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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雙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單位簡介 

【創立緣起】 

雙連教會自 1913 年設立以來，稟持關懷社會、服務人

群、傳揚基督精神、以舉辦宣教慈善及育英等公益事業為宗

旨，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帅稚教育及盲胞福利等，遂於 2000

年捐助成立本基金會，希望能連結社區需求與社區資源，將

關懷及服務更普及化。 

【服務宗旨】 

本基金會以『服務社區化』的原則來推動老人照護政

策，達到『在地安置』與『在地老化』的目標，期能減輕獨

居及失能民眾因缺乏照顧所衍生的社區問題與家庭負擔並

協助促進地方就業機會。 

【服務項目】 

(一)目的事業 

本基金會自設立以來即依服務宗旨及捐助章程之

精神，針對老人福利、兒童福利、殘障福利、醫療、急

難、低收入等提供經濟補助，以及贊助社區獎助學金、

公益慈善活動等經費。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因感受到許多高齡化社會的國家，逐漸以『服務社

區化』的原則來推動老人照護政策，因此本基金會於

2006 年 4 月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新北市三芝區有

需要的銀髮長者提供『送餐、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

康促進活動』等服務。 

(三)居家照顧服務 

基於上述理念，本基金會續在 2011 年 1 月承接新

北市政府『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居家服務)、失

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暨中低收入老人

特別照顧津貼照顧者督導』計畫，以到宅服務的方式提

供居住新北市淡水區（部分）、三芝區、石門區的民眾

個別性、可近性、多元性及連續性的服務。 

(四)居家喘息 

為提供多元化之服務及配合政府政策，本基金會於

2013 年 1 月起承接新北市政府居家喘息服務，給予經評

估確有實際需要者提供臨時性及短期照顧之陪伴服

務，建立更多元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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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未來展望 

因台灣即將邁入老年化社會，考量將來需使用相關

社會福利之民眾數量將節節上升，為因應將未來社會發

展走向，本基金會持續積極推廣社會福利以回饋社會，

除了持續在新莊、淡水拓展服務據點，也將開創到宅沐

浴車之服務，以提供與本基金會宗旨相符之社會福利公

益慈善服務。 

辦公地點 

(一)現址為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 22-17 號。 

(二)本基金會另坐落於新北市新莊區基地，未來擬規劃為    

綜合型服務單位，並增設本會辦公地點，以提供更多社

區性之福利服務。 

本基金會 

居家服務 

負責區域 

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中和里、屯山里、賢孝里、興仁里、

番薯里、忠山里、義山里、忠寮里、埤島里、崁頂里、長庚

里、草東里、協元里、民安里、沙崙里、北新里、正德里、

新民里、新春里、新義里、大庄里) 

 

 

 

 

 

 

 

 

 

 

 

 

 

 

 

 

 

 

 

 

 

 



3 
 

0

50

100

15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石門 8 7 8 8 8 9

三芝 43 45 47 48 48 46

淡水 76 78 76 78 81 79

合計 127 130 131 134 137 134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個案量分布 

合計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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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合計 

淡水 

三芝 

石門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石門 0 1 1 0 0 0

三芝 2 3 4 2 2 2

淡水 7 6 8 6 6 7

合計 9 10 13 8 8 9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個案量分布 

二、負責區域服務個案資料統計分析  

 

(一)各服務轄區案量分析：(以 103 年 1 至 6 月份之月報為樣本) 

(1) 本基金會統計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中長十及非長十個

案量分布如下圖，圖表顯示個案多集中於三芝、淡水二區。 

 

(2) 本基金會統計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中長十及非長十個

案量分布如下圖，圖表顯示個案多集中於三芝、淡水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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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長十(女) 61 59 58 64 66 65

長十(男) 45 50 52 53 53 49

非長十(女) 7 8 8 6 7 9

非長十(男) 14 13 13 11 11 11

合計 127 130 131 134 137 134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性別 

(二) 個案資料分析 

1、個案性別(以 103 年 1 至 6 月份之月報為樣本)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性別： 

