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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 

貳、案   由：內政部對於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收容安置之

特定類型對象，迄未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

人員，致各區兒童之家於提供心理輔導服

務之過程中，面臨諸多困境，嚴重影響輔

導成效；復該部明知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應

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以為私立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楷模，卻始終未能積極

設置是類人員，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 

參、事實與理由： 

內政部所屬北區、中區及南區兒童之家（下稱簡稱

各區兒童之家）前係依「台灣省育幼院組織規程」設置

，收容滿2歲以上至12歲之兒童。嗣因應業務需求修正組

織規程，並配合組織調整，爰於88年7月1日依據行政院

同年6月28日核定之「內政部各兒童之家暫行組織規程」

，正式改隸為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加以近年家庭及社

會急遽變遷，該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功能已由單純收容

孤苦無依兒童之育幼機構，轉型為遭受虐待、疏忽或單

親家庭等不幸兒童之安置及教養機構，保護功能與日遽

增
1
，合先敘明。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1
 依據內政部於90年1月11日函頒之「內政部兒童之家辦理收容業務實施要點」，兒童之家收

容對象包括：（1）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6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規定情事者。（2）父母

雙亡者。（3）父母雙方或負教養責任之單親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年滿60歲；患有慢性精神

病；罹患重病須長期治療；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經刑事判決確定在執行中；失蹤。（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無法照顧教養其子女者。（5）經法院協商裁

定轉介收容教養之兒童、少年。（6）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3條第1項情事者或負教養責任

之單親，因工作而無法照顧教養其子女者，得依其申請視實際情形予以收容。  



 2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50條規定：「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一、托育機構。二、早期

療育機構。三、安置及教養機構。四、心理輔導或家庭

諮詢機構。五、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前項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置及業務範

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準此

，內政部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

訂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而該部所屬各

區兒童之家係屬安置及教養機構，故其人員配置自應遵

循及符合相關法令所定之標準，方能提供適切照顧與服

務，以滿足安置對象之身心發展需求。惟查各區兒童之

家迄未設置心理輔導人員，經核內政部確有下列違失： 

一、內政部對於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收容安置之特定類型

對象，迄未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造成各區兒童

之家於提供心理輔導服務之過程中，面臨諸多困境，

嚴重影響輔導成效，核有違失： 

(一)按內政部於93年12月23日發布施行之「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3款及第18條分別規

定：「安置及教養機構指辦理下列對象安置及教養

服務之機構：（一）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

兒童及少年。（二）無依兒童及少年。（三）未婚

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四）依本法第33

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經盡力禁止或盡力矯

正而無效果之兒童及少年。（五）有本法第36條第

1項各款規定情事應予緊急保護、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
2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以滿足安置對

                                      
2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3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宜由相關機構協助、

輔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一、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或從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禁止從事之工作，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禁止而無效果。二、有品行不端、暴力等偏差行為，情形



 3 

象發展需求及增強其家庭功能為原則，並提供下列

服務：一、生活照顧。二、心理及行為輔導。……。」

同設置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安置及教養機構

應置專任主管人員1人，綜理機構業務，並置下列

工作人員：一、……。三、心理輔導人員。……。

辦理第二條第三款第一目、第三目至第五目所定業

務機構之心理輔導人員，收容 40人以上者應置1

人，每超過40人應增設1人，未滿40人者，得以特

約方式聘用。」復按該部於93年12月13日發布施行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

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其定義如下：一、……。六、心理輔導

人員：指於安置及教養機構、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

機構及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提供兒童及少年

諮詢輔導服務之人員。……。」
3
同辦法第12條規定：

「心理輔導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一、專科以上

學校心理、輔導、諮商相關科、系、所、組畢業或

取得其輔系證書者。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

青少年兒童福利、社會福利、教育、性別相關科、

系、所、組畢業，並修畢心理輔導核心課程者。」
4
均已明定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辦理特定類型

對象之安置及教養服務時，應置心理輔導人員之人

                                                                                                                 
嚴重，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同法第36

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

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

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尌醫者。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

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

以有效保護者。」 
3
 該辦法於98年2月19日修訂時，仍有如上之規定。 

4
 該辦法於98年2月19日修訂時，上開條文酌予修正為：「心理輔導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心理、輔導、諮商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

