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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系統(macrosystems)
文化、社會、政府、社團法人、
大眾媒體、網路、社會運動、

信仰系統

地域(localities)
鄰里、城鎮、鄉村地區、都市

組織(organizations)
學校、職場、宗教團體、
在地商業或勞工團體、

社區聯盟

微系統 (microsystems)
家庭、朋友、班級、
工作群組、自助團體、
合唱團、隊伍

個人
(individuals)

社區心理學的生態系統分析圖(Dalton, Elias & Wanders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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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制度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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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

• 104年通報量與社工人力負荷：

• 平均一位社工需負擔112案。

• 其中六都中又以新北市社工負荷最大(1：166)，
台中市居次(1：127)

縣市別 保護性社
工人數

家暴通報量 性侵害通報量 高風險家庭 人力負荷量

全國 1,633 135,983 16,630 29,831 112

新北市 233 23,786 2,690 12,166 166

台北市 210 14,012 1,366 1,339 80

桃園市 155 12,181 1,974 3,464 114

台中市 187 19,529 2,012 2,282 127

台南市 123 8,651 1,007 1,473 90

高雄市 189 16,919 1,764 2,226 111

歐美國家

保護性社工為1：10-15案



勞政

• 失業率愈高，犯罪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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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政-自殺防治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通報人次 人力負荷 通報人次 人力負荷 通報人次 人力負荷 通報人次 人力負荷 通報人次 人力負荷 

101 年 1968 246 5459 682  2674 334  2325 291  3739 467  

102 年 1715 214  5241 655  2751 344  2537 317  3639 455  

103 年 1664 208 5669 709  3147 393  2619 327  3394 424  

依據南玉芬(2014)。衛生與福利聯手~自殺通報關懷服務的新契機。社區發展季刊：145，128-142。以每縣市自

殺通報關懷服務人數 8 人計算人力負荷量。 



衛政-毒品防治
• 醫療社會觀點：物質濫用是一種慢性、復發性
精神疾病且對健康與社會功能造成損害
(Vanderplasschen 等, 2004; Ball, 2007）

• 行政業務拓展、人力比VS.服務品質、成效

104 年台灣各縣市毒防中心人力配置與服務現況 

縣市 
個管師 

人數 
平均服務量 

總追蹤輔導

人次 

平均服務

人次 

全國 246 2891 61,851 251  

台北市 12 150-300 4,624 385  

新北市 40 150-300 11,519 288  

桃園市 27 145 5,913 219  

台中市 20 150-200 5,401 270  

台南市 22 160 3,808 173  

高雄市 31 203 8,566 276  

 



衛政-精神病患社區關懷
103 年精神病患追蹤狀況 

  
列管一、二級

精神病人 
訪員人數 人力負荷 

台北市 2922 194 15  

新北市 6089 201 30  

台中市 1764 234 8  

台南市 1773 235 8  

高雄市 2343 233 10  

訪視標準： 

一級個案： 

（1）二星期內訪視第一次。 

（2）前三個月每個月內訪視一次。 

二級個案：三個月訪視一次。 

 

訪視標準與人力負荷？



法務-更生人

• 甫假釋出獄者：支持系統、經濟、居住…

狀況

• 犯罪學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無業者因缺
乏維生能力，面對高度經濟壓力或緊張容
易選擇以犯罪維生。

• 國內多份研究：出獄人缺乏穩定工作，就
有增加再犯的可能性。

• ReEntry Program

周愫嫻(2014)。法務部更生人就業狀況調查成果報告書。



社區積極守護

社區

守門員

(鄰里長）

家庭

心理衛生
教育普及

整合會議
（實踐性）

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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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WHO:精神健康服務最佳組合



全國性積極守護

個人(individuals)

微系統(microsystems)

組織(organizations)
地域(localities)

鉅系統(macrosystems)

重視個人對心理
健康議題的覺察

強化家庭照顧者/
非正式系統支持

社區守門員→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
普及學校/職場心理衛生宣導及教育。
更生人（ReEntry program)。

政策：跨專業、跨部會整合。
充足財務經費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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