訪視，3日內完成評估及確  

 認分級一般個案 7日內完成評估及確認分級】。 

         (2)個案評估與處遇計畫(含社會暨心理處遇)具連結性。 

         (3)個案服務提供及後續追蹤。 

         (4)年度服務量點數應達委辦契約規定。 

       2、個案行政 

         (1)個案資料完整。(至少以個案管理系統列印建置接表、 

初評表(含家系圖)、個案紀錄表、個案摘要表、轉介表、

結案表等資料)。 

         (2)個案資料保密及管理。 

       3、個案轉介服務 

         (1)個案轉介服務相關資料。 

(2)與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連結狀況。 

       4、團體工作服務 

         老人(或家屬)團體規畫與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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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網絡聯繫機制 

(一)本市獨居長者照顧小組：每年召開 1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 

(二)各行政區聯繫會議：各區服務網絡每年召開 1次聯繫會議，藉以

增進服務網絡合作機制，共同提升服務獨居長者效能。 

 

壹拾、 本案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