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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壹、前言 

社會福利的發展係為因應社會人口、勞動市場、家庭功能及價值觀念等變遷所引發

之社會問題，並回應國民基本的福利需求，以維護其生活福址並提高生活品質。我國目

前正面臨人口老化、生育率降低、核心家庭增加、離婚率上升、婦女就業需求增加等社

會轉型所產生之問題。整體而言，本府強調溫馨與公義，提供民眾基本的權益，施政的

重點在於合理分配社會福利資源，建構溫馨與安全的福利網絡，加強婦幼保護網路，整

合民間資源，提升志願服務功能，強化家庭支持體系，並積極維護弱勢族群的基本安全

與權益。 

本府依縣長施政理念，深刻體認社會福利之推動已不能侷限於傳統之救濟理念，除

保障縣民基本權益、持續照顧弱勢族群外，並積極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之推動。為落實社

會福利服務工作，未來將從人性化觀點，鼓勵縣民參與社會福利工作，重視並維護身心

障礙朋友之基本需求，並全面推動婦女三安之安全、安心、安康政策，同時重視兒童、

少年身心健康及發展，另關心銀髮族積極規劃照顧措施等方案之執行，均為現階段本府

重要之福利服務工作，期使落實推動，以打造優質樂活菊島。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5.46 

2.業務創新改良（2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 計算） 

17.74 

3.人力（10%） 9.5 

4.經費（10%） 7.32 

5.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良面向除以 2 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業務單位免填 

績效總分 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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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
析 

1. 培 力 社
區，建構
新 能 量
（4%） 

(1)輔導縣
內社區推
行聯合社
區 計 畫
（2%） 

6 6 100% 2 1. 110年度依原訂目標
輔導案山、五德、赤
崁、橫礁、東安、西
湖等 6社區辦理聯合
社區計畫。  

2. 除湖西鄉以衛生福利
部補助旗艦型計畫模
式，執行聯合社區
外，其他各鄉市均依
社區服務能量，至少
輔導一領航社區帶領
協力社區執行聯合社
區計畫。 

3. 為培植領航社區量能
接替，年度內自馬公
市原有聯合社區中，

抽離朝陽及東衛社
區，操作小規模聯合
社區計畫。 

(2)輔導縣
內社區推
行社區成
長教室計
畫（2%） 

38 42 110.53% 2 110年度輔導朝陽、陽
明、前寮、菜園、安宅、
興仁、鎖港、五德、風櫃、
中興、重慶、湖西、南寮、
成功、中西、尖山、中屯、
講美、鎮海、港子、歧頭、
小赤、赤崁、瓦硐、後寮、
通梁、鳥嶼、大倉、橫礁、

小門、竹灣、大池、二崁、
池東、池西、赤馬、內垵、
外垵、東安、西安、中社、
西湖等 42社區辦理成長
教室，共計 133場次。 

2.辦理節日
慶典及社
會 活 動
（2%） 

辦理模範父
親、母親代
表表揚及各
項慶典活動
（2%） 

5 5 100% 2 辦理元旦、模範母親、模
範父親選拔及表揚、社區
趣味競賽活動及跨年活
動共 5場次。 

3.勞動法令

扎根宣導
，權益落

(1)勞動法

令 政 策
宣 導 及

5 6 120% 1 1.辦理勞動基準法令宣

導說明會 2場次、辦理勞
動基準法令遵循輔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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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保障（
4%） 

研 習 活
動(1%) 

明會 2場次，配合勞動部
合作辦理 110 年度勞動
基準法令研習 1場次。 
2.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於 110 年 4 月
3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總統公布，並經行政
院定自 111年 5月 1日施
行，於施行前配合勞動部
推行辦理宣導會 110 年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暨相關法規」說明
會 1場次。 

(2)落實勞
資 會 議
制 度 建
立(1%) 

20 21 105% 1 配合中央推動勞資會議
政策宣導，事業單位依法
辦理，並辦理 110年度澎
湖縣政府推動勞資會議
機制活動 1場次。本項衡
量指標為輔導勞資會議
成立家數，110年度成立
21家。 

(3)勞資爭

議 案 件
調 處
(1%) 

50% 77.78% 155.56% 1 110 年度調解累計 18 案

（14 案成立、4 案不成
立）。本項衡量指標為成
立案件數比例(成立案件
數 / 申 請 案 件 數
x100%)，成立案件數 14
件/申請案件數 18 案
x100%=77.78%。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起伏
不定，年度預估勞資爭議
案件會較往年增加且爭
議型態恐多元，爰制定目

標僅採微調增加，但因調
解人調解經驗逐漸豐
富，有助調解成立，促使
14 案調解成立，以致執
行率大於目標值。 

(4)辦理就
業 人 才
及 勞 動
專 業 人
員 訓 練
(1%) 

24 25 104.17% 1 1.職業訓練：「民宿經營
管家實務班」、「銀髮養生
料理班」等 2班次，共計
60人參訓，結訓計 54人。 
2.就業促進活動：求職防
騙或青少年就業服務宣

導會」3場次，參與人數
214 人；110 年建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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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啟動就業競爭力-
找到優勢，連結趨勢實施
計畫」1 場次(2 天)參與
人數 18 人。共 4 場次，
232人。 
3.110 年勞工學苑-團體
協商與勞資會議宣導 8
場次，參與人數 184 人。 
4.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
治研習會 1場次，參加人
數 48人。 

5.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
員教育訓練 1 場，計 1
場次，參與人數 66人。 
6.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練：職業安全業務主
管暨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 1場，參與
人數 71 人、營造業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在職
教育訓練 1場，參與人數
54 人、急救人員在職教

育訓練 2 場，參與人數
61 人、營造業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暨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在職教育 1
場(縣府與營造發展協會
合作辦理)，參與人數 46
人、營造業(露天開挖、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在職
教育訓練 1 場(縣府與營
造發展協會合作辦理)，
參與人數 28 人，計 6 場

次，參與人數共計 260
人。 
7.110 年度健全勞工身
心靈發展活動，計 3 場
次，參與人數共計 120
人。 

4.關懷移工
生 活 適
應，打造
和諧友善
職場（2%） 

(1)落實外
國 人 生
活 照 顧
與 協 助
(1%) 

3,000 3,180 106% 1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轄內
移工總人數 2,556 人。
110 年度辦理訪視雇主
與外國人聘僱管理，共計
3,180件。 

(2)辦理關
懷 訪 視

5 3 60% 0.6 1.外國人法令宣導計畫。 
110 年配合本縣各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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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多 元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1%) 