證書者。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青少年兒童福利、社會福利、教育、性別相關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並取得心理輔導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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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標準、工作任務及應具有之專業資格。 

(二)復依據內政部表示，前揭設置標準第2條第3款第5

目係指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6條第1項各款規定

情事應予緊急保護、安置之兒童及少年，此類兒童

及少年未受到適當之養育或照顧，甚至遭受遺棄、

身心虐待等迫害，導致部分個案有發展遲緩、情緒

障礙、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行為違常等情形，亟需

心理治療等相關服務介入，以協助其身心正常發展

及導正其偏差行為與認知。因此，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第43條業已規定，兒童及少年有第30條或第36條

第1項各款情事，或屬目睹家庭暴力之兒童及少

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

該主管機關應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必要

時，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前項

處遇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兒童少年安全與安

置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

療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

有關之扶助及福利服務方案。為使機構能落實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第43條規定，提供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心理輔導服務，於研擬前揭設置標準時，特將心理

輔導人力納入規範。 

(三)惟從內政部查復資料發現，95至97年度該部所屬各

區兒童之家依首揭設置標準，應配置心理輔導人員

數分別為：北區兒童之家5名、中區兒童之家5名、

南區兒童之家4名，然各區兒童之家迄今均未設置

是類人員（詳見表1）。復查截至98年9月底止，各

區兒童之家實際收容安置人數分別為：北區兒童之

家180人、中區兒童之家183人、南區兒童之家155

人。其中收容安置個案係屬首揭設置標準第2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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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1目、第3目至第5目對象
5
之人數分別為：北區

兒童之家66人、中區兒童之家70人、南區兒童之家

137人。爰各區兒童之家依規定應設置心理輔導人

員之人數分別為：北區兒童之家2人、中區兒童之

家2人；南區兒童之家4人（詳見表2），惟各區兒

童之家迄今始終均未設置是類人員。顯見內政部身

為中央主管機關，自93年12月13日訂頒首揭設置標

準迄今，卻從未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 

表1、95至98年度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應配置心理輔

導人力與實際配置一覽表 

單位：人 

機構別 
95年度 96年度 97年度 

應配置 
人 數 

實際配 
置人數 

應配置 
人 數 

實際配 
置人數 

應配置 
人 數 

實際配 
置人數 

北區 
兒童之家 

5 0 5 0 5 0 

中區 
兒童之家 

5 0 5 0 5 0 

南區 
兒童之家 

4 0 4 0 4 0 

資料來源：內政部 

表2、98年9月底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收容安置特定類

型個案之人數： 

單位：人 

機構別  

不適宜在
家庭內教
養或逃家
之兒童及
少年 

未婚懷孕
或分娩而
遭遇困境
之婦嬰 

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第 33
條第1項第1
款或第2款規
定，經盡力禁
止或盡力矯正
而無效果之兒
童及少年 

有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第
36條第1項各
款規定情事應
予緊急保護、
安置之兒童及
少（註） 

合計 

應設置
心理輔
導人員
數 

北區 

兒童之家 
18 0 0 48 66 2 

                                      
5
 即「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少年」、「未婚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依

本法第33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經盡力禁止或盡力矯正而無效果之兒童及少年」、「有

本法第3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應予緊急保護、安置之兒童及少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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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別  

不適宜在
家庭內教
養或逃家
之兒童及
少年 

未婚懷孕
或分娩而
遭遇困境
之婦嬰 

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第 33
條第1項第1
款或第2款規
定，經盡力禁
止或盡力矯正
而無效果之兒
童及少年 

有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第
36條第1項各
款規定情事應
予緊急保護、
安置之兒童及
少（註） 

合計 

應設置
心理輔
導人員
數 

中區 

兒童之家 
0 0 0 70 70 2 

南區 

兒童之家 
0 0 0 137 137 4 

資料來源：內政部 
附    註：此部分包含地方政府原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6條第

1項之規定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其他福利及安置機構教
養之個案，嗣後地方政府依據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交付
內政部所屬兒童之家安置教養者，或由父母、監護人、
利害關係人等依前條申請安置者。 

