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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調

0055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衛福部針對寄養父母退出的主要原因，已研擬「兒童及少年寄養家庭服務工作指引(草案)」，

重點包括：放寬寄養家庭資格年齡限制、專業寄養資格納入具保母技術士證照者，並增訂退場

機制，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法制作業程序（此部分亦已請該部完成法制作業後函復本

院）。  

2.衛福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 100 次在地小組評估會議，提供寄養家庭喘息服務 1,805 人次、

專業加給補助 2,868 人次，並辦理 77 場次教育訓練及 66 場次寄養家庭宣導。 發展特殊需求

兒少照顧資源，提供到宅與諮商服務 504 人次及外展護理、復健、療育服務 4,992 人次。  

3.107 年原符合安置費用標準之 8 個縣市，至 109 年已增加至 12 個縣市。其他 6 個縣市在少年

特殊個案(身心障礙)寄養安置費用尚未達前開標準，惟差距為 254 元。衛福部已督導各地方政

府調整寄養安置費，並允許由地方政府公益彩券盈餘等相關財源支應。  

4.目前 22 個縣市均已採按月撥付親屬安置費用，以利業務執行；至於寄養安置費用之撥付，

自 109 年起除臺中市及花蓮縣係依照受委託團體之意見，維持按季撥付外，其餘 20 個縣市均

為預付或按月撥付。基上，除依受委託團體之意見採按季撥付外，其餘各縣市皆已採按月撥付

親屬安置及寄養安置費用。  

5.衛福部為強化社工人員進行家庭重整能力，並提升對於安置兒少返家風險之敏感度及評估周

延性，以協助兒少能順利返回原生家庭生活，已委託專家學者建立返家決策指標，並於 108 年

完成相關指標之研修作業。相較於 107 年兒少安置於機構時間達 2 年以上之比率，至 108 年已

下降 9.54%，已有逐步減少兒少長期安置於機構之情形。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10.11.17 第 6 屆第 4 次會議決

議 : 結案存查。 



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調查報告結案情形一覽表 

 

報表編號：L0607 第 2 頁，共 2 頁 製表日期：110/11/18 

填表人員簽章：                               單位主管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