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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雲林縣政府、雲林縣大埤鄉公所、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

利部。 

貳、案   由：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村長、村幹事及雲林

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員已經發現轄內8旬徐

姓阿嬤有遭受疏忽之情狀，構成家庭暴力

及老人虐待情事，卻未能依規定通報，嗣

後又未持續追蹤及探求徐阿嬤生活處境，

導致徐阿嬤三餐不繼、營養不良，並處於

不良生活環境長達半年，卻未能獲得適當

之保護及安置；又本案徐阿嬤之外孫子女

未將徐阿嬤每月所領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支用於徐阿嬤之養護及生活所需，詎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

生福利部等對此類事件卻消極對待，既無

定期或不定期主動查訪作為，事發後又未

積極研議相關法規政策以建立補救機制，

造成該津貼係為照顧貧困老年農民生活之

立法目的無從落實；另雲林縣政府延宕核

撥徐阿嬤保護安置費用，均核有疏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雲林縣1名8旬徐姓阿嬤(下稱徐阿嬤)遭其外孫子女

虐養，三餐不繼瘦成皮包骨，半年未洗澡且疑遭禁錮繩

綁，經媒體大幅報導引起社會震驚。國內老人受虐案件

逐年增加，民國(下同)101年及102年通報事件均高達3千

餘件，但我國因應老人受虐之法制面及執行面有無漏洞

？有何防治及因應對策？是否依法執行通報及救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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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加害人有無依法處置並向其求償保護及安置費用？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及老人年金有無確

實用於養護老人？均有深入瞭解及調查之必要，爰本院

立案進行調查。 

案經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

會)、雲林縣政府1提供書面資料；復於103年11月7日邀

請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卓○英副教授、國立暨南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黃○忠助理教授、中華民國老

人福利推動聯盟吳○琴秘書長、社團法人雲林縣老人福

利保護協會林○立理事長、財團法人天主教中華道明修

女會附設福安老人療養所(以下簡稱福安老人療養所)孫

○如主任及林○美副主任提供意見。再於104年1月20日

詢問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張○鴛司長、社會及家庭署

田○武主任秘書、社會保險司姚○文專門委員、農委會

輔導處張○盛處長、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以下簡稱勞保

局)劉耆誠副局長、雲林縣政府許義豐秘書長、社會處丁

○哲處長、雲林縣大埤鄉公所社會課江○文課長、游○

德村幹事暨相關主管人員；復參酌衛生福利部、農委會、

勞保局、雲林縣政府於本院詢問前及詢問時所提供之書

面說明及卷證資料，業經調查竣事，茲將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大埤鄉公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衛生福利部所涉違失，臚列如次： 

一、本案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村長及村幹事早已知悉徐阿

嬤之外孫子女未盡照顧及扶養之責任，並全靠徐阿嬤

所領之老農津貼為生，且以徐阿嬤名義四處向人借

錢，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卻未依規定通報

主管機關，使得徐阿嬤嗣後因跌倒致無法自理生活，

而遭受更為嚴重之疏忽，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嗣徐阿

                                      
1
 衛生福利部以103年11月28日衛部護字第1031461432號函、農委會以103年10月16日農輔字第

1030235693號函，雲林縣政府以103年11月4日府社老一字第1035641780號函等查復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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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後，無法自理生活，雲林縣政

府社會處社工員與該縣大埤鄉公所村幹事曾於同年4

月2日至案家訪視，當時即已發現徐阿嬤有長期照顧

之需求，卻對徐阿嬤身體明顯瘦弱，並躺臥在木板床

上，未蓋棉被、未有床墊，下半身僅著內褲等有遭受

疏忽之情狀，已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未能

依規定通報，嗣後又未持續追蹤及詳加探求徐阿嬤生

活處境，導致徐阿嬤三餐不繼、營養不良，並處於不

良生活環境長達半年，卻未能獲得適當之保護及安

置，直至103年9月26日經該縣議員通報後，該府始緊

急將徐阿嬤予以保護安置，雲林縣政府、雲林縣大埤

鄉公所均有嚴重違失。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第1項規定，社工人員在

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24小時。

復按96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老人福利法第43條第1

項規定，社工人員、村(里)長與村(里)幹事於執行職

務時，知悉老人有疑似遭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

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遺棄等情況

者，應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老人虐待案件：本案徐阿嬤生於18年(其夫、其女及

女婿均已亡故)，與其外孫女(42歲)、外孫子(31歲)

