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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2年度施政計畫績效報告

壹、前言

本局為維護市⺠基本⽣活，保障弱勢者⼈權及尊嚴，落實本府「永續、共融、希望、⾸

都」願景，從既有基礎持續推展多元創新社會福利政策，布建各項社會福利設施，提升

服務量能，提供符合市⺠切⾝需求的服務，以成為臺灣最受信賴的福利城市。

貳、機關 109 至 112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年度

預決算
109 110 111 112

公務

預算

預算 20,194 21,665 24,192 26,253

決算 18,648 20,653 22,856 24,910

執行率(%) 92.34% 95.33% 94.48% 94.88%

臺北市公益

彩券盈餘分

配基金

預算 1,583 1,540 1,565 1,662

決算 1,570 1,471 1,462 1,590

執行率(%) 99.18% 95.52% 93.42% 95.67%

二、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9 110 111 112

公務 彩金 公務 彩金 公務 彩金 公務 彩金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3.17% 1.00% 2.92% 1.07% 2.89% 1.12% 2.65% 1.05%

人事費(單位：千元) 591,077 15,699 604,043 15,792 659,575 16,411 660,078 16,623

合計 748 735 769 789

職員 360 344 354 370

約聘僱人員 316 327 352 354

警員 1 1 1 1

技工工友 35 28 26 27

臨時人員 36 35 36 37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重要年度目標、策略推動成果與未來精進方向

本局112年度重要施政目標包含「建構完善的兒少照顧服務，打造友善生養環境」、

「推動多元照顧及社會參與方案，建構銀髮友善環境」、「深化社區多元服務及照顧

支持，推動無障礙共融環境」、「扶助經濟弱勢，透過多元方案協助自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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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落實被害人保護服務」、「精進福利機構服務及照顧品

質，強化跨專業服務及健康促進，提升住⺠⽣活滿意度」等6項，從生養育兒、敬老

安老、平權共融、弱勢關懷、保護服務，乃至機構照顧，除辦理延續性重要工作，亦

推動數項創新政策，透過全方位社會福利服務，打造溫馨友善的城市生活。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建構完善的兒

少照顧服務，

打造友善生養

環境

取消友善托育補助

排富限制，加碼補

助準公共服務

⼀、本市友善托育補助與中央托育補

助同步，自112年1月1日起取消

稅率條件限制，並自112年4月4

日起針對就托準公共托嬰中心及

居家托育人員之兒童，本市友善

托育補助再加碼 1,000元。

二、112年4月至12月因加碼補助計受

益9,749人，7萬8,477人次。

未來持續辦理。

推動好孕2U孕婦

乘車補助

⼀、自112年7月1日起開辦，針對本

市孕婦提供每次懷孕8,000元之

電子乘車金，單趟次最高補助

250元，使用效期可至預產期後6

個月。

二、截至112年底，共核發1萬108位

孕婦乘車金，並提供孕婦搭乘計

程車服務共17萬4,546趟次，補

助金額共3,252萬3,474元。

將持續推廣宣傳孕

婦乘車補助，並參

考使用者意見更新

系統功能及加強車

隊宣導，提供本市

孕婦良好乘車服

務。

增辦定點臨托據

點，試辦「十時好

神托」托育服務

一、為讓家⻑喘息減輕育兒壓⼒，提

供多元臨托服務。定點臨托據點

已開辦文山區、松山區、中正

區、南港區、北投區、大同區及

萬華區7處據點。

二、為滿⾜上下班時間較晚之家⻑托

嬰需求，112年12月於大安區懷

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首創試辦

「十時好神托」托育服務，提供

週⼀⾄五每⽇上午10時30分至晚

上10時之4名滿2足月至未滿2足

歲嬰幼兒照顧服務。

⼀、為擴展臨托據

點讓家⻑就近

送托，113年

3月起育兒友

善園新增提供

臨托服務。

二、未來持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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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推動早期療育服務⼀、112年放寬0-6歲早療補助，增列