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純居家、居家併居喘個案之使用服務個案

性別帄均比中，長十女性個案佔 47%、長十男性個案佔 38.1%、女性非

長十個案佔 5.7%、男性非長十個案佔 9.2%，其中以長十個案的部分為

女性多於男性，但以非長十個案部分，則是男性多於女性。(圖表見下

頁) 

 

 

(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性別： 

本基金會 103年 1至 6月純居喘個案之使用服務個案性別帄均比中，

長十女性個案佔 38.6%、長十男性個案佔 33.3%、女性非長十個案佔

12.3%、男性非長十個案佔 15.8%，其中以長十個案的部分為男性多於

女性，但以非長十個案部分，則是男性多於女性。(圖表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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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長十(女) 4 2 6 4 3 3

長十(男) 2 4 5 2 2 4

非長十(女) 1 2 1 1 1 1

非長十(男) 2 2 1 1 2 1

合計 9 10 13 8 8 9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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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年齡分布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居家服務之個案年齡帄均分布狀況，0～20 歲約佔 3.2%、21～40

歲約佔3.5%、41～60歲約佔12.5%、61～80歲約佔39.1%、81～100歲約佔40.7%、

101 歲以上僅佔 0.1%，由此可見居家服務使用者中以 81～100 歲居多。 

(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居喘服務之個案的年齡帄均分佈狀況，0～20 歲約佔 7.1%、21～40

歲約佔 5.4%、41～60 歲約佔 12.5%、61～80 歲約佔 41.1%、81～100 歲約佔 33.9、

101 歲以上 0%，由此可見居喘服務使用者中以 61～80 歲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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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歲 21～40歲 41～60歲 61～80歲 81～100歲 101以上 

1月 4 4 15 51 51 2

2月 4 5 17 50 52 2

3月 4 5 16 52 53 1

4月 4 4 17 50 58 1

5月 4 5 19 52 56 1

6月 5 5 15 55 53 1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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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0～20歲 0 1 1 1 1 0

21～40歲 1 0 0 0 1 1

41～60歲 1 1 2 1 1 1

61～80歲 4 4 3 4 3 5

81～100歲 3 4 7 2 1 2

101以上 0 0 0 0 0 0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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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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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長

十) 

中低

2.5(長

十) 

一般戶

(長十) 

低收(非

長十) 

中低

1.5(非長

十) 

中低

2.5(非長

十) 

一般戶

(非長十) 

合計 

1月 10 6 18 72 3 0 5 13 127

2月 11 6 18 75 2 0 6 12 130

3月 10 7 17 76 2 0 6 13 131

4月 13 7 16 81 1 0 6 10 134

5月 13 7 16 83 1 0 6 11 137

6月 12 6 15 81 1 0 6 13 134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福利身分別 

3、福利身份別：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福利身份別分布狀況： 

基金會居家服務個案之帄均中，長十的個案比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

中低 1.5。非長十的個案比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 

 其中，一般戶(長十)比例高達 59%，其次為中低 2.5(長十)12.6，其他為長

十的低收及中低 1.5 之個案及非長十的個案。由此可見居家服務使用者之中仍以

長十個案為主，其中又以一般戶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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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福利身份別分布狀況： 

基金會居家服務個案之帄均中，長十的個案比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

中低 1.5，非長十的個案比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 

其中，一般戶(長十)比例高達 52.6%，其次為中低 2.5(長十)19.3，其他為非

長十個案。由此可見居喘服務使用者之中仍以長十個案為主，其中又以一般戶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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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長

十) 

中低

1.5(長

十) 

中低

2.5(長

十) 

一般戶

(長十) 

低收(非

長十) 

中低

1.5(非長

十) 

中低

2.5(非長

十) 

一般戶

(非長

十) 

合計 

1月 0 0 0 6 0 0 1 2 9

2月 0 0 2 4 0 0 2 2 10

3月 0 0 3 8 0 0 1 1 13

4月 0 0 2 4 0 0 1 1 8

5月 0 0 2 3 0 0 2 1 8

6月 0 0 2 5 0 0 1 1 9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福利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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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長十) 中度(長十) 重度(長十) 輕度(非長

十) 

中重度(非

長十) 

極重度(非

長十) 