遊會設攤活動宣導，參加
人數 780人。 
2.防制人口販運專業人
員訓練計畫 
以外國人相關業務、仲介
業者、相關公部門單位為
對象，安排以防治人口販
運法及移工管理輔導為
主課程，參與人數 37人。 
3.外國人訪查行動服務
計畫。 

藉由專車機動性之服
務，提供偏遠地區聘僱外
國人之雇主與外國人相
關聘僱法令規定，建立雇
主合法認知並落實外國
人申訴管道，以促進勞資
和諧。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
辦外國人籃球友誼賽暨
法令宣導計畫及異國文

化活動暨法令宣導計畫
等 2場活動，調整為加強
宣傳雇主聘僱移工指
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
出管理注意事項及訪視
廠工及機構看護工住宿
情形，以致未達該項標
準。 

5.落實身障
就業權益
，深化職

業重建服
務（2%） 

(1)各項身
心 障 礙
者 職 業

重 建 服
務 計 畫
服 務 人   
數 目 標
達 成 率 
(1%) 

15% 16.11% 107.4% 1 職業重建服務諮詢數為
54人。 
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人數

19人。 
職業訓練後人數 9人。 
支持性就業服務 50人。 
庇護性就業服務人數 22
人(含見習)。 
職務再設計服務人數為
9人。 
視障者就業服務人數為
10人。 
各項計畫服務人數共
173 人/身障勞動力人口

1,074人=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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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人
數 目 標
達 成 率
(1%) 

55% 63.71% 115.84% 1 職業重建服務結案原因
為穩定就業 3 個月以上
為 18人。                                                                                                                                                                                
參加職業訓練後就業人
數為 4人。 
支持性就業人數 19人。 
庇護性就業人數為 21
人。 
視障者就業人數為 10
人。 
總就業人數為 72 人/總

服 務 人 數 113 人
=63.71%。 
110年因疫情影響，許多
個案以安心即時上工計
畫尋求工作機會，故總服
務人數有明顯下降，惟專
業人員輔導個案就業有
成，致提高就業人數總達
成率。 

6.聘任專業
檢查員執

行勞動條
件 檢 查
（2%） 

(1)盤點轄
內 事 業

單 位 勞
動 法 規
落 實 情
形(1%) 

350 351 100.29% 1 執行一般勞動條件檢查
351 家次(包含申訴及性

平)。 

(2)辦理勞
動 基 準
法 令 遵
循 輔 導
案 件
(1%) 

105 125 119% 1 事業單位法令遵循輔導
125家次。 
105 件為計畫規定基本
件數目標值，實際輔導件
數依縣內民眾需求增減， 
輔導事業單位計有 8 大
類「支援服務業」、「出

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住宿及餐
飲業」、「批發及零售
業」、「教育業」、「營建工
程業」、「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及「藝術、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計
125家次。 

7.發展新住
民家庭服
務，推廣

多元文化
融 合 性

(1)新住民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76 76 100% 2 依據新住民及其家庭之
個別需求擬定個別的處
遇計畫，包括訪視輔導、

相關資源服務之連結與
轉介等，計服務 7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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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新住民
整 合 型
社 區 服
務 據 點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相 關 活
動（2%） 

22 22 100% 2 原預定辦理 22 場據點福
利服務活動。年度執行
後，6處新住民社區服務
據點辦理相關服務方
案，共計 22 場次，971
人次參與。 

(3)辦理多

元 文 化
社 區 宣
導 活 動
（2%） 

1,200 1,160 96.67% 1.93 辦理多元文化宣導活

動，預估 1,200 人次參
與，實際 1,160人次參與
活動。 

8.推展家庭
暴力社區

初級預防
工作(2%) 

(1)推動社
區 參 與

防 暴 初
級 預 防
宣 導
(1%) 

3 3 100% 1 109 年參與推動防暴初
級預防宣導的社區有案

山、西衛、東文、菜園、
陽明、光榮、光明、鎖港、
朝陽竹灣社區等總計 10
個，110年參與推動防暴
初級預防宣導的社區新

增白坑、風櫃、安宅社區
等總計 13 個，比 109 年
度上升 3個社區數，達成
率 100%。 

(2)培力社
區 防 暴
種 子
(1%) 

15 15 100% 1 110年參加「社區防暴種
子」培力營共計 13 個社
區+2 個新社區參與(鼎
灣、東文社區)培力課
程，共計 18 人完成培
訓，實際達成率共計
100%。 

9.婦女權益
與性別平
等（4%） 

(1)婦女公
共 參 與
培植（2%
） 

6 6 100% 2 辦理 110 年澎湖縣孵夢
進階計畫-婦女團體培力
課程，強化婦女團體方案
計畫撰寫能力 1場次。輔
導及協助婦女團體申請
服務方案並執行。辦理 2
場次婦女團體聯繫會
議，及 3場次婦女團體交
流溝通平台。 

(2)婦女生
涯 規 劃

養成（2%
） 

10 10 100% 2 補助婦女團體辦理「弱勢
暨身障婦女支持培力計

畫」，協助本縣弱勢及身
障婦女能走進人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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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能力，肯定自身價
值，並讓婦女及民眾能正
向面對生活困境瓶頸或
失能後變化之調適。年度
辦理(1)愛不礙，伴侶交
往座談會、(2)同儕團體
活動帶領、(3)社區宣
導、(4)家庭支持活動、
(5)親密家庭零障礙活
動、(6)溝通技巧、(7)
線上視訊會議教學、(8)

成果發表及交流會。另結
合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辦理(9)「食食課課」
展覽及(10)「女農與食物
的產地」講座。 

10.強化社
區關懷體
系，貫徹
社區在地
化服務（
4%） 

(1)老人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服 務
方 案
（2%） 

325,100 326,851 100.54% 2 共計提供老人關懷訪視
25,415 人次、電話問安
諮詢及轉介服務 30,085
人次及辦理健康促進活
動 252,204人次、送餐服
務 19,147人次。 

(2)老人社
區 共 餐
服務（1%
） 

30 30 100% 1 社區開辦定點共餐服
務，目前全縣計有 30 處
定點共餐據點，共計提供
127,290人次服務。 

(3)社區照
顧 關 懷
據 點 健
康 導 入
多 元 活
動(1%) 

10 0 0% 0 110 年度因受疫情影響
未辦理。111年度規劃透
過導入多元活動方案，協
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擴
大服務內容多元化，提供
在地、多元及全方位之照
顧服務，將多元活動方案

導入據點運作，創新服務

效果，建立據點永續發展
模式。 

11.老來寶
樂活網-
提 供 老
人 關 懷
照顧，維
護 老 人
生 活 安
適 （ 7%

） 

(1)老人居
家 服 務
方 案
(1%) 

200,000 215,980 107.99% 1 辦理老人居家服務，達成
服務 215,980人次。 

(2)老人日
間 照 顧
服 務 方
案(1%) 