(四)再查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在該部未能設置心

理輔導人員之下，對於安置個案之心理輔導需求，

均採特約方式（即購買服務方式）遴聘諮商心理師

或連結學校、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等資源，提供相

關專業服務。惟據各區兒童之家查復資料及本院實

地訪視結果，發現是類方式所遭遇之困難如下： 

１、北區兒童之家： 

(１)兒童及少年遭受身心虐待、疏忽及遺棄等傷

害，所產生發展遲緩、心理創傷及行為偏差等

身心問題，亟需積極介入輔導，以協助其治癒

身心創痛。該家對個案之收容堅持採取零拒絕

之立場，以解決基層社會工作員無處安置棘手

個案之問題。然相對之下，該家所收容個案問

題之複雜度將相對倍增，症狀亦較為嚴重，除

需提供生活照顧外，亦須提供專門或特殊性

之心理輔導與治療，故亟需專業人員之協

助，俾與個案建立穩定之專業關係。該家透

過連結相關資源及運用該家經費，聘請專業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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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師提供個別諮商輔導，惟前揭方式無法提供

個案完整性療程及多次性之諮商治療服務，且

採購買服務方式辦理，造成機構經費負擔沈

重。又該家除編列心理衡鑑與行為評估醫療費

用（每年經費僅能服務20名個案）外，並無心

理輔導人員之配置，然相關專業服務費有限，

僅能提供方案性、評估性功能之諮商服務。 

(２)該家約半數以上之家童需進行心理輔導，又需

心理諮商之家童中僅四分之一者可接受該家

辦理之精神行為評估及治療計畫（每年經費24

萬元），且須經診斷患有精神疾病，其治療費

用始能獲得全民健保給付。該家第一線照顧人

員復表示，家童確實需要心理輔導，心理輔導

人員可先行處理家童立即突發之偏差行為，並

可從預防面，進行心理輔導，縮短處遇流程，

而非等到社工人員進行會談後，才能發現其心

理問題。 

２、中區兒童之家： 

(１)該家收容個案多屬保護及輔導之弱勢兒童及

少年，部分個案有情緒障礙、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或行為違常等情，亟需心理治療服務。惟該

家未有臨床（諮商）心理師或心理輔導人員之

編制，嚴重影響輔導成效。復長期採取購買式

服務之付費方式辦理心理輔導服務，除難以覓

得長期且持久配合之團體外，且家童需求多元

且複雜，非進行一療程8至12次即可，大多數

家童在成長過程中，均需多次療程之諮商服

務，屬長期性需求，造成購買成本沈重，恐非

機構經費預算足以負荷。加以該家所連結之資

源僅能提供短期或階段性協助，較難以全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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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提供專業心理輔導服務。 

(２)該家收容安置個案包含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第3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應予緊急保護安置

之兒童及少年，在教養過程中，隨著案主原生

家庭之多元性，所產生困難及需求之複雜度亦

相對提升，該家雖自98年起申請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辦理心理諮商服務，惟每年須提出申請

計畫，且能否獲得補助亦無法確定。另該家未

設置心理輔導人員，亦難以與提供服務團體進

行專業之對話與評核，故實有設置心理輔導人

員之需求。 

３、南區兒童之家：該家以外聘諮商師方式，尋找適

合之諮商師或諮商師時，需與家童時間進行配合

調整，故對於需立即諮商協助之個案，及時性較

為不足。又部分諮商師之諮商地點在他處，該家

需另安排人力接送家童前往接受諮商。此外，該

家目前收容安置對象，兒童保護個案約占60％，

因原生家庭狀況造成心理、行為或適應困境之個

案益增，設置專任心理輔導人員實有其必要性。 

(五)綜上，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已為收容遭受虐

待、疏忽或單親家庭等不幸兒童之安置教養機構，

其所安置對象多屬保護及輔導之弱勢兒童及少

年，加以該等個案多未受到其家庭適切之養育與照

顧，甚至遭受不當對待，因而產生發展遲緩、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情緒困擾或行為違常等情形，亟需

積極介入輔導，以協助其治癒身心創痛。加以近年

社會快速變遷，家庭功能急遽解構，各區兒童之家

所收容個案類型及問題之多元性及複雜度，已漸倍

增及嚴重，故兒童之家除需提供生活照顧外，亦

亟需提供專業之心理輔導服務，始能發揮輔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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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增強其身心正常發展。惟內政部身為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之中央主管機關，並已於93年12月23日

