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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社會行政 

科目：社會福利服務 

 

試說明我國新近社會、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其對家庭福利服務方案所帶來的啟示。

（25 分） 

【擬答】 

社會、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變化： 

經濟結構的變化： 

女性勞動參與率未見升高，臺灣的女性勞動參與率較傾向「偏右的單峰形曲線」（年齡

高的就業率低），25 至 29 歲是就業高峰（71.0%），比日本晚五年，隨著生育子女及後

續的養育工作，女性退出勞動市場後並沒有如日本的中年婦女再次回到勞動市場，從此

，女性勞動參與率隨年齡增長而下降。 

家戶所得差距擴大：就業人數少、收入低是造成家戶所得偏低的主因。在低所得組家戶

中真正屬於低收入戶者比率仍然很低。 

人口結構的變化： 

家戶規模持續縮小：臺灣的平均家戶規模持續下降中。臺灣平均家戶人口數下降，因於

四人以下的家戶呈正成長，尤其是單人戶成長率超過百分之百，二人戶的成長率也接近

倍數。 

離婚率升高、有偶率下降與初婚齡延後：有偶率的下滑比較不是因結婚率的改變，而是

離婚率的上升。 

單親家庭增加：離婚率升高必然帶動單親家庭的增加。臺灣的單親家戶組成與歐美國家

的情形不同，西方工業民主國家的單親家庭以女性為戶長者幾乎占了 80～90%，且構成

原因以離婚及未婚懷孕居多，特別是婚外生育率明顯升高。 

幼齡人口減少、老年人口增加及人口青壯化：我國幼齡人口（0～14 歲）逐年下降中，

幼齡人口占總人口比，1981 年是 31.62%，2001 年下降到 20.81%。中壯人口比逐年升高

，1981 年是 63.96%，2001 年升高到 20.39%。老人人口比則由 1981 年的 4.41% 爬升到

2001 年的 8.81%。 

社會結構的變化： 

老人獨居或與配偶同住的比率持續上升：也就是說，有將近三分之一的老人需要社會關

注其生活的各個面向 

兩性家事參與率仍然不均：女性家事參與率均高達 72%以上，男性只有二到三成 

家庭暴力事件增多 

跨國婚配人數驟增 

外籍女佣與監護工介入照顧關係：外籍幫傭或監護工兩年一輪，至多三年，這種短暫的

替代性或補充性照護關係，確實紓解了家庭照護老人、兒童、身心障礙者的壓力，但是

，也帶來一些困擾，如文化與語言隔閡、性侵害、性騷擾、工作歧視、壓迫、照顧品質

（如兒童、老人虐待）等問題。 

家庭福利服務方案所帶來的啟示： 

家庭經濟安全：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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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年金：以提供退休、老年、鰥寡、孤兒、殘障所面臨的所得中止與降低所需的所得

安全。 

兒童津貼：尤其是人口成長率接近零時，有必要重新思考家庭政策與人口政策間的關聯

。提升婦女生育率不能只靠道德勸說。 

照顧者津貼：針對老人與殘障者中無自顧能力者，其家屬應可獲得照顧者津貼，以彌補

其放棄工作來照顧老人或殘障者的薪資損失，這也是一種「社會薪資」。 

兒童照顧： 

托幼整合：解決「教育」與「照顧」的分歧，我們也期盼同時解決托育商品化的問題。 

課後照顧：結合地區、社團、學校、家庭辦理以學校、社區為基地的課後照顧計畫，才

能去除兒童課後照顧商品化、溫室化、惡補化的弊病。 

就業政策： 

提供婦女二度就業的機會、職訓、服務是提高婦女勞參率的必要手段 

提供兒童照顧假以平衡就業與親子關係的衝突。 

長期照護：以獨居老人為優先，應逐步擴大到雙薪家庭、單親家庭，以及有需求協助的單

薪家庭。至於老人殘障的日間托顧，由於機構社區化程度不足，而未能普遍。餐車服務則

未受到重視。最近正在推動長期照護示範計畫已將這些方案都納入，並提供更多創新型的

方案；且在挑戰 2008 年國家發展計畫中，將照護產業納入，不論是推廣社區互助的志願工

作或是專職的長期照護人力運用，都表示長期照護體系是未來解決家庭照顧能力萎縮，以

及單身、兩人家庭增多後的必要措施。 

社會住宅：推動只租不賣的國民住宅，優先提供給低所得家庭、單親家庭、新婚家庭、老

人家庭等，其租金應是可負擔得起的額度。未能住進國民住宅的低所得家庭、單親家庭、

新婚家庭、老人家庭等應享有住宅津貼，以減輕其租屋負擔。 

跨國婚配家庭的服務：明訂婚姻移民政策並且提供多種族家庭的服務：不論家中有外籍

新娘、混血兒，或是外籍女傭，其所帶來的文化適應、社會隔離、甚至種族歧視問題，都

是整體臺灣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 

 