及外曾孫女(9歲)同住。103年9月26日雲林縣蔡東富

議員接獲有關徐阿嬤疑遭虐養之陳情後，隨即通報

警員及社工人員前往處理。該府社會處到場後發現

徐阿嬷很瘦弱，遂將其送至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雲林分院(以下簡稱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就診

，經檢查發現，徐阿嬤長時間營養不良，體力虛弱

，腳部水腫。該府考量徐阿嬤之外孫子女實已無法

再予妥善照顧，爰依老人福利法第41條規定將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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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予以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療養所。根據相關報載

內容及照片2顯示，當天現場徐阿嬤包著尿布躺在儲

藏間的木板床上，下半身未著褲子，床鋪上沾有排

泄物，床邊擺有1瓶髒污且長著清苔並裝有自來水

的寶特瓶。嗣經雲林縣政府調查後，認徐阿嬤之外

孫子女長期提供不潔飲水、食物及不良生活環境，

致徐阿嬤長期營養不良，爰依老人福利法第51條規

定以104年1月14日府社老一字第1045601577號裁

罰書，對徐阿嬤之外孫子女各裁罰新臺幣(下同)5萬

元。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以下簡稱斗南警分局)

另以103年10月3日雲警南刑字第1030012597號刑

事案件報告書，將徐阿嬷之外孫子女以涉遺棄罪嫌

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 

(三)103年3月28日徐阿嬤跌倒前，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

村長及村幹事早已知悉徐阿嬤之外孫子女未盡照

顧及扶養之責任，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

卻未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 

１、查徐阿嬤之外孫與配偶於98年間離婚，並育有1

女，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 (以下簡稱雲萱

基金會)經評估案家符合開案標準後，遂自99年7

月30日提供單親家庭服務迄今，不定期關懷訪

視案家並提供生活物資。該基金會為瞭解案家

狀況，曾於103年4月11日去電該縣大埤鄉三結

村徐萬成村長進行會談，其個案服務紀錄明載

當天村長之陳述略以： (1)徐阿嬤之外孫子女帄

日都不工作，好手好腳卻只會四處騙吃騙喝，

向人借錢，自己及村幹事都曾被案家借過錢。

(2)徐阿嬤之外孫女之前就一直沒工作，並非要

                                      
2
 資料來源：103年9月27日聯合報A12版、103年9月27日自由時報A23版、103年9月27日中國時報

A1版、103年9月28日中國時報A8版、103年10月2日自由時報B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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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老阿嬤才沒有工作。 (3)老阿嬤領有老農津

貼，村長之前也會幫助老阿嬤申請一些補助，

但其外孫女有時沒錢，會跟老阿嬤要錢，有一

次甚至將老阿嬤直接載到村辦公室要借錢。 (4)

徐阿嬤之外孫女向徐阿嬤拿錢後，也沒有對徐

阿嬤好一些，每次對徐阿嬤講話態度都相當不

好，每次看到徐阿嬤之外孫女對徐阿嬤的態度

，都覺得很生氣。 

２、該縣大埤鄉三結村游精德村幹事於104年1月20

日本院詢問時說明徐阿嬤受照顧狀況稱：案家

經濟狀況不佳，外孫子女根本沒什麼收入，全

家都只靠阿嬷的7千元老農津貼度日；阿嬤的外

孫女常常把阿嬷推出來借錢，也都不出去工作

，都靠阿嬷的7千元老農津貼，並藉著阿嬷名義

，到處去借錢；阿嬷原本就很瘦，但跌倒之後

，未受到好的照顧，就更瘦了；2個外孫子女懶

惰，阿嬤未跌倒前，都是阿嬷煮給他們吃，阿

嬷是家中主要照顧者等語。 

３、由上可知，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村長及村幹事

早已知悉徐阿嬤之外孫子女未盡照顧及扶養之

責任，全靠徐阿嬤所領之老農津貼為生，並以

徐阿嬷名義四處向人借錢，亦向徐阿嬤討取金

錢等，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惟該2人

卻未依規定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以即時調查處理

，使得徐阿嬤嗣後因跌倒致無法自理生活，而

遭受更為嚴重之疏忽，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實

有疏失。雲林縣政府於103年12月29日提供本院

之書面說明坦承：本案可歸因法定通報人員敏

感度不足，該府於103年12月23日以府社老二字

第1035648831號函請該縣各鄉(鎮、市)公所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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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老人保護法規，並訂於104年度辦理各村(里