17,000 14,026 82.51% 0.83 因受疫情影響 5~7 月暫
停 服 務 ， 達 成 服 務
14,026人次。 

(3)社區整
體 照 顧

8,500 15,040 176.94% 1 110年因疫情影響，預估
人數較為保守，原估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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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計
畫(1%) 

有服務均暫停，但長照服
務未受疫情影響而暫停
服務，依長照管理中心派
案予 A 單位個案數增
加，且 110年服務提供單
位再新增 1處，以致實際
服務超出預估數。 
另鑑於長照服務需求逐
年提升，111年目標數原
為 9,300人次，擬修正為
16,000人次。 

(4)老人到
宅 沐 浴
車 服 務
實 施 方
案(1%) 

950 1,011 106.42% 1 辦理老人到宅沐浴車服
務，達成服務 1,011 人
次。 

(5)獨居老
人 雲 端
資 訊 管
理 服 務
方 案
(1%) 

17,200 16,884 98.16% 0.98 辦理獨居老人雲端資訊
管理服務共計 16,884 人
次。 

(6)建置緊
急 救 援
系 統 提
供 服 務 
(1%) 

1,200 1,194 99.5% 1 提供緊急救援系統服務
1,194人次。 

(7)敬老及
長 青 學

苑 活 動
(1%) 

1,960 528 26.94% 0.27 敬老及長青學苑活動因
疫情影響，停辦敬老活

動；長青學苑停辦一期課
程。故達成率偏低。達成
服務 528人次。 

12.增進志

願服務素
質及效能
（2%） 

(1)辦理志

工 教 育
訓 練
(1%) 

9 9 100% 1 預計辦理 9場次，實際辦

理 9場次，共計 603人參
加。 

(2)落實志
願 服 務
工 作
(1%) 

410,000 452,879 110.46% 1 110年志願服務成果，兒
童福利服務 2,424 人
次、少年福利服務 148
人次、婦女福利服務
1,175人次、老人福利服
務 309,542人次、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 14,933 人
次 、 綜 合 福 利 服 務

99,322 人次、社區福利
服務 25,135 人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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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 100人次、諮商
輔導服務 100人次，共計
服務 452,879人次。 
雖有疫情影響，唯志願服
務皆有固定排班及支援
體溫之量測，參酌衛生保
健類志工統計(109 年 23
萬 3,637人次，110年 28
萬 9,711 人次)皆有上
升，影響甚微。 

13.落實推

動身心障
礙照顧服
務 網 絡
(8%) 

(1)推動身

心 障 礙
者 個 案
管 理 服
務(1%) 

1,850 1,892 102.27% 1 本年度個案管理服務(含

個案輔導、諮詢服務、簡
短服務、追蹤服務、轉銜
服務、轉介服務、臨短托
服務等)共提供 1,892 人
次服務。 

(2)擴增復
康 巴 士
服 務 成
效(1%) 

36,000 31,897 88.6% 0.89 逐年擴增服務能量，滿足
障礙者服務需求。實際服
務 31,897人次。 

(3)規劃輔
具 資 源

中 心 服
務 方 案 
(1%) 

6,800 9,255 136.1% 1 1.提供障礙者輔具單一
窗口及綜合服務，總計全

年服務 9,255人次。 
2.服務成果超出預估值
之主因為長照服務使用
者大幅成長與因應民眾
需求持續擴增外展服務
所致，往後將適度調整指
標。 

(4)推廣優
先 採 購
身 心 障
1 礙 者

產 品 及
服 務
(1%) 

7 7 100% 1 透過多元的推廣方式，協
助身心障礙者生產之產
品及服務有更多宣傳管
道。實際辦理 7場次。 

(5)結合民
間 社 團
辦 理 社
區 日 間
作 業 設
施 服 務   
(1%) 

15,500 11,802 76.14% 0.76 結合民間社團辦理身心
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 4 處(小型作業所：魔
豆手作工房、集愛工坊、
應許之地、幸福小站)提
供社區式服務。實際服務
11,802人次。 

(6)推動身

心 障 礙
全 日 型

320 303 94.69% 0.95 推動全日型機構照顧服

務，健全本縣身心障礙者
機構式照顧服務網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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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機
構 服 務
(1%) 

際服務 303人次。 

(7)建構家
庭 照 顧
者 支 持
網 絡 服
務 計 畫
(1%) 

7,500 8,883 118.44% 1 提供個案服務、紓壓活
動、玩膳食堂、照顧技
巧、支持團體、專家到
宅、喘息服務、電話關懷
等服務及辦理巡迴下午
茶、社區宣導、夢工坊、
照顧咖啡館活動等。實際
服務 8,883人次。 

因應民眾需求調整服務
內容項目及創新服務(專
家來早茶等)，參與率顯
著提高，往後將適度調整
指標。 

(8)身心障
礙 者 社
區 式 日
間 服 務
布 建 計
畫(1%) 

4,000 4,217 105.43% 1 服務內容包含生活自理
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
交技巧訓練、休閒生活服
務、健康促進服務、社區
適應服務、其他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務及制定個別

化服務計畫等，共計服務
4,217人次。 

14.強化社
會安全網
-整合保
護性服務
與高風險
家庭服務
（6%） 

(1)24 小時
內 通 報 
(1%) 

92% 99.54% 108.2% 1 當年度 24 小時內處理案
件數 645 件/通報案件數
648 件(含原高風險家庭
屬 高 度 風 險 案 件 ) ×
100%=99.54%。 

(2)降低保
護 性 個
案 再 開
案(1%) 

≦26% 24% 100% 1 當年度再通報數/前一年
度 結 案 數
=(29/121)x100%。 

(3)提升兒
少保護性
案件開案
（1%） 

45% 48.15% 107% 1 接受服務兒少人數 13 案
/高度風險家內兒少保護
通 報 人 數 27 案 ×
100%=48.15%。 

(4)成人保
護 性 案
件 服 務
訪 視
(1%) 

1,100 1,056 96% 0.96 110 年成人保護案件服
務 1,056案次。 

(5)脆弱家
庭 關 懷

訪 視
(2%) 

280 411 146.79% 2 1.110 年貧窮(低收、中
低收入戶 6 歲兒少以下

家戶、急難救助、兒少教
育發展帳戶、有能力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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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風險(脆弱)家庭關
懷訪視戶數 411戶。 
2.因加強社區及網絡宣
導，案件通報量提升以及
本縣社福中心增列新生
兒為主動關懷對象，故訪
視案件數量提升。然有關
本指標係配合中央訪視
涵蓋率之目標數，前一年
度之訪視戶數為後一年
度之目標值設定。並於

