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私機構齊協力、共創福利新紀元—談老人福利 
                    林雅容 高醫行為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1999 年的東亞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研討會於六月二十九日圓滿結束，本次研討

會讓我深深的感受到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的發展由原本的追求專業、建立專業的

理念提昇到福利服務的品質，「公辦民營」、「個案管理」及「福利社區化」是討

論的重點，而在老人福利方面則著重於長於長期照護、社區照護；同時，也和日

本、中國大陸及香港相互交換彼此的經驗，主要的重點如下： 
一、經費方面： 
台北縣林萬億副縣長用了一個有趣及貼切的譬喻形容各縣市之狀況：台北為高收

入戶，高雄算是中低收入戶，而也有某些縣市或許是一級的低收入戶；而如而如

何善用經費、籌措籌措經費成了各級政府及民間機構之重要課題。以高雄縣政府

為例，推行了「愛心招標活動」，讓民間單位和政府單位相互合作，除了避免在

提供的服務上有所重複之外，同時也藉由民間機構的支持，減輕政府財政上之壓

力，此一方案受到案受到各界與會人士之肯定，亦呼應了本次大呼應了本次大會

的主題--「公司機構齊心力」之目標。 
二、長期照顧方面： 
以台北耕莘醫院之模式為例，讓醫院橫跨了社政、衛政之領域，讓老人們有完善

的照顧；而日本大汾縣的老人社區照護上，除了照顧縣內的老人同時也提供多項

服務給家中之照護者，讓照護者依其需求而得到適當的協助，同時除了照顧老人

之健康服務外，也注重老人的休閒娛樂，讓已高齡化的大汾縣老人們活得有尊

嚴，生活更為充實。這一點是值得讓我們在推行社區福利上效法的。 
三、公辦民營方面： 
台灣各民間單位在提機公辦民營時，似乎有說不完的苦水，但多以政府和承辦之

民間機構之合作關係上為最大之困擾，政府無法以平等之態度來看得彼此間的合

作，反而是以上對下之姿態與民間合作，同時在提供之補助經費上，對民間單位

而言也只是小額補助，反而讓民間單位將大部分之時間、力氣用於募款，而失去

原本辦理福利服務之熱誠。反觀香港，政府對承辦單位願意充分的在金額上提供

補助，同時也在事前將需委託承辦福利設施之成補助，同時也在事前將需委託承

辦福利設施之成本估計出來，讓民間團體可依其財力決定承辦與否，收方是在平

等的地位上共同合作，同時政府也給民間最大之彈性，讓民間可運用其本身之資

源及特色提供福利服務。 
 
以我個人之觀點來看此次老人福利之討論內容，讓我印像深刻的是在大陸學者所

提出之廈門外展服務，讓社福機構由被對轉為主動，能主動去找尋案主，將服務

範圍擴大，並提供收容安置及就業輔導等之服務，此部份是台灣所較欠缺的。 台
灣目前的老人福利上，提出之建議有三點： 
（1）增設受虐老人之合法中途之家： 
目前受虐老人的保護漸受重視，但合法的中途收容機構相當的少，已高雄為例，



僅有一、二家合法的中途之家，迫使社福機構將受虐老人送往雖不合法但還算不

錯的機構。因此希望政府除了能放寬設置標準外，也能加強機構之監督，提昇該

機構之服務品質，並給予機構充裕之經費及人力，已推行受虐老人之處遇服務。 
（2）老人社區之建立並擴大照顧範圍： 
在老人社區之建立上，目前已有不少的企業團體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籌畫，但服

務對象多以中上階層的老人為主，而中低階層的老人卻缺乏照顧，期望未來在老

人社區的建設上，能照顧到更多的人，而非打著普及式福利的口號，但僅照顧到

一般經濟狀況的人。 
（3）老人福利體制之標準化，避免服務重複： 
老人的族群是相當複雜，可分為：榮民、低收入戶、遊民及受虐者等等，在申請

福利上，往往一個人可申請多項福利，而造成了福利資源的浪費，設置單一窗口，

做好個案管理是相當必要的，同時公私部門需共同合作相互聯繫，避免提供相同

的服務，公私部門應是相輔相成、協同合作。 
 
「公私機構齊協力，共創福利新紀元」是本次東亞社會福利暨社會工作研討會之

主題，但我們也衷心期盼公私部門共同合作、平等互惠的時代早日來臨，整合、

協調雙方之資源，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