)長及村(里)幹事宣導活動等語。 

(四)103年3月28日徐阿嬤跌倒後，雲林縣政府社會處社

工員與雲林縣大埤鄉公所村幹事於同年4月2日至

案家訪視時，已經發現徐阿嬤明顯有遭受疏忽之情

狀，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卻未能依規定

通報，嗣後又未持續追蹤及探求徐阿嬤生活處境： 

１、查徐阿嬤於103年3月28日自樓梯跌落，撞及後

腦，經送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就診，並住院4日。

徐阿嬤跌倒後行動不便，進食及洗澡皆已無法

自理，雲萱基金會遂轉介華山基金會提供協

助。103年6月13日及8月1日雲萱基金會個案服

務紀錄顯示，華山基金會曾至案家訪視，發現

徐阿嬤確有符合失能狀況，該基金會並將有關

老人送餐服務資訊提供徐阿嬤之外孫女，惟其

外孫女卻以許多理由推託，不願申請該項服

務。 

２、徐阿嬤於103年9月29日斗南警分局詢問時稱：

「我孫子之前有每餐提供飲食，近期每天提供一餐

或二餐提供食物不等，我肚子很餓時，會踢電鍋

告知孫子需要用餐，孫子會將餐食放置在地板上

的鍋子內，我再自行取用；我無法下床行走」、

「我孫子帄常不會關心我的生活需求，每次要我自

行提出要求才會提供，但並非每次獲得回應」、

「孫子無固定提供食物給我，無提供金錢給我」、

「(問：妳外孫張○樟、張○媚帄時都給你吃何種食

物？)稀飯加醬油等食物，但無每餐提供食物給我

食用」、「(問：妳有無辦法自己打理生活？有無自

救能力？)無法自行處理，由孫子不定期協助擦澡

及更換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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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徐阿嬤之外孫女於103年9月28日斗南警分局詢問

時自承：「每天都幫忙換尿布1至2次。至於身體部

分，偶爾才幫忙擦拭我外婆徐○鑾一次身體」。徐

阿嬤之外孫於103年9月28日斗南警分局詢問時亦

自承：「我外婆徐金鑾生活起居及居住環境的情形

都是我姐姐張○媚打理，詳細情形我不清楚。」 

４、福安老人療養所於103年11月7日本院諮詢時說

明徐阿嬤之生活狀況稱：徐阿嬤表示如其帄時

肚子餓向其外孫女要東西吃時，其外孫女會推

說沒有食物等，如果徐阿嬤再吵，就要殺死她

；徐阿嬤不願回家讓其外孫女繼續照顧等語。 

５、上開證據顯示，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後

，由於行動不便，無法自理生活，亦無自救能

力，必頇完全仰賴家屬之照顧及保護，惟卻遭

其外孫子女虐養。其外孫子女非但漠視徐阿嬤

之生活需求，並剝奪其日常基本維生，僅以稀

飯加醬油作為徐阿嬤之餐食，且帄時僅提供1至

2餐，又未替其沐浴，僅偶爾協助擦澡。  

６、查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詹富閔社工員與該縣大埤鄉

三結村游精德村幹事曾於103年4月2日至案家訪

視，村幹事於104年1月20日本院詢問時陳稱：訪

視時看到阿嬷很老、很瘦弱，睡在冰冷的木板床

上，未蓋棉被、未有床墊，下半身僅穿內褲，社

工員見狀後即提醒其外孫女要幫阿嬤墊棉被、拿

衣物被蓋其身上，並建議申請居家服務或機構療

養等語。當時徐阿嬤既有前述情狀，明顯有遭受

疏忽之情事，而有符合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通報

之事由，亦有長期照顧之需求，然該2人卻未主

動查明並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社工員嗣後又未

持續追蹤訪視以確認徐阿嬤受照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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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游精德村幹事於本院詢問時並自承：徐阿嬷剛跌