自費物理、職能、語言及心理治

療，取消同日同處進行療育交通

費及療育訓練費僅擇⼀補助限

制。112年1月至12月補助4,318

人、3萬4,392人次、補助金額共

5,819萬5,320元。

二、早療兒童6歲後若仍有醫療及療

育訓練需求，本市「弱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補助」放寬6歲至18歲

低收、中低收家戶或重大傷病兒

少，補助自費療育訓練項目，減

輕家庭負擔。112年1月至12月補

助96人、204人次、200萬670

元。

113年起因應物價

指數及社經環境變

遷提升早療補助額

度。

推動多元照顧

及社會參與方

案，建構銀髮

友善環境

公私協力，落實在

宅安老

⼀、為維護獨居⻑者或⾝⼼障礙者居

家生命安全，提供符合資格者使

用緊急救援系統服務，設有24小

時守護中心，即時提供協助。另

為強化服務設備及加強科技協

助，增加不活動偵測「人體自動

感知器」（PIR），針對無法配合

或適應⾃主報安⻑者，提供無線

人體自動感知器取代自主報安；

112年5月4G 無線主機上線，提

供家中無市話⻑者申裝系統。另

針對有需求⻑者提供相對應之輔

助設備，如閃光器、喇叭等，期

透過更多友善措施，守護服務使

用者之居家安全。

二、112年服務使用總人次（含拆

機）為3萬6,511人次、居家訪視

2萬5,572人次、醫療求救警報

未來持續加強雙老

同住者使用服務及

結合服務網絡擴大

宣導，共同守護⻑

者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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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446人次、安裝率為37.01％，整

體服務成⻑率達14.3％。

擴大敬老卡使用範

圍

⼀、截至112年12月底，本市老人人

口數55萬3,155人，現行敬老卡

持卡數已達49萬2,249張，愛心

卡註記敬老約3.9萬張。

二、112年擴大使用項目：112年3月

13日起本市敬老卡點數擴大使用

搭乘安坑輕軌；4月1日起調整敬

老愛心計程車單趟補助點數提高

至65點；7月1日起本市敬老卡、

愛心卡點數擴大使用搭乘臺鐵。

112年12月18日開放敬老卡點數

擴大使用經國七海園區。

將持續擴大使用範

圍，如國道客運朝

北北基桃宜路線規

劃先行試辦、擴大

臺鐵起訖站範圍

等。

致贈重陽敬老禮金⼀、為弘揚本市敬老精神，自112年

起恢復普發重陽敬老禮金，首創

全台唯⼀使⽤敬老卡領取，採多

元致送⽅式，提供⻑者便利管道

領取。

二、112年完成致送52萬 6,019人

（94.8%），其中敬老卡靠卡37

萬921人（66.8%）、匯款5萬

3,293人（9.6%）、定點領取10

萬165人（18.1%）、人瑞親送

1,640人（0.3%）。

賡續112年多元致

送管道方式，為更

便利⺠眾領取，

113年將規劃增加

不同銀行帳戶選

擇，避免⻑者奔波

勞苦，預期將超過

57萬名⻑者獲益。

深化社區多元

服務及照顧支

持，推動無障

礙共融環境

身心障礙者參與政

策共同設計福利與

服務

⼀、112年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

召開四次跨局處會議，討論身心

障礙者相關政策與友善措施。

二、編撰共融防災指引，為全國第⼀

個採用易讀易懂原則，並針對各

障別挑選合適媒材編撰之共融防

災指引，並於112年9月23日辦理

共融防災指引手冊成果發表記者

會。

透過修正身權小組

作業要點，擴大身

障者委員代表人數

與下設工作小組，

以廣納更多身心障

礙族群之意見，提

升會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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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扶助經濟弱

勢，透過多元

方案協助自立

保障經濟弱勢⺠眾

基本生活

為協助本市經濟弱勢者獲得基本生

活保障，112年1月至12月共計輔導

照顧2萬1,557戶低收入戶、6,868戶

中低收入戶、1萬4,237名核領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1萬4,803名核

領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前開弱勢

家庭除按月核予生活補助，並依需

求轉介社工協助。

未來持續辦理。

發送幸福寶貝包，

關照弱勢家庭新生

兒

自112年9月推出幸福寶貝包，提供

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父或

⺟⼀⽅未滿20歲之家庭，育有112年

9月以後出生之新生兒，提供育嬰生

活物資，協助減輕照顧新生兒壓

力，並連結宗教團體提供關懷，截

至112年12月底，發放29份幸福寶

貝包。

未來持續辦理。

強化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

網絡，落實被

害人保護服

務。

成年性影像被害人

服務及性影像移除

下架

112年提供1,158案性侵害被害人服

務，另依四法聯防防治數位性暴

力，由保護性社工提供成人性影像

個案服務，112年受理服務成年性影

像被害人計81案，及依照性影像集

中處理中心通知要求相關業者依限

進行性影像移除下架計36案。

113年持續辦理防

治數位性暴力成年

性影像被害人服務

措施。

親職賦能及多元親

職教育服務

辦理親職賦能計畫，結合心理諮

商、職能治療或托育教保等專業的

親職老師，進入案家引導與示範，

協助建立親子正向互動，期降低兒

虐再發生，112年共服務176案776

人次。

113年賡續辦理，

預計服務至少350

人次，另新增辦理

多元親職教育服務

方案，提供多樣化

親職教育服務及資

源，協助兒少照顧

者減緩照顧壓力，

全年度預計服務

720案。

社區初級預防及培

力防暴社區

⼀、本中心112年補助辦理「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服務及支持發展

113年透過多元宣

導管道，結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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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方案」，核定23個社區辦理社區