依法訂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及「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竟

對於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收容安置之特定類型對

象，迄今猶未依上開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導致

各區兒童之家僅能以有限經費採特約方式遴聘諮

商心理師或透過連結相關資源，提供心理輔導服

務，並面臨能夠接受輔導服務之個案量及其服務次

數有限，以及難與服務提供單位建立長期與穩定之

專業合作關係等諸多困境，嚴重影響輔導成效，核

有違失。 

二、內政部明知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應依規定設置心理輔

導人員，以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楷模，卻始

終未能積極設置是類人員，亦有違失： 

(一)查內政部兒童局於94年3月29日召開「研商該部所

屬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95年度社會福利基金

預算相關事宜」會議，其決議略以：該部業於93年

12月23日發布施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

準」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

辦法」等規定在案。為維護弱勢兒童及少年基本權

益，該部所屬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之心理輔導

人員等均需符合上開人力配置比相關規定。惟因行

政院人力精簡、出缺不補政策，致機構服務人力短

缺，未能符合上揭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專業人員應置

人力規定，衍生營運困難，遂參照該部94年度社會

福利基金編列方式，在95年度社會福利基金項下以

臨時人員編列新增員額數云云。案經該部兒童局於

同年8月22日簽請准予將各區兒童之家不足人力納

入95年度社會福利基金概算編列略以：該部三區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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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家屬「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所指辦

理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業務之機構，該部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訂頒「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且於辦理私立機構評

鑑、輔導時，均嚴格要求依照上揭規定配置專業人

員，倘旨揭機構不符法令規定，似將無法作民間機

構之楷模，影響政府公信力云云。嗣經部長於9月

14日批示後，該部遂於95年度社會福利基金項下，

以臨時人員編列新增員額，而同意新增編列95年度

社會福利基金概算員額中，心理輔導人員計有：北

區兒童之家5名、中區兒童之家5名、南區兒童之家

4名。惟95年度預算籌編時，該部因社會福利基金

預算規模有限，並考量直接照顧人力需求迫切，故

優先編列保育人力，而仍未能增設心理輔導人員。 

(二)再查內政部兒童局復於97年3月7日召開「研商98年

度該部所屬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臨時人員員

額會議」，並簽奉部長批可後，即按「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2條規定，並依據97年度實

際收容人數並扣除當年度超額技工、工友，核算各

區兒童之家心理輔導人員計北區兒童之家2名、中

區兒童之家2名、南區兒童之家1名等不足員額，於

社會福利基金概算編列臨時人員。惟嗣該部於籌編

98年度預算時，因當年度社會福利基金短絀4億餘

元，遂於97年7月8日召開「研商行政院主計處審定

98年度社會福利基金預算額度整編會議」時，決議

減列計時計件人員酬金，該部考量「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設置標準」所定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之

人力比，未納入輪班需求，導致單一時間照顧比例

高達14至18人，為免影響保育及生活輔導人員之工

作品質，在人力與預算雙重限制下，仍優先滿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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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之生活照顧需求，而未能依原規劃增聘心

理輔導人員。 

(三)又查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前配合88年7月1日

精省作業改隸內政部，並以暫行組織規程為設立依

據。為應未來社政機構法制化作業合理編制員額之

擬訂及審議，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爰於97年7月會同

行政院秘書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

簡稱行政院研考會）、行政院主計處等機關代表及

學者專家組成訪查小組進行實地訪視，並完成組織

及員額評鑑報告。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表示，上

開人力評鑑對於兒童之家人力之評估，係通盤檢討

各類人員之配置及運用方式，其中心理輔導人員部

分，考量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2

條規定，心理輔導人員得以特約方式辦理，爰於評

鑑結論中建議優先以與民間合作方式提供相關服

務人力。惟如各社政機構經檢討所需專業人員採特

約方式進用確有困難者，亦得視其實際業務需要，

配置專任專業人員。是以，依上開評鑑結論，該局

並未控管各區兒童之家不得進用編制內心理輔導

員，且已對社政機構之用人，保留適度彈性空間
6
。

又依內政部及該部兒童局於97年9月18日人力評鑑

結論初稿座談會時，針對評鑑結論所提之書面意

見，並未尌各區兒童之家心理輔導人員之配置提及

                                      
6
 評鑑報告評估內政部所屬13家社政機構法定編制內核心職務所需合理業務人力為470人（即

13家機構首長及幕僚長26人＋法定護理人員78人＋法定社會工作人員81人＋目前已置編制

內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約260人＋其他必要專業人力），並依規定四級機關輔助人力比