111 年度因配合中央指
標修正已改為脆家服務
滿 3 個月以上被通報保
護案件之比率。故此指標
不再使用。 

15.健全社
會救助服
務 網 絡
(3%) 

(1)實物銀
行 扶 助
服 務 方
案(1%) 

3,000 2,984 99.47% 0.99 預計扶助 3,000人次，實
際扶助 2,984人次（每戶
實際扶助受益人數 x 實
際扶助月數之加總）。 

(2)家庭自
立 脫 貧

方 案
(1%) 

300 227 75.67% 0.76 1.預計服務 300人次，實

際服務人 227人次。 

2.因疫情影響，暑期營暫

停辦理。 

(3)兒童與
少 年 未
來 教 育
及 發 展
帳 戶 服
務 方 案
(1%) 

500 532 106.4% 1 符合資格者 74 人，開戶
人數 68 人，開戶率
91.8%。 
110 年實際服務人次 532
人次。 

16.建構公

共化托育
空 間 
(2%) 

提供社區公

共托育及公
私協力托嬰
服務(2%) 

775 804 103.74% 2 110預估收托人次 775人

次/110 年實際收托人次
804人次。 

績效分數            56.92 

 

（二）業務創新改良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成立社區
資源中心

(4%) 

設置社區資
源中心(4%) 

1 1 100% 4 110 年度於本縣勞工育樂
中心 3 樓設置社區資源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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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七美
長照據點
(5%) 

工 程 完 工
(5%) 

95% 85% 89.47% 4.47 截至 110年 12月，預定進
度 81.05% ， 實 際 進 度
79.38%，施做工項：裝設
電梯、戶外排水溝開挖、
衛浴設備安裝。 

3.推動中小
企業改善
安全衛生
作業(4%) 

(1) 輔 助 輔
導 業 者
環 境 作
業 改 善
(2%) 

3 3 100% 2 輔導事業單位申請中小企
業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器
具補助。 
於 109年輔導 3廠商(電器
行)，經風險評估，人員進
行安裝或修繕作業時有墜

落危害並有改善意願，於
110 年廠商先自行購買設
施及器具，再由職安業務
督導員協助向勞動部職安
署申請中小企業改善安全
衛生設施及器具補助通
過。 

(2) 進 場 輔
導 評 估
作 業
(1%) 

50 50 100% 1 至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輔導
及宣導申請改善安全衛生
設施及器具補助。 
輔導對象50家事業單位以

營造業(包含一般建築、廠
房工程、房屋修繕工程)為
主，至施工現場進行安全
衛生輔導及危害告知，提
升安全意識以降低發生職
災風險。 

(3) 行 銷 宣
傳 輔 導
作 業
(1%) 

2 2 100% 1 1.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2
場次：營造業危害預防暨
動態性高處作業安全衛生
宣導會(含預防異常工作
負荷) 1場、營造業危害預

防作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職災停看聽與人因性危
害預防) 1場。 
2.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函旨加強宣導保障職災
勞工權益，新增辦理「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
計畫」服務，併同職業安
全衛生計畫執行時宣導此
計畫服務，故增加職業災
害勞工權益宣導廣告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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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興建望安
社會福利
館(5%) 

興建落成啟
用(5%) 

100% 99.48% 99.48% 4.97 新建望安社會福利館工程
進度已達 99.48%。目前室
內水電燈具、系統櫃尚已
安裝完成，施作景觀工程
中。已於 111 年 1 月 5 日
完工申報竣工。 

5.興建享居
社福養生
園區(2%) 

發 包 決 標
(2%) 

40% 38% 95% 1.9 1.細部設計於本(110)年 6
月 16 日 府 工 土 字 第
1100036018 號函核定，經
衛生福利部審核後，以 110
年 10 月 22 日衛部顧字第

1101962532 號函，函覆本
府複審通過。 
2.新建工程於 110年 10月
7日至 11月 2日、11 月 3
日至 11月 16日上網公告 2
次招標皆流標。 
3.俟修正預算後，預計於
111年 1月重新上網公告。 

績效分數 19.34 

 

（三）人力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
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
析 

1. 精 實 臨
時 人 員

進用，強
化 服 務
效 能
（2%） 

臨時人員精
簡率（2%） 

- -2% - 1.5 109.1.21精簡 2名專業
臨時人員（曾○○、陳

○○）。 
本年度第 1季至第 3季
運用人數平均值為 33人
-前ㄧ年度第 1季至第 3
季運用人數平均值為

33.67人∕前ㄧ年度第 1
季至第 3季運用人數平
均值為 33.67人， 
【（33-33.67）/33.67】
×100%=-2% 
精簡率-2%至-3.9%：1.5
分。 

2. 型 塑 學
習 型 組
織，提升
公 務 人

力 素 質

(1) 必 須 完
成 之 課
程 完 成
比 率

（3%） 

- 100% - 3 本處受考核人員 60 人
（含職員 18 人+約聘僱
42 人）達成「必須完成
課程」之人數 60/受考核

人員總數 6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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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0%，得 3分。 

(2) 參 加 性
別 主 流
化 訓 練
課程2小
時 以 上
之 人 數
比率（3%
） 

- 100% - 3 本處完成各項性別主流
化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
之人數比例為 100%，得
3分。 

(3) 各 項 訓
練 到 訓

率（2%） 

- 100% - 2 本處 1至 12月薦送參加
本府人事處辦理之各項

訓練研習課程(含行政
處辦理之縣政專題講座
)，分配名額 31 人，到
訓人數 31 人，到訓率
100%(31/31)，得 2分。 

績效分數 9.5 

 

（四）經費面向 

策略績
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合理分
配資源
，增進
預算執
行績效
（ 10%

） 

(1)各機關
當年度
經常門
預算執
行率（
7%；無
資本門

者 為
10%） 

95% 93.83% 98.77% 6.91 1.達成目標值：經常門預算實支數/經
常門預算數×100%= 

(1,220,431,417/1,300,681,000)×100% 

=93.83% 

2.達成度：93.83% / 95%=98.77% 

3.得分：98.77%×7=6.91 

(2)各機關
當年度
資本門
預算執
行 率
（3%） 

80% 10.87% 13.59% 0.41 1.達成目標值：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

資本門預算數×100%= 

(19,693,120/181,159,000)×100% 

=10.87% 

2.達成度：10.87%/80%=13.59% 

3.得分：13.59%×3=0.41 

績效分

數 
7.32 

 

（五）特殊事蹟(於年度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外，完成具挑戰性、高難度之重大事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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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上級重大經費補助，提供審查委員於整體施政績效項目酌予給分，無特殊事

蹟者免填。) 