合計 

1月 27 33 46 9 6 6 127

2月 31 33 45 9 6 6 130

3月 35 33 42 9 7 5 131

4月 38 35 44 7 5 5 134

5月 42 33 44 8 5 5 137

6月 39 33 42 9 5 6 134

103年1至6月居家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 

4、失能程度：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分布狀況： 

基金會居家服務個案之帄均中，長十個案之失能比例為：重度＞輕度＞中度，

非長十個案之失能程度比例為：輕度＞中重度＞極重度。 

其中，又以重度(長十)佔 33.2%為最多，其次為輕度(長十)佔 26.7%，三為中

度(長十)25.2%，其他為非長十的個案，故可看出目前居家服務使用者之中，仍

以重度失能的長十個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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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分布狀況： 

基金會居喘服務個案之帄均中，長十個案之失能比例為：重度＞中度＞輕度，

非長十個案之失能程度比例為：輕度＞極重度＞中重度。 

其中，又以重度(長十)佔 45.6%為最多，其次為中度(長十)佔 22.8%，三為輕

度(非長十)21.1%，其他為非長十的個案，故可看出目前居喘服務使用者之中，

仍以重度失能的長十個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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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長十) 中度(長十) 重度(長十) 輕度(非長

十) 

中重度(非

長十) 

極重度(非

長十) 

合計 

1月 1 3 2 2 0 1 9

2月 0 2 4 3 1 0 10

3月 1 2 8 2 0 0 13

4月 0 2 4 2 0 0 8

5月 0 3 2 2 0 1 8

6月 0 1 6 1 0 1 9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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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務人次：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 至 6 月之居家服務人次已達 8,838 人次，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

例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非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例為：一般戶

>中低 2.5>低收>中低 1.5。 

以 103 年上半年度來看，比例最高為一般戶(長十)之服務人次約佔 60.1%，

其次為中低 2.5(長十)之個案約佔 14%，再次為一般戶(非長十)約佔 7.9%。由此

可看出一般戶之使用頻率遠高出其他福利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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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非

長十) 

中低

2.5(非

長十) 

一般戶

(非長

十) 

合計 

1月 160 96 234 898 46 0 54 122 1610

2月 76 71 208 705 21 0 72 94 1247

3月 90 72 186 866 31 0 65 100 1410

4月 106 69 193 918 8 0 54 106 1454

5月 128 70 220 981 7 0 51 135 1592

6月 125 59 196 943 8 0 53 141 1525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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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非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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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月 0 0 0 12 0 0 2 3 17

2月 0 0 2 9 0 0 2 2 15

3月 0 0 4 9 0 0 2 1 16

4月 0 0 6 10 0 0 1 4 21

5月 0 0 4 13 0 0 4 1 22

6月 0 0 5 5 0 0 1 1 12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 

(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 至 6 月之居喘服務人次已達 103 人次，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例

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非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例為：一般戶=

中低 2.5>低收=中低 1.5。 

以 103 年上半年度來看，比例最高為一般戶(長十)之服務人次約佔 56.3%，

其次為中低 2.5(長十)之個案約佔 20.4%，再次為一般戶(非長十)與中低 2.5(非長

十)並列第三，約佔 11.7%。由此可看出一般戶之使用頻率遠高出其他福利身分別，

但其中仍以長十個案之比例為最高。 

 

 



12 
 

6、服務時數： 

(1)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03 年上半年度之居家服務時數已達 14,932 小時。長十個案之服

務人次比例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非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例為：

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 

居家服務之時數中仍以一般戶(長十)佔 58.5%為冠，其次為中低 2.5(長十)約

佔 16.3，再次為一般戶(非長十)7.8%。目前仍以長十個案為大宗，其中又以一般

戶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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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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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非

長十) 

中低

2.5(非

長十) 

一般戶

(非長

十) 

合計 

1月 214.5 198.5 452.5 1462 58 0 126 143 2654.5

2月 117.5 127.5 368.5 1179.5 35.5 0 102 157 2087.5

3月 142.5 135 341 1425 35 0 151 132 2361.5

4月 165.5 131.5 400 1500 20 0 59 212.5 2488.5

5月 195.5 127 453 1633.5 17 0 56.5 257 2739.5

6月 190.5 125.5 413.5 1533 21.5 0 57 259.5 2600.5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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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03 年上半年度之居家服務時數已達 409 小時。長十個案之服務時