倒時，沒辦法自己吃，到了8、9月時，情況比較

嚴重，我也常向案家建議把阿嬤安置到機構；阿

嬷原本就瘦，但跌倒之後，未受到好的照顧，就

更瘦；4月2日訪視後，有時會送米到案家等語。

惟村幹事竟仍對徐阿嬤瘦弱身體及生活處境毫無

留意，既未再詳加探求其有無受虐情事及受照顧

情形，亦未依規定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８、本案經衛生福利部查復本院表示：案家經濟狀

況不佳，該縣大埤鄉公所曾通報該府實物銀

行，經派員評估，建議家屬可申請長照服務

等；徐阿嬤之外孫女於調查時，亦敘及曾向該

鄉公所洽詢有關長照服務或機構安置之申請事

項，惟嗣後因考量費用緣故作罷；本案經該府

檢討，該鄉公所當下未警覺案家家庭環境不

佳、照顧功能薄弱致未予老人妥適之照顧與清

潔等節，將加強教育宣導等語。雲林縣政府亦

於103年12月29日提供本院之書面資料表示：將

加強該府社會處各社工人員教育訓練等語，並

於本院詢問時坦言：該府承辦實物銀行業務為

詹富閔社工員，可能敏感性不足，未能持續追

蹤以確認阿嬷後續接受照顧的情形等語。 

９、據上，該府社會處社工員及該縣大埤鄉公所村幹

事2人完全輕忽保護老人之重要職責，導致徐阿

嬤三餐不繼、營養不良，並處於不良生活環境長

達半年，卻未能獲得適當之保護及安置。直至

103年9月26日經該縣蔡東富議員通報後，雲林縣

政府始緊急將徐阿嬤予以保護安置，核有疏失。 

(五)綜上，本案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村長及村幹事早已

知悉徐阿嬤之外孫子女未盡照顧及扶養之責任，並



 9 

全靠徐阿嬤所領之老農津貼為生，且以徐阿嬤名義

四處向人借錢，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卻

未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使得徐阿嬤嗣後因跌倒致

無法自理生活，而遭受更為嚴重之疏忽，生活處境

更加惡劣。嗣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後，無法

自理生活，雲林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員與該縣大埤鄉

公所村幹事曾於同年4月2日至案家訪視，當時即已

發現徐阿嬤有長期照顧之需求，卻對徐阿嬤身體明

顯瘦弱，並躺臥在木板床上，未蓋棉被、未有床墊

，下半身僅著內褲等有遭受疏忽之情狀，已構成家

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未能依規定通報，嗣後又

未持續追蹤及詳加探求徐阿嬤生活處境，導致徐阿

嬤三餐不繼、營養不良，並處於不良生活環境長達

半年，卻未能獲得適當之保護及安置，直至103年9

月26日經該縣議員通報後，該府始緊急將徐阿嬤予

以保護安置，雲林縣政府、雲林縣大埤鄉公所均有

嚴重違失。 

二、老農津貼屬社會救助性質，為照顧經濟弱勢之老年

農民生活而設。本案徐阿嬤領有老農津貼，每月津

貼7千元一入其農會帳戶後，當天即遭其外孫女提領

，惟其外孫子女竟全靠該津貼為生，甚至徐阿嬤自

103年3月28日跌倒後，已無法自理生活，其外孫子

女仍未將該津貼支用於徐阿嬤之養護及生活所需，

致使徐阿嬤三餐不繼、長時間營養不良；惟農委會

、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等對此類事件卻消極對待，

既無定期或不定期主動查訪作為，事發後又未積極

研議相關法規政策以建立補救機制，造成該津貼係

為照顧貧困老年農民生活之立法目的無從落實，均

核有違失。鑑於我國失能、失智長者人數逐漸增加

，行政院允應責成相關權責機關研議解決之道，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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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農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老年基本保

證年金確實支用於老人身上。 

(一)按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 (以下簡稱老農津貼

暫行條例)第1條揭示，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

農民福祉，特制定本條例。查行政院於84年間所擬

具之老年農民福利金暫行條例草案，當時對於發放

對象訂有排富條件，嗣後雖經立法院審議後刪除，

惟該院於84年5月19日三讀完成審查老農津貼暫行

條例，仍作成附帶決議：「本條例之實施目的在照

顧需要照顧之老年農民，對不應照顧之富農及假農

民，行政院在訂定辦法時，應特別注意防止。」嗣

於10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老農津貼暫行條例第4

條，針對領取資格增定排富條件。因此，老農津貼

係為照顧經濟弱勢之老年農民生活，係屬社會救助

性質。 

(二)查政府為保障中低收入老人之基本生活水準，對年

滿65歲以上，生活困苦無依或子女無力扶養，且未

接受政府收容安置之老人，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此外，國民年金法自97年10月1日施行，對