計畫項目名
稱 

年度內辦理重大特殊事蹟 

或爭取上級經費補助 
施政效益 

無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10%以內得免提列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度
差異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一）核心業
務面向 
4.關懷移工生
活適應，打造
和諧友善職場
（2%） 

(2)辦理關懷
訪 視 及 多
元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1%) 

-40% 1.未達成原因分析：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辦外國人籃球友誼
賽暨法令宣導計畫及異國文化活動暨法令
宣導計畫等 2場活動，調整為加強宣傳雇主
聘僱移工指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
注意事項及訪視廠工及機構看護工住宿情
形，以致未達該項標準。 
2.因應策略： 
111年仍申請異國文化活動暨法令宣導計畫
活動，如疫情趨緩，將如期辦理活動；並將
研擬辦理到府加強外籍看護工的照顧能

力，並適當提供看護工傷害預防觀念與生活
關懷，建立其工作信心減輕照護負擔，減少
語言文化差異，促進家庭與移工間關係。 

（一）核心業
務面向 
10.強化社區
關懷體系，貫
徹社區在地化
服務（4%） 

(3)社區照顧
關 懷 據 點
健 康 導 入
多 元 活 動
(1%) 

-100% 1.未達成原因分析: 
110年因受疫情影響，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
動暫停辦理，故未達目標值，111年俟疫情
狀況規劃辦理。 
2.因應策略: 
110年多元健康導入活動，雖因防疫規定無
法辦理實體課程及活動，但提供線上運動課
程鼓勵長者在家持續運動，藉以維持健康活

型態。111年擬規劃多元課程增加據點活動
特色，如因疫情影響時，將持續連結各項線
上課程(含志工訓練)，強化據點志工及長者
使用多媒體知能，讓長輩在家仍能維持人際
互動、學習新知，藉以發揮據點功能。 

（一）核心業
務面向 
11.老來寶樂
活網 -提供老
人關懷照顧，
維護老人生活

安適（7%） 

(2)老人日間
照顧服務方案
(1%) 
 
 
 

 
 

-17.49
% 
 

 
 
 

 
 

1.未達成原因: 
老人日間照顧服務係為機構式照顧服務，服
務及活動大部分於密閉式空間進行，110年
度因受疫情影響 5 ~7月暫停服務，故未達
目標值。 
2.因應策略:目前因疫情減緩，服務正常提

供中，為維護照顧者及長輩身心安全，未來
仍視疫情情況，全力配合地方及中央防疫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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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敬老及長
青 學 苑 活 動
(1%) 

 
 
 
 
-73.06

% 

施，倘因疫情需要需暫時停止提供服務，將
由照服員改由電話關懷訪視長者，以達照顧
服務之目的。 
 
1.未達成原因：敬老及長青學苑活動因疫情
影響，停辦敬老活動；長青學苑停辦一期課
程。故達成率偏低。 
2.因應策略：111年俟疫情狀況規劃辦理。 

（一）核心業
務面向 
13.落實推動

身心障礙照顧
服務網絡(8%) 

(2)擴增復康
巴士服務成效
(1%) 

 
 
 
 
 
 
 
 
(5)結合民間
社團辦理社區
日間作業設施

服務   (1%) 

-11.4% 
 
 

 
 
 
 
 
 
 
 

-23.9% 

1.未達成原因分析： 
本縣復康巴士乘客多以就醫及復健為主要
訂車需求，110年度因疫情影響，3級警戒

期間大幅降低預約搭乘，故 110年度未達服
務目標值。 
2.因應策略： 
疫情期間，將持續配合防疫措施，增購相關
防疫用品及落實防疫工作（測量體溫、口罩）
以維持服務運作，疫情一旦趨緩後，將可恢
復服務狀態穩定，並能達成預期目標。 
 
1.未達成原因分析： 
110 年度因疫情影響，3 級警戒期間暫停服
務，採以電話關懷方式追蹤學員及在家照顧

情形，故 110年度未達服務目標值。 
2.因應策略： 
疫情期間，將調整服務方式並持續配合防疫
措施，增購相關防疫用品及落實防疫工作
（測量體溫、口罩）以維持服務運作並能達
成預期目標。 

（一）核心業
務面向 
15.健全社會
救助服務網絡
(3%) 

(2)家庭自立
脫貧方案(1%) 

-24% 1.未達成原因： 
本次方案(暑期營)因疫情影響暫停辦理，故
服務人數未達原訂目標值。 
2.因應策略： 
111年指標將依委員建議，將以參加儲蓄方

案個案人數計算，以符合實際辦理情形。 

（二）業務創
新改良面向 
2.建置七美長
照據點(5%) 

工程完工(5%) -10.53
% 

1.未達成原因分析： 
(1)110年 6月至 8月因疫情影響，以及辦
理變更設計等。  
(2) 110年 11月中起，受船運延遲影響，電
梯、大型機電材料等無法進場施作。 
2.因應策略： 
(1)加速變更設計經費之籌措。 
(2)請廠商調整施作順序，先行施作材料已
到位的工項。 
3.111年 1月落後之工程進度已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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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面
向 
合 理 分 配 資
源，增進預算
執 行 績 效
（10%） 

(2)各機關年
度資本門預算
執行率（3%） 

-86.41
% 

1.未達成原因分析： 
享居社福養生園區 
(1)衛生福利部複審程序延宕。 
(2)工程單價偏低流標 2次。 
2.因應策略： 
召開工程流標原因檢討會議，決議提高單價
並將土建及機電分開招標。 
3.111年 1月重新上網公告招標。 

肆、績效總評 

本處 110 年度共有「培力社區，建構新能量」、「辦理節日慶典及社會活動」、

「勞動法令扎根宣導，權益落實保障」、「關懷移工生活適應，打造和諧友善職場」、

「落實身障就業權益，深化職業重建服務」、「聘任專業檢查員執行勞動條件檢查」、

「發展新住民家庭服務，推廣多元文化融合性」、「推展家庭暴力社區初級預防工

作」、「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強化社區關懷體系，貫徹社區在地化服務」、

「老來寶樂活網-提供老人關懷照顧，維護老人生活安適」、「增進志願服務素質

及效能」、「落實推動身心障礙照顧服務網絡」、「強化社會安全網-整合保護性

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健全社會救助服務網絡」、「建構公共化托育空間」、

「成立社區資源中心」、「建置七美長照據點」、「推動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作

業」、「興建望安社會福利館」、「興建享居社福養生園區」等 21 項績效目標，

其下訂定 56 項衡量指標。是以，為能持續提升行政效能及競爭力，本處將持續各

面向績效目標之達成，並訂定更多元化之績效發展指標，俾落實績效評核制度，努

力突破現有困境，積極達成預定之績效目標。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培力社區，建構新能量 