對老人的照顧有所謂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服務。試分別說明此三種服務的內涵。以及在服

務的提供上，三者之間彼此的分工關係。（25 分） 

【擬答】 

居家式服務：為協助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之老人得到所需之持續性照顧，

政府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居家護理、居家照顧、家務服務、友善訪視、電話問安、餐飲

服務及居家環境改善等服務。 

社區式服務：強調為協助老人得到所需的照顧，由社區整合相關資源所提供的各項服務。 

機構式服務：是老人居住在機構中，機構負責其一切起居飲食，屬封閉式的環境，如長期養

護之家、養老院等。 

三者之間的關係：為達在地老化的目標，使老人不因其日常生活功能的缺損，而需離開他所

熟悉的社區，到機構去生活，因此，三種服務之間應以居家式服務與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

式服務為輔，也就透過前二種服務讓老人得以在社區繼續生活，除非老人已極為衰弱才將之

安置到機構，接受密集式的照顧。 

 

身心障礙者社區家園服務屢遭社區民眾抗爭，常為媒體所報導。社區化服務的目標為何？又面

臨社區民眾的抗爭，身為社會工作人員可以採取的作法為何？（25 分） 

【擬答】 



公職王歷屆試題  (94 地方政府特考) 

 
共 3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社區化服務的目標：指動員並聯結正式與非正式的社區資源，去協助需要照顧的人，讓他們

能和平常人一樣，居住在自己的家裡，生活在自己的社區中，而又能夠得到適切的照顧。 

社會工作人員可以採取的作法 

遊說：即對於民意代表或行政官員進行遊說工作，讓他們了解服務對象的困境與需求，獲

取他們在行動上的支持。 

結盟：發動相關的民間團體進行串連，形成策略結盟，去爭取特定成員的需求。 

宣導：加強對於社區居民有關身心障礙的認識，破除影響社區安寧與秩序的錯誤觀念。可

以透過里民大會、社區活動、學校活動以及用宣傳單張的方式進行。 

政策研究：針對目前的政策措施、法令規範進行研討，探究法令規章的不當之處或執行不

力的地方，將其報導或反映給大眾知悉，迫使政府提出改善對策。 

增修法案：為保障身心障礙的劣勢生活狀態，必要增修法案來做為政策的依據。 

 

新修正的社會救助法增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入戶自立脫貧，得擬訂方案

運用民間資源或自行辦理，…」之條文。試據此研擬協助低收入戶自立脫貧所可採行的作法。

（25 分） 

【擬答】 

為協助低收入戶經濟自立，規劃脫貧政策，成立「家庭發展帳戶」專案，由民間團體捐助支

付參與者相對提撥的經費，且成立「家庭發展帳戶專案共同基金」，鼓勵具工作能力之低收

入戶穩定就業，定期儲蓄，並運用於高等教育、小本創業及首度購屋等用途，於「助人自助

」的精神下，協助低所得者快速有效累積資產，進而達到經濟自立，脫離貧窮。實施方法如

下： 

協助「家庭發展帳戶」參與者定期儲蓄，並了解就業情形，轉介相關資源協助穩定就業。 

結合民間資源，辦理教育訓練課程，提供參與者相關知能資訊以完成方案高等教育、小本

創業及首度購屋等目標。鼓勵具工作能力之低收入戶穩定就業，定期儲蓄，並運用於教育

、創業及購屋等用途，於「助人自助」的精神下，協助低所得者快速有效累積資產。 

總之，貧窮的問題不能單就收入來評量，財產的不均造成貧窮不易脫離；另就扶助效果來看

，「財產形成」可避免長期福利依賴，及減少社會成本之支出；再者為「財產形成」不是取

代社會救助系統之扶助，而是提供另一種新的工作方法之選擇。另強調福利使用者的權利義務

及個人責任，透過「助人自助」的做法，協助經濟弱勢者脫離貧窮。專案實際操作的元素有

三，一為配合款；二為教育訓練課程；三為個人諮商。因有教育訓練課程及個人諮商兩個元

素，故扶助效果不同於以往之協助。專案的經費來自民間，另一對一的相對提撥款也因有民間

的參與與注入，而使得專案有了不同之意義，更建構了新的公、私部門之合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