於未滿65歲國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者外，均應參加該保險為被保險人，於年滿65歲時

，即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惟就該法施行時已年滿

65歲並領有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之經濟弱勢老年國

民，改以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名義繼續發放，以維持

其基本生活，其請領資格仍有排富條件(參照國民年

金法第31條規定)。因此，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亦為照顧經濟弱勢老人基本生

活之救助措施。 

(三)雲 林 縣 政 府 以 103 年 11 月 4 日 府 社 老 一 字 第

1035641780號函提供102年6月20日至103年9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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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徐阿嬤之農會存款簿影本顯示，徐阿嬤領有老農

津貼，每月津貼7千元一入其帳戶後，當天即遭提

領一空。根據103年9月29日斗南警分局之徐阿嬤警

詢筆錄明載：「(問：妳每月所領取補助金都是何人

在使用？)全由孫子(張○媚)代為領取，帳戶有無存

款，我不知道。」顯見徐阿嬤每月所領之老農津貼

，係由其外孫女提領，惟查： 

１、有關103年9月29日斗南警分局警詢筆錄顯示，

徐阿嬤遭其外孫子女虐養，其外孫子女漠視徐

阿嬤之生活需求，並剝奪其日常基本維生，僅

以稀飯加醬油作為徐阿嬤之餐食，帄時亦僅提

供1至2餐，又未替其沐浴，僅偶爾協助擦澡等

情，已如前述。 

２、103年7月15日及8月1日雲萱基金會個案服務紀錄

顯示，華山基金會曾欲對徐阿嬤提供原床泡澡服

務，卻遭其外孫女以家中無熱水而拒絕；嗣後華

山基金會又將有關老人送餐服務資訊提供徐阿嬤

之外孫女，每月僅需6、7百元，惟其外孫女仍以

許多理由推託，不願申請該服務；甚至其外孫曾

搶奪徐阿嬤之老農津貼，用以支付酒駕賠償費

用。 

３、雲林縣大埤鄉公所游精德村幹事於104年1月20

日本院詢問時表示：案家經濟狀況不佳，外孫

子女根本沒什麼收入，全家都只靠阿嬷的7千元

老農津貼度日；阿嬤的外孫女張○媚常常把阿

嬷推出來借錢，也都不出去工作，都靠阿嬷的7

千元老農津貼，並藉著阿嬷名義，到處去借錢

等語。 

４、由上顯示，徐阿嬤之外孫子女全靠徐阿嬤所領

之老農津貼為生，甚至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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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後，已無法自理生活，其外孫子女仍未將

該津貼支用於徐阿嬤之養護及生活所需。 

(四)關於如何防止老人相關津貼或年金遭其親屬或他

人不法領取及確保支用於老人身上等情事，經查： 

１、農委會函復表示：老農津貼入帳後，即為老年農

民之財產，其收支運用屬私權行為，係由老年農

民依其自由意思處理，該會無權涉入，後續亦無

進行家庭訪視評估等語。衛生福利部函復表示：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係由地方主管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逕撥至申請人帳戶，申請人領

取後如何使用，尊重其個人選擇及意願等語。

又，依法受委託辦理老農津貼及老年基本保證年

金核發業務之勞保局於104年1月20日本院詢問時

提供書面說明亦稱：前開津貼及年金匯入申領人

帳戶後，即屬申領人之個人財產，而為個人私權

行為之範圍，是其如何運用，尚非公權力所得涉

入等語。雲林縣政府於103年12月29日提供本院

之書面資料並稱：政府對於領取各項生活補助及

津貼之老人，依現行規定，以審查收入動產、不

動產、申請人年齡等作為發給之依據，如無特殊

情形，並無規定定期進行家庭訪視評估等語。顯

見老農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等，雖係政府為保障經濟弱勢老人之基

本生活，所發放之經濟補助措施，惟因農委會、

衛生福利部、勞保局及地方政府等相關權責機關

均乏定期或不定期主動查訪或訪視等機制，以致

無法確保上開津貼及年金支用於老人身上。  

２、勞保局於104年1月20日本院詢問時提供書面說明

稱：針對雲林縣徐阿嬤類此案件，該局如有接獲

民眾或農、漁會通知或檢舉，基於受託機關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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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處置；如發