數比例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中低 1.5，非長十個案之服務時數比例為：中

低 2.5>一般戶>低收=中低 1.5。 

居家服務之時數中仍以一般戶(長十)佔 52%為冠，其次為中低 2.5(非長十)

約佔 19.9，再次為中低 2.5(長十)16.5%。目前仍以長十個案為大宗，其中又以一

般戶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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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0 0 0 35 0 0 13 13.5 61.5

2月 0 0 7 37.5 0 0 9.5 6 60

3月 0 0 15.5 41 0 0 10.5 3 70

4月 0 0 16 35 0 0 7 17 75

5月 0 0 9.5 44.5 0 0 25.5 4 83.5

6月 0 0 19.5 20 0 0 16 4 59.5

103年1至6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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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類型(以 103 年 1 至 6 月份之工作日誌為樣本) 

(1)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服務類型主要分為「換洗衣物之洗滌與修補」、「居家環境改善」、「膳食服

務」、「文書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品」、「陪同就醫或連絡醫療機關」等

六大類服務。 

A. 使用居家服務之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服務之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9,257 次家

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使用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居家環境改善>膳食

服務>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品>文書服務>陪同就醫或

連絡醫療機關。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居家環境改善約佔 42.8%、其次是膳食服

務約佔 28%、再次是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17.6%。由此可見長十個案在此服

務中最需要的服務項目為居家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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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264 194 294 278 295 303

2.居家環境改善(清潔) 692 524 606 653 782 703

3.膳食服務 527 371 469 429 448 349

4.文書服務 26 1 11 6 9 6

5.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 131 86 91 114 124 104

6.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 51 46 65 66 72 67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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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居家服務之非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服務之非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1,287 次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使用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居家環境改善>膳

食服務>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陪同就醫或連絡醫療機關>陪同或代購生活

必需品>文書服務。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居家環境改善約佔 49.1%、其次是膳

食服務約佔 20.4%、再次是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16.6%。由此可見非長十個

案在此服務中最需要的服務項目為居家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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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42 35 37 29 26 45

2.居家環境改善(清潔) 106 89 101 88 118 130

3.膳食服務 52 43 48 35 40 44

4.文書服務 2 6 10 6 7 8

5.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 11 8 18 5 7 9

6.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 4 17 24 27 2 8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非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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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照顧服務 

服務類型主要分為「協助沐浴盥洗」、「大小便處理」、「換穿衣物」、「協助

進食」、「協助服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散步及

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具」等十大類服務。 

A. 使用居家服務之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服務之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17,221 次

身體照顧服務。使用此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協助沐浴盥洗>換穿衣物>

陪同散步及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具>協助進食>大小便處理>肢體關節活

動>協助服藥>上下床>翻身拍背。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協助沐浴盥洗約佔 23.3%、

其次是換穿衣物約佔 21.4%、再次是陪同散步及運動 9.3%。由此可見長十個

案在此服務中最需要的服務項目為協助沐浴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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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沐浴、盥洗 693 540 640 726 711 695

2.大小便處理 412 187 174 201 225 193

3.穿換衣服 649 486 540 666 689 653

4.協助進食 313 242 233 223 208 192

5.協助服藥 190 174 155 203 213 167

6.翻身、拍背 141 70 41 72 74 67

7.肢體關節活動(不含指壓、按摩) 231 188 177 216 186 177

8.上下床 138 152 143 171 183 173

9.陪同散步、運動 274 202 272 267 270 316

10.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 235 194 245 266 224 263

身體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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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居家服務之非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服務之非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3,189 次

身體照顧服務。使用此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協助沐浴盥洗>換穿衣物>

陪同散步及運動>大小便處理>協助進食>上下床>協助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

活輔具>肢體關節活動>翻身拍背。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協助沐浴盥洗約佔

22.7%、其次是換穿衣物約佔 21.9%、再次是陪同散步及運動 12.7%。由此可

見非長十個案在此服務中最需要的服務項目為協助沐浴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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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沐浴、盥洗 137 126 128 89 111 132