宣導，涵蓋58個里別，辦理宣導

活動達250場次，計2萬1,026人

次參與；補助辦理「建構性別暴

力領航社區服務計畫」，核定7

個社區辦理社區宣導，涵蓋個41

里別，辦理活動142場次，受益

人次計1萬3,496人次。

二、本市防暴宣講師計有25人，截至

112年12月底，本市宣導計278

場次，宣導計2萬7,407人次，涵

蓋本市21個里別。

資源，加強社區初

級預防量能：

⼀、113年1月辦

理本計畫執行

政策諮詢會

議，邀請紫絲

帶認證輔導團

及熟悉社區工

作之專家學者

及社區組織等

進行對話、經

驗及意見交

流；於2月辦

理本計畫說明

會及規劃社區

性別暴力防治

宣導工作坊。

二、補助⺠間社區

組織或團體投

入社區防暴議

題，並持續培

訓本市防暴宣

講師：預計於

4月及8月分梯

辦理2場初階

訓練，預計完

訓人數60人；

9月份辦理1場

中階訓練，預

計完訓人數20

人。

老人保護個案關懷

訪視服務

⼀、針對低風險老人保護個案，透過

關懷訪視員提供社區鄰里關懷服

務，以增強老人之社區保護因

子、降低因社會孤立遭受不當對

113年預計招募及

培訓20名老人關懷

訪視員，擴大服務

12行政區低風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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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待之風險；依老人保護案件分

析、區域特性及需求評估，擇定

士林區、北投區及文山區辦理試

辦計畫，建立服務機制，以推展

至本市各行政區。

二、112年試辦計畫共計招募12名關

懷訪視員，提供21名低風險老人

保護個案關懷訪視服務，服務人

次119人次，以利充權老人、增

進老人社區參與、建構老人社區

保護網絡、強化老人與鄰里之連

結。

人保護個案關懷訪

視服務計80案、

480人次。

精進福利機構

服務及照顧品

質，強化跨專

業服務及健康

促進，提升住

⺠⽣活滿意

度。

建立中重度以上智

能障礙者體適能檢

測標準流程

⼀、因應陽明教養院服務對象平均年

齡已超過40歲，發展合適的體能

檢測方式以瞭解其體能是否正常

老化是重要的，故院內111年起

推動3年計畫：建立3項中重度以

上智能障礙者體適能檢測標準流

程。

二、111年建立「握力檢測標準流

程」，不同施測者間信度及同⼀

施測者再測信度皆顯著高度正相

關。院內中度、重度及極重度服

務對象可完成測試者分別為30

位、47位及41位，全院可行性達

62%。

三、112年建立「30秒從椅子起身

（椅子坐立）檢測標準流程」，

不同施測者間信度及同⼀施測者

再測信度皆顯著高度正相關。院

內中度、重度及極重度服務對象

可完成測試者分別為37位、68位

及92位，全院可行性達94%。

113年預計建立第

3項體適能檢測標

準流程、執行不同

施測者間及同⼀施

測者再測信度，並

進行全院可行性分

析。

高齡整合照顧服務⼀、高齡整合門診：由聯醫陽明院區

具老⼈醫學專⻑之醫師蒞浩然敬

113年中繼廣慈將

與聯醫忠孝院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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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老院看診，提供院⺠就醫便利性

及連貫性的醫療處遇。112年1月

至12月共計108診次，看診住⺠

計3,273人次。

二、跨專業個案討論：由護理師、輔

導員、營養師、藥師、物理治療

師及照顧服務員共同依個案需求

擬定個人化照顧計畫。112年1月

至12月共舉辦7場次，討論11人

次。

三、機構居家安寧：由陽明安寧醫師

評估，提供個案臨終之緩和舒適

照顧療護，讓院內⻑輩有尊嚴、

有品質的走完人生旅程。112年1

月至12月共收案4人，累計收案

63人，亡故57人。

作持續辦理，並依

實際狀況滾動式修

正照顧服務內容，

⼒求⻑者獲得完善

之照顧服務。

肆、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本局已依「臺北市政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原則」，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融入

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透過風險辨識與風險評估，採取各種內部控制處理機制，辦理實

地稽核業務執行情形，以降低風險，合理確保達成施政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