現有可疑頇予查證之情形，該局亦會於查證期間

停止發給等語。惟該局迄未接獲相關通報或檢

舉，又未對領取者進行查訪或訪視，將如何停止

發給並確保老農津貼用於照顧老人身上，實有可

議。該局於本院詢問時提供書面說明又稱：請領

人如有反映，因個人原因要求更換匯入之金融帳

戶時，該局會查明原因後，協助辦理等語。農委

會於本院詢問時亦表示：老農津貼是直接匯到當

事人的帳戶，當事人可向金融機構申請轉換帳戶

等語。惟以本案徐阿嬤為例，其存摺及印章皆由

其外孫女保管並代為領取老農津貼，徐阿嬤全然

不知其帳戶有無存款，亦不知其領有何項補助或

津貼，且徐阿嬤自跌倒後，即已無法自理生活，

以其身體失能狀況如何向金融機構申請轉換帳

戶，顯然上開處理機制全然無法防堵老人相關津

貼或年金遭其親屬或他人不法領取或經領取後未

支用於老人身上等情事。 

(五)此外，關於當發現老人相關津貼或年金遭其親屬或

他人非法、不當提領及支用時，相關權責機關依法

有何代管或強制介入等立即補救機制之問題，老農

津貼暫行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申領及核發辦法」、老人福利法及其施行細則、「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國民年金法及其

施行細則等，均乏相關規定。農委會、衛生福利部、

勞保局及雲林縣政府於104年1月20日本院詢問時

亦均未能提出適法、可行之處理程序，並稱：此需

要進行跨部會研議如何修法加以解決。再以本案為

例，徐阿嬤於103年9月26日業經雲林縣政府保護安

置於福安老人療養所，詎該府社會處於同年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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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陽敬老禮金1千元匯入其帳戶後，當天隨即遭

其外孫女提領一空，該府知悉後僅能於同年月29日

至案家請其外孫女交出徐阿嬤之印章，以避免其外

孫女繼續提領。該府於 103年12月 29日書面說明

稱：老人福利法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主管機關就

老人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有危難、生活陷於困

境，依老人申請或職權予以保護安置；至於財產安

全部分，現行老人福利法並無保護措施，故對於老

人財產之保護，仍頇依民法相關規定，俟法院裁定

主管機關為監護人或輔助宣告人後，始得對保護之

人之財產為管理等語。足見依法執行老人保護業務

之地方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對於經濟弱勢老人所

領有之津貼或年金，並無相關保護及處理機制。 

(六)「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第9點規

定，申請或領取本計畫扶助之家庭，應接受社工人

員之關懷訪視評估及其他相關協助；領取扶助之費

用應支用於兒童及少年之食、衣、住、行、教育及

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所需，扶助費用支出情形或兒

童及少年基本需求被滿足狀況，由社工員納入評估

，未符合前述規定者，得停止補助。衛生福利部保

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於104年1月20日本院詢問時稱

：以「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為

例，該要點第7點即明定領取該津貼之費用應支用在

兒童之食、衣、住、行、休閒育樂及醫療保健等基

本生活所需，未符合規定者，得停止補助；倘老農

津貼相關發放辦法亦有前開類似規定，本案當社工

人員或村長、村幹事發現老農津貼未用在老人日常

生活所需時，即可要求發放單位停止補助或轉換補

助方式；另參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2

條第2項規定，在法院尚未裁定前，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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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可以先行代管兒童及少年之財產3，或許未