(一)輔導縣內社區推行聯合社區計畫 

    聯合社區計畫由本縣推行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良好之社區(領航社區)與協力

社區共組聯合社區，推動有共同需求之居民服務方案，並彼此學習社區工作理念

與技術，使社區間的學習從「陪伴社區」進而成為「伙伴社區」發展區域社區工

作能量。 

    110 年依年度目標輔導案山、五德、赤崁、橫礁、東安、西湖 6 社區，結合

鄰近協力社區申辦聯合社區計畫，並於年度內執行完竣。聯合社區計畫內，本府

輔導推動社區內弱勢民眾福利服務為主題，即以執行福利社區化方案為導向。其

福利社區化方案包括：老人福利服務、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新移民家庭福利服

務、婦女福利服務、單親家庭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弱勢家庭福利服

務、或志工培訓方案及其他與弱勢民眾有關之福利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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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除湖西鄉湖西社區以衛生福利部補助旗艦型計畫模式，執行聯合社

區外，其他各鄉市均依社區服務能量，至少輔導一領航社區帶領協力社區執行聯

合社區計畫。另為培植領航社區量能接替，年度內自馬公市原有聯合社區中，抽

離朝陽及東衛社區，操作小規模聯合社區計畫。 

       (二)輔導縣內社區推行社區成長教室計畫 

輔導朝陽、陽明、湖西、南寮、尖山、中屯、講美、鎮海、港子、橫礁、小門、

竹灣、內垵、外垵、東安、西安、中社、西湖等，各鄉市 42 社區辦理成長教室，

110年度共計辦理 133場次。成長教室內容由社區自行規劃辦理，以配合政令宣

導、文教活動、國家慶典、民俗節目等為主活動內容，另以社區成員之興趣與需

要，設計寓教於樂之副活動。 

二、辦理節日慶典及社會活動 

本府為喚起民眾對家庭教育之重視，以崇尚孝道，倡導家庭教育、宣揚我國固有倫

理道德，於本年 5 月份及 8 月份以公平、公正、公開、客觀原則舉辦本縣模範父（

母）親代表選拔與表揚聯誼活動，並透過公開表揚宣揚父（母）愛的偉大，增進社

會和諧，塑造家庭價值。 

三、勞動法令扎根宣導，權益落實保障 

(一)勞動法令政策宣導及研習活動 

1.辦理勞動基準法令宣導說明會 2場次，參與人數 73人。 

2.辦理勞動基準法令遵循輔導說明會 2場次，參與人數 91人。 

3.配合勞動部合作辦理勞動基準法令宣導 1場次，參與人數 88人。 

4.配合勞動部合作辦理 110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暨相關法規」說明會 1

場次，參與人數 43人。 

(二)落實勞資會議制度建立 

為落實勞資會議機制建立，勞動條件法令遵循訪視宣導，辦理 110年度澎湖縣政

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活動 1 場次，參與人數 42 人次，促進新成立勞資會議之事

業單位共計 21家。 

(三)勞資爭議案件調處 

110 年勞資爭議諮詢累計 142 案 285 人次，勞資爭議調解 18 案（14 案成立、4

案不成立）。 

(四)辦理就業人才及勞動專業人員訓練 

1.職業訓練：110年 8月 16日至 10月 14日辦理「銀髮養生料理班」、110年 9月

13 日至 10 月 29 日辦理「民宿經營管家實務班」，等 2 班短期職業訓練，共計

60人參訓，結訓計 54人，因尚於就業輔導期，訓後就業未計算，就業率為待統

計。 

2.就業促進活動：「求職防騙或青少年就業服務宣導會」3 場次，參與人數 2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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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建立自我定位-啟動就業競爭力-找到優勢，連結趨勢實施計畫」，共計

1場次(2天)參與人數 18人。 

3.110 年勞工學苑-團體協商與勞資會議宣導 8 場次，促進勞工對勞動法令、勞動

權益之認知及紓解勞工工作與生活壓力，參與人數 184人。 

4.職場平權及性騷擾防治研習會，參加人數 48人。 

5.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教育訓練 1場，參與人數 66人。 

6.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1)職業安全業務主管暨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1場，參與人數 71人。 

(2)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1場，參與人數 54人。 

(3)急救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2場，參與人數 61人。 

(4)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育 1 場(縣府與營

造發展協會合作辦理)，參與人數 46人。 

(5)營造業(露天開挖、擋土支撐)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1 場(縣府與營造發展

協會合作辦理)，參與人數 28人，參與人數共計 260人。 

7.110年度健全勞工身心靈發展活動，計 3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120人： 

(1)「禪繞畫，話纏繞-與自己的身心對話」活動 2 場次，邀請縣內勞工朋友一

同給自己留點時間，多點空間，拿起筆紙與自己好好的對話，消除生活中那

些被忽略的壓力，透過紙筆之間與自己溝通互動，協助勞工身心正向發展，

參與人數 75人。 

(2)「植來植往-園藝與身心的自我療癒」活動，邀請縣內勞工朋友一同來給自

己藝點喘息的空間，透過園藝生活與植物之間的交流，消除生活中那些被忽

略的壓力，透過專業講師的引導，協助勞工身心正向發展，參與人數 45人

。 

四、關懷移工生活適應，打造和諧友善職場 

(一)落實外國人生活照顧與協助 

截至 110年 11月止轄內移工總人數 2,556人。110年度辦理訪視雇主、外國人聘

僱管理訪視及諮詢服務共 3,180件（包含例行訪查 684件、入國通報 537件、交

查或檢舉案件 617件、諮詢服務 743件、親訪案件 320件、爭議案件 3件、終止

契約驗證 276件）。 

(二)辦理關懷訪視及多元文化交流活動 

1.外國人法令宣導計畫，110年配合本縣各項園遊會設攤活動宣導，建立外國人、

雇主、及一般民眾等對就業服務法之正確認知，以輕鬆的方式吸收所傳導的訊

息，將就業服務法法規觀念，使雇主、外國人將法令落實於職場及日常生活中

，若外國人遇有就業服務法問題，勇於提出申訴，捍衛自身權利，參與人數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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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防制人口販運專業人員訓練：以邀請辦理外國人相關業務、仲介業者、相關公

部門單位為對象，課程安排以防治人口販運法及移工管理輔導為主，授課 4 小

時，另敦聘學者專家現場授課及提供案例與學員彼此分享，並預留交流時間由

講師與學員雙向溝通，參與人數 37人。 

 3.外國人查察行動服務：藉由專車機動性之服務，亦可提供偏遠地區聘僱外國人之

雇主與外國人相關之聘僱法令規定，並使外國人申訴管道確切落實，以避免因

資訊不完全，致衍生違法情事或勞資糾紛，以建立雇主合法聘僱外國人之認知

，並促進勞資和諧，創造雙贏之局面。 

五、落實身障就業權益，深化職業重建服務 

(一)各項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計畫服務人數共 173人 

1.辦理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計畫，由專責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依需求、能力及