率以10％計算，得相對配置合理輔助人力47人，爰現階段各社政機構所需合理職員員額以

520人為上限，考量內政部所屬各家社政機構預算員額已自96年起採總量管理，97年度核列

職員預算員額551人（含超額31人），足以因應目前各該社政機構整體施政需要。依據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表示，前揭「其他必要專業人力」，係泛指各社政機構除首長及幕僚長、法定

護理人員、法定社工人員、保育人員、生活輔導人員、輔助單位行政人力以外，其他所有

考量業務需要，無法以外包或特約方式辦理，需由各社政機構進用人力之各類專業人員（含

心理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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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意見等語。 

(四)嗣行政院研考會為應內政部各社政機構組織法制

化作業需要，爰於97年11月間赴內政部相關社政機

構進行組織法制化實地訪查。嗣內政部依據上開研

考會實地訪查結論，研議其所屬社政機構組織準

則、辦事細則及編制表等草案，並於98年4月8日函

報行政院研考會，惟查當時內政部所報各區兒童之

家編制表草案，均未置有心理輔導人員之職稱及員

額。茲因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對於內政部各社政機構

編制表，係以編制員額總數及各職稱官等職等之配

置是否合乎相關規定為審議重點，至於各類專業人

員相關職務之設置，該局則尊重內政部意見，未於

編制表內核列心理輔導員職務，並將審議結果函送

研考會彙辦。上開各社政機構編制表業經行政院核

定並由內政部於98年9月21日令發布在案。依據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表示，該局對於內政部所屬各社政

機構用人，僅規範所有社政機構預算員額總量，並

未要求或控管該部必須設置或不得設置特定類別

之人力，故有關各區兒童之家心理輔導人員之設

置，係由內政部本於權責審酌實際業務需要，於各

社政機構員額總量額度內自行決定，如該部考量心

理輔導人員須訂定編制內職務進用，該局將配合研

議其人力配置及進用方式。 

(五)有關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是否須依規

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力及其罰則，依據內政部表示，

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收容「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第3款第1目、第3目至

第5目類型之個案達40人以上者，皆應依規定設置

心理輔導人員，未達40人者，得採特約方式辦理。

安置及教養機構未依法設置心理輔導人員時，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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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6條第3項第2款規定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

善者，得令其停辦1個月以上1年以下。復依據該部

於本院約詢時稱，目前計有6家私立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實際收容人數已達應設置心理輔導

人員之規模，且均已依規設置是類人員。 

(六)綜上，內政部所屬各區兒童之家係辦理特定類型對

象安置教養服務之機構，主要收容失依、受虐、偏

差行為等兒童及少年，亟需充足專業人員，方能落

實繁複之照顧工作。而內政部明知該部為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訂頒「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等規定，公私立兒童及少

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收容前揭設置標準第2條第3款

第1目、第3目至第5目對象達40人以上者，均應依

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亦知悉實際從事直接照顧

之心理輔導人員配置，更是不能短缺，並應符合上

揭法令規定。是以，該部自應確實遵循相關規定，

以為民間機構之楷模，惟該部始終未依前揭標準設

置是類人員，甚至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進行機構人

力評鑑、行政院研考會進行機構組織法制化，以及

私立機構均已應規定完成設置心理輔導人員之

際，猶未能積極爭取並依規定設置是類人員，或儘

速循修法途徑解決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之人

力比未盡合理之處，竟一再以「在人力與預算雙重

限制下，考量直接服務照顧人力需求迫切，故優先

編列保育人力」為由，迄未依規定設置各區兒童之

家心理輔導人員，此均突顯內政部執法標準不一，

嚴重影響政府威信，實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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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內政部對於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收容安置

之特定類型對象，迄未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造成

各區兒童之家於購買服務及連結相關資源提供心理輔導

服務之過程中，面臨諸多困境，嚴重影響輔導成效；復

該部明知所屬各區兒童之家應依規定設置心理輔導人員

，以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楷模，卻始終未能積

極設置是類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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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