來可以朝這樣的處理模式等語。顯見目前相關法規

對於兒童及少年之財產及補助，已訂有相關保障機

制，惟就經濟弱勢老人所領有之津貼或年金，卻乏

類此機制，致無法確保老農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支用於老人身上。 

(七)綜上，老農津貼屬社會救助性質，為照顧經濟弱勢

之老年農民生活而設。本案徐阿嬤領有老農津貼，

每月津貼7千元一入其農會帳戶後，當天即遭其外

孫女提領，惟其外孫子女竟全靠該津貼為生，甚至

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後，已無法自理生活，

其外孫子女仍未將該津貼支用於徐阿嬤之養護及

生活所需，致使徐阿嬤三餐不繼、長時間營養不良

；惟農委會、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等對此類事件卻

消極對待，既無定期或不定期主動查訪作為，事發

後又未積極研議相關法規政策以建立補救機制，造

成該津貼係為照顧貧困老年農民生活之立法目的

無從落實，均核有違失。鑑於我國失能、失智長者

人數逐漸增加，行政院允應責成相關權責機關研議

解決之道，俾使老農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確實支用於老人身上。 

三、本案徐阿嬤於103年9月26日經雲林縣政府依職權予

以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療養所，並於同年12月5日亡

故；保護安置期間，福安老人療養所均依契約規定

分別於103年10月20日、11月7日、12月9日3次按月

向該府申請核撥保護安置經費，惟該府卻藉詞拖

                                      
3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2條規定：「有事實足以認定兒童及少年之財產權益有

遭受侵害之虞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就兒童及少年財產之管理、使用、收

益或處分，指定或改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他適當之人任監護人或指定監護之方法，並得指定

或改定受託人管理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或命監護人代理兒童及少年設立信託管理之 (第1項)。

前項裁定確定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保管兒童及少年之財產(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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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嗣後又延宕辦理審查及支付等作業，遲至104年

1月16日始將全部經費6萬2,646元撥付該所，實有違

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老人因直系血親

卑親屬或依契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

、遺棄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

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老人申請或職權

予以適當短期保護及安置。 

(二)有關政府公款支付時限，依據行政院98年12月9日院

授主會字第0980007312A號函修正「公款支付時限及

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及第9點分別規定：「各

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

素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1

、緊急事項，隨到隨辦。2、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

日(第1項)。前項第2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

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

；每日以8小時計算(第2項)。」「工程款項付款期限

及審核程序，契約有規定者，應確實依契約規定辦

理；契約未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1、估驗計價

者，各機關於廠商提出估驗計價表(單)後，至遲應於

5日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

5日內付款。2、竣工計價者，各機關於驗收合格後

，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

或其他類似文件，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

款(第1項)。財物及勞務採購款項之付款期限及審核

程序，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項)。」因此，政府公務

機關採購款項支付期限及審核程序，除契約有規定

者外，均頇依前開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本案經雲林縣蔡東富議員於103年9月26日通報後，

當天雲林縣政府隨即將徐阿嬤送至臺大醫院雲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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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診，經檢查後，徐阿嬤身體狀況雖無異常，尚

無頇住院，惟長時間營養不良，體力虛弱，腳部水

腫，該府遂緊急將徐阿嬤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養護

所至103年12月5日亡故。經查： 

１、雲林縣政府為保護安置因老人福利法第41條及

第42條而遭受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危難之

老人，委託福安老人療養所辦理保護安置。查

該府與福安老人療養簽立「雲林縣政府103年委

託老人保護安置合約書」第1條第1項第1款明載

該契約服務對象為：「1、年滿65歲因有老人福

利法第41條原因，經本府或委辦單位社工員評

估，認定需安置保護者。」因此，依據前開老人

福利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及雲林縣政府委託契約

，老人受虐案件是否應予以保護安置，係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老人申請或依職權決定

之，而非由受委託執行保護安置之機構決定之

。另前開契約第5條第3款復規定，機構應按月

檢具公文並附領款收據、個案名冊、醫療費用

收據等原始憑證，報送該府辦理經費核撥。至

於該府付款期限，因該契約並未規定，而應依

前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相關

規定辦理。 

２、103年9月26日徐阿嬤係由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老人

福利科施順濱科長親自送至福安老人養護所予以

保護安置，該府於103年12月29日書面說明亦自

承：該府考量案外孫女、案外孫實已無法再予妥

善照顧下，經徵詢徐阿嬤意願後，爰依職權予以

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養護所等語。嗣該所依契約

規定於同年10月20日將本案保護安置費用資料向

該府申請核撥經費，詎該府卻以委託安置機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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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安置個案資料以公文送該府簽核准安置，始完