興趣，進行訪談共同擬定職重計畫，協助連結適當就業服務，提供服務 54人。 

2.職業輔導評量服務計畫，服務人數為 19人。 

3.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環境整理班」，7人參訓並結訓。 

4.辦理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服務人數為 50人。 

5.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服務人數為 22人(含見習)。 

6.辦理職務再設計，辦理 9件(補助助聽器 7案、補助視力協助員 2案)。 

7.視障者就業服務人數為 10人。 

(二)就業人數 72人 

1.辦理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計畫，職業重建服務結案原因為穩定就業 3 個月以

上為 18人。 

2.參加職業訓練後就業人數為 4人。 

3.支持性就業服務後就業人數為 19人。 

4.庇護性就業人數為 21人。 

5.視障者就業人數為 10人。 

六、聘任專業檢查員執行勞動條件檢查 

(一)盤點轄內事業單位勞動法規落實情形 

110 年度實施勞動條件檢查(包含申訴檢查、性別平等檢查)總計 11 大類：「公共

行政及國防」、「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批

發及零售業」、「其他服務業」、「金融及保險業」、「教育業」、「運輸及倉儲業」、「

營建工程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計 351家次。 

(二)辦理勞動基準法令遵循輔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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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輔導事業單位總計 8 大類「支援服務業」、「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批發及零售業」、「教育業」、「營建工程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計 125家次。 

七、發展新住民家庭服務，推廣多元文化融合性 

(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服務 

依據新住民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由專業社會工作人力共同擬定個別的處遇計畫

，經由個案家庭訪視輔導、社會福利資源之連結與轉介等。預計服務個案管理目

標為 76案，實際個案管理服務為 76案，執行率為 100%。 

 (二)新住民整合型社區服務據點社會福利服務相關活動 

新住民整合型社區服務據點社會福利服務相關活動，已於五鄉一市成立 6處新住

民整合型社區服務據點，提供生活適應協助、問題諮詢、就業資訊、社會福利資

訊、定期聚會場所、活動參與等需求協助，辦理服務方案 22場次，971人次參與

；執行率 100%。 

 (三)辦理多元文化社區宣導活動 

為使縣內社區民眾瞭解多元文化，增進族群間認識，故以各項宣導形式進行多元  

文化交流，並提供新住民福利資源管道，其中辦理之多元文化宣導活動，包含新

住民家庭福利宣導、多元文化攤位宣導、移民節等。辦理多元文化宣導活動，預

估 1,200人次參與，實際 1,160人次參與活動，執行率為 96.6%。 

八、推展家庭暴力社區初級預防工作 

(一)推動社區參與防暴初級預防宣導 

家暴防治宣導計 62 場次、澎湖縣真愛服務協會辦理家暴性別暴力宣導 32 場次(

參與人次 1,278人)、馬公市朝陽社區發展協會性別暴力宣導 6場次(參與人數 263

人)、馬公市案山社區發展協會性別暴力宣導 13場次(參與人數 1,048人)、西衛

社區發展協會性別暴力宣導 11場次(參與人數 563人)。 

(二)培力社區防暴種子 

辦理社區防暴聯合共識會 3 場次，個別輔導共識會 1 場次，「社區防暴種子」培

力營 1場次，110年徵件說明會 1場次。 

九、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 

(一)婦女公共參與培植 

辦理 110 年澎湖縣孵夢進階計畫-婦女團體培力課程，強化婦女團體方案計畫撰

寫能力，另聘請專督導，輔導業務推動及婦女團體計畫規劃與執行。 

(二)婦女生涯規劃養成 

輔導婦女團體申請衛生福利部經費辦理弱勢婦女暨身障婦女支持培力計畫，透過

活動學習，增進身心障礙婦女自我經營之成長觀念與動力之外，並建立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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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會及家庭的支持動力，並鼓勵弱勢暨身心障礙婦女外出參與活動，與其

他家庭互動，透過膗團體支持及交流，體認到自己並不孤單，討論照顧上面臨的

難題、互相分享資訊與彼此支持打氣，適時地對外尋求相關社會資源或是親友支

持的幫助，並且提供社會支援支持身心障礙者婦女自立及發展，來減少照顧者壓

力。 

十、強化社區關懷體系，貫徹社區在地化服務 

(一)老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方案 

縣內普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以貼近民眾生活，截至 110

年 12月止，於 5鄉 1 市設置 53處據點，提供長者初級預防服務。共計提供老人

關懷訪視 25,415人次、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30,085人次、送餐服務 19,147

人次及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252,204人次。 

 (二)老人社區共餐服務 

辦理長者共食服務：為鼓勵長者多走出家門與人際互動，故於社區開辦定點共餐

服務，目前全縣計有 30 處定點共餐據點，另有 6 處每月辦理共餐一次，共計服

務 127,290人次。 

十一、老來寶樂活網-提供老人關懷照顧，維護老人生活安適 

(一)老人居家服務方案，預計服務 200,000人次，實際服務 215,980人次。 

(二)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方案，預計服務 17,000人，實際服務 14,026人次。 

(三)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預計服務 8,500人次，實際服務 15,040人次。 

(四)老人到宅沐浴車服務實施方案，為避免及減少個案因沐浴而發生意外提供適當照

顧，總計服務達 1,011人次。 

(五)獨居老人雲端資訊管理服務方案，提供獨居老人資訊管理平台服務方案，共計

16,884人次。 

(六)建置緊急救援系統提供服務，提供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共計 1,194人次。 

(七)辦理敬老及長青學苑活動，共計 528人次。 

十二、增進志願服務素質及效能 

(一)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辦理志願服務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成長訓練、領導訓練、志願服務資訊系

統教育訓練、重災志工人力教育訓練，訓練場次總計 9 場次，訓練人數總計 603

人次，有效提升運用單位能量及志工服務品質。 

(二)落實志願服務工作 

志願服務內容包括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原住民、外籍配偶，提

供支持性服務，並納入民間社區力量，使福利社區化及在地化，有效提升在地志

願服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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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落實推動身心障礙照顧服務網絡 

(一)推動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弱勢的身心障礙者全人關懷的服務，並以良好的跨網絡

團隊合作提供個別化專業服務，極積介入有需要之身心障礙者家庭，提供所需服

務，減緩其問題惡化，提升其生活品質。本年度個案服務(含個案輔導、諮詢服

務、簡短服務、追蹤服務、轉銜服務、轉介服務、臨短托服務等)共提供 1,892

人次服務。 

(二)擴增復康巴士服務成效 

擴大復康巴士免費服務範圍，逐年擴增服務能量，滿足障礙者服務需求，總計全

年服務 31,897人次。 

(三)規劃輔具資源中心服務方案 

提供障礙者輔具單一窗口及綜合服務，總計全年服務 9,255人次。 

(四)推廣優先採購身心障礙者產品及服務 

透過多元的推廣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生產之產品及服務有更多宣傳管道，讓一

般民眾能夠更認識及更方便購買身心障礙者生產之產品及服務，全年度共有 7種

宣導方式(或場次)。 

(五)結合民間社團辦理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結合民間社團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魔豆手作工房、集愛

工坊、應許之地)，為有部份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提供社區式服務，本年度共

提供 11,340人次服務，社區參與提供 462人次服務。 

(六)推動身心障礙全日型照顧機構服務 

推動全日型機構照顧服務，完成身心障礙全日型照顧機構興建及公辦民營委託財

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健全本縣身心障礙者機構式照顧服務網絡，綜

計全年服務 303人次。 

(七)建構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服務計畫 

提供個案服務 2,011人次，紓壓活動、玩膳食堂、照顧技巧、支持團體、專家到

宅、喘息服務、電話關懷等服務 2,368 人次，於各社區辦理 12 場次巡迴下午茶

服務 271人次，其他社區宣導、夢工坊、照顧咖啡館活動等服務 2,426人次。 

(八)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 

輔導本縣團體設置 4 個據點數，分別於馬公(鎖港里)、湖西(中西村)、西嶼鄉(

內垵村)與望安鄉(水垵村)。並常態提供身心障礙者定點式及常態性日間式照顧

支持服務，服務內容包含生活自理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閒生

活服務、健康促進服務、社區適應服務、其他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及制定個別化

服務計畫等，共計服務 4,21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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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強化社會安全網-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一)24小時內通報 

110年度通報 648案件次，於 24小時完成案件為 645案件次，達成率 99.54%。 

(二)降低保護性個案再開案 

109 年度保護性個案結案件數為 121 案，109 年度結案後於 110 年度再被通報案

件數為 29案，再開案率 24%，達到降低保護性個案再開案率。 

(三)提升兒少保護性案件開案 

110 高度風險家內兒少保護通報人數 27 案，110 年接受服務兒少人數 13 案，達

成率 48.15%，提升兒少保護性案件開案率。 

(四)成人保護性案件服務訪視 

110 年成人保護案件服務 1,056 案次，進行陪同出庭、聲請保護令、法律協助、

經濟補助及轉介目睹暴力等服務，達成率 96%。 

(五)脆弱家庭關懷訪視 

110年貧窮(低收、中低收入戶 6歲兒少以下家戶、急難救助、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有能力未就業)及風險(脆弱)家庭關懷訪視戶數 411戶/109年貧窮、風險(脆弱

)家庭總戶數 280戶，達成率 100%。 

十五、健全社會救助服務網絡 

(一)實物銀行扶助服務方案 

透過各領域轉介，實際扶助 2,984人次。 

(二)家庭自立脫貧方案 

澎湖縣青年發展帳戶 60 人次，寒假營 160 人次、社會救助業務外聘督導計畫 7

人次，共 227人次。 

(三)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服務方案實際服務關懷兒少 532人次。 

十六、建構公共化托育空間 

110 年度五德、湖西、港子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光榮、前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 5

處托育服務機構，110年 1-12月服務 804人次。 

十七、成立社區資源中心 

110 年度於本縣勞工育樂中心設置社區資源中心，建置社區發展協會會務檔案資

料庫，並提供相關研習空間，配合本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提供無固定活動空間

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十八、建置七美長照據點 

(一)運用前瞻基礎建設經費結合本縣公有閒置土地於七美鄉興建多功能型長期照顧

服務據點，複合辦理日間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日間布建，提供區域內失能者多元

的長期照顧服務資源。預計 111年開始營運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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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 110年 12月，預定進度 81.05%，實際進度 79.38%，施做工項：裝設電梯、

戶外排水溝開挖、衛浴設備安裝。 

十九、推動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作業 

(一)輔助輔導業者環境作業改善 

輔導事業單位申請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器具補助：(申請廠商:將軍影音

電器行、仲泰家電製品行、勇伯電器行，申請項目:合梯、移動梯、安全帽、安

全鞋、安全帶、防墜器、探漏器)。 

(二)進場輔導評估作業 

至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輔導及宣導申請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器具補助：辦理轄內職

業安全衛生輔導、宣導工作，依事業單位類別與屬性，針對其必須符合職業安全

衛生法相關法令辦理宣導以及輔導落實，50家次。 

(三)行銷宣傳輔導作業 

職業災害勞工權益宣導廣告刊登及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2場次： 

1.加強宣導職業災害勞工權益，協助因職業災害造成家庭功能失調或生活陷困之

職災勞工家庭，以個案管理的專業服務模式提供職災勞工權益保護、職災慰問

與家庭功能維護、重返職場協助。 

2.營造業危害預防暨動態性高處作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含預防異常工作負荷)，協

助縣轄內營造業及從事冷氣空調、廣告招牌、電線電纜作業等事業單位，加強

高處作業應注意安全預防措施及落實安全衛生管理，透過實際案例分析討論，

使從事高處作業之事業單位具備墜落危害辨識能力及提升安全衛生知能，實施

自主管理以達成降低墜落職業災害之目的，參與人數 42人。 

3.營造業危害預防作業安全衛生宣導會(職災停看聽與人因性危害預防)，協助本

縣轄內營造業提升安全衛生及防災專業知能，強化主要災害危害辨識能力及作

業安全管理，會中將詳加解說「墜落災害預防」、「墜落職業災害案例解說」、「職

災停看聽與人因性危害預防」等相關課程，使事業單位具備墜落危害辨識能

力，提升安全衛生知能，以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參與人數 18人。 

二十、興建望安社會福利館 

本工程於 108年規劃設計，於 109年 1月開工，預計完工日為 110年 12月 14日

，並已於 111年 1月 5日函報竣工。截至 110年 12月 31日工程執行進度為 99.48%

，期間受疫情影響致人工及材料進場延遲，及因澎湖冬日氣候影響致無法施工等

因素，工程落後。 

二十一、興建享居社福養生園區 

(一)鑑於我國近年來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等現象，顯示各項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及公

共托育資源之設置，有其急迫性，且本縣相關資源較為不足；故規劃於鼎灣村打

造 1處「享居社福養生園區」結合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托育資源

服務等融合各類型服務資源的多功能綜合型長照社福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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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年核定工程細部設計並上網公告發包，預計於 111年動土、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