成委託程序，並至該府函復後再據以撥付安置費

用；未經同意安置前，該機構所送安置費用不符

行政請款程序，尚難同意支付云云為由，未依規

定辦理撥款事宜，顯見該府藉詞拖延撥款。該所

為能申請保護安置費用，遂以103年10月27日安

老(行)字第074號函報請該府備查有關徐阿嬤緊急

安置事宜，惟該府卻遲至1個月後即同年11月29

日始以府社老一字第1035644611號函委託該所自

103年9月26日對徐阿嬤進行保護安置。 

３、嗣後福安老人養護所依照委託契約規定，又再

分別於11月7日、12月9日將徐阿嬤保護安置費

用資料按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核撥經費，惟該

府卻延宕至103年12月12日始以府社老二字第

1035647578號函將該所於103年10月20日、11月7

日及12月9日3次所送請款文件，全部退還該所重

新修正，此時，徐阿嬤已於福安老人養護所安置

2個餘月，並於12月5日亡故。該府未依規定時限

辦理公款審查及支付等作業，造成機構安置照顧

弱勢長者之困難，該所曾於103年11月7日本院諮

詢時表示：該所收到的捐款不多，加上景氣也不

好；到現在還未收到縣府核撥第1個月安置費用

等語。 

４、福安老人療養所依據雲林縣政府上開103年12月

12日府社老二字第1035647578號函旋即修正憑

證資料後，於同年月17日再送該府申請核撥經

費，惟該府仍遲至近1個月後即104年1月16日始

將全部經費6萬2,646元撥付該所。 

(四)據上，本案徐阿嬤於103年9月26日經雲林縣政府依

職權予以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療養所，並於同年12



 19 

月5日亡故；保護安置期間，福安老人療養所均依契

約規定分別於103年10月20日、11月7日、12月9日3

次按月向該府申請核撥保護安置經費，惟該府卻藉

詞拖延，嗣後又延宕辦理審查及支付等作業，遲至

104年1月16日始將全部經費6萬2,646元撥付該所，

此對於財務狀況日益吃緊之社會福利機構而言，無

異雪上加霜，更損及政府威信，實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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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案雲林縣大埤鄉三結村村長及村

幹事早已知悉徐阿嬤之外孫子女未盡照顧及扶養之

責任，並全靠徐阿嬤所領之老農津貼為生，且以徐

阿嬤名義四處向人借錢，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

情事，卻未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使得徐阿嬤嗣後

因跌倒致無法自理生活，而遭受更為嚴重之疏忽，

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嗣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

後，無法自理生活，雲林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員與該

縣大埤鄉公所村幹事曾於同年4月2日至案家訪視，

當時即已發現徐阿嬤有長期照顧之需求，卻對徐阿

嬤身體明顯瘦弱，並躺臥在木板床上，未蓋棉被、

未有床墊，下半身僅著內褲等有遭受疏忽之情狀，

已構成家庭暴力及老人虐待情事，未能依規定通報

，嗣後又未持續追蹤及詳加探求徐阿嬤生活處境，

導致徐阿嬤三餐不繼、營養不良，並處於不良生活

環境長達半年，卻未能獲得適當之保護及安置，直

至103年9月26日經該縣議員通報後，該府始緊急將

徐阿嬤予以保護安置。又，本案徐阿嬤領有老農津

貼，每月津貼7千元一入其農會帳戶後，當天即遭

其外孫女提領，惟其外孫子女竟全靠該津貼為生，

甚至徐阿嬤自103年3月28日跌倒後，已無法自理生

活，其外孫子女仍未將該津貼支用於徐阿嬤之養護

及生活所需，致使徐阿嬤三餐不繼、長時間營養不

良；惟農委會、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等對此類事件

卻消極對待，既無定期或不定期主動查訪作為，事

發後又未積極研議相關法規政策以建立補救機制

，造成該津貼係為照顧貧困老年農民生活之立法目

的無從落實。另本案徐阿嬤於103年9月26日經雲林

縣政府依職權予以保護安置於福安老人療養所，並

於同年12月5日亡故；保護安置期間，福安老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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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所均依契約規定分別於103年10月20日、11月7日

、12月9日3次按月向該府申請核撥保護安置經費，

惟該府卻藉詞拖延，嗣後又延宕辦理審查及支付等

作業，遲至104年1月16日始將全部經費6萬2,646元

撥付該所，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

，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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