2.大小便處理 67 66 65 32 42 51

3.穿換衣服 143 129 126 90 103 107

4.協助進食 46 34 41 27 32 36

5.協助服藥 32 30 29 12 34 36

6.翻身、拍背 30 23 18 15 22 26

7.肢體關節活動(不含指壓、按摩) 22 41 44 17 5 19

8.上下床 38 35 31 27 35 38

9.陪同散步、運動 71 74 51 59 84 67

10.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 43 34 37 16 17 17

身體照顧服務(非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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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喘服務 

服務類型主要分為「安全陪伴」、「協助膳食」、「陪同就醫」、「簡易身體照

顧服務」等四大類服務。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使用服務居喘服務之個案，共計使用

231 次居喘服務。使用此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安全陪伴>協助膳食>簡易

身體照顧服務>陪同就醫。使用率最高為安全陪伴 32.5%，其次是協助膳食

25.1%，再次是簡易身體照顧服務 24.2%。但因居喘服務不提供單純「安全陪

伴」之服務，故個案幾乎都是使用合併性之服務，如「安全陪伴」與「協助膳

食」、「安全陪伴」與「陪同就醫」等，透過此分析可看出，使用者最常使用的

混和型服務為「安全陪伴」與「協助膳食」。 

 

(四)103 年 1 至 6 月服務人數(含新增個案人數、含長十及非長十個案)： 

月    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使用居家服

務之個案 
127 130 131 134 137 134 

使用居喘服

務之個案 
9 10 13 8 8 9 

合計 136 140 144 142 14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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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陪伴 13 8 14 13 19 8

二、協助膳食 6 9 6 17 16 4

三、陪同就醫 7 8 7 9 5 6

四、簡易身體照顧服務 5 13 12 15 5 6

居家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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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3 年 1 至 6 月結案原因統計(含長十及非長十個案)： 

原因 個案死亡 
個案遷出 

新北市 

依計畫完成

服務之提供 

不符合服務

提供資格 
其他 

純居家、居家 

併居喘個案 
13 3 7 17 4 

純居喘服務 1 0 7 0 0 

合計 14 3 14 17 4 

說明： 

103 年 1 至 6 月居家結案人數總計 50 位；不符合服務提供資格者當中，

有 10 位因為入住機構、7 位聘有外勞而結案；其他者當中，8 位案家有人

力照顧，2 位因搬離服務地區，1 位案主失聯超過半年。 

三、服務運作情形 

(一)在職訓練情形： 

1、 居服員內部在職訓練分別於 103.01.11、103.03.08、103.05.10、103.06.14

共辦理 4 場、共 12 小時。課程主題、師資及出席人數詳見附件一。(剪

影如附件二) 

2、 本基金會工作人員上半年度參加在職訓練情形。(詳如附件三) 

(二)個案研討會召開情形： 

    採每季辦理乙次。第一次個案研討於 103.03.05 辦理，第二次個案研討

於 103.06.14 辦理。 

(三)督導會議召開情形： 

    1、針對居服員方面，分別舉行團體督導(每月一次)及個別督導(採評估需要 

      不定期進行)及每年於 2、8 月舉辦兩次之督導考核會談。 

(1) 個督情形： 

每名居服員每半年至少個別督導一次，以維持服務品質，並關心居服

員之服務狀況及心理狀態。103 年 1 至 6 月之個別督導次數為 55 次，

其中一般定期督導 14 次，服務面督導 2 次，規則面督導 20 次，情緒

面 15 次，特殊狀況督導 2 次。(詳如附件四) 

(2) 團體督導： 

分別於 103.01.18、103.02.15、103.03.08、103.04.12、103.05.10、103.06.14

舉辦，共辦理 6 次。(剪影如附件二) 

(四)滿意度調查分析： 

為瞭解所提供的服務與個案需求的關連性，並獲知個案對服務各層面的

意見和建議，本基金會於今年度 7 月進行上半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從 103

年 6 月份 143 位個案之中，電訪 105 位個案，涵蓋率為 73%，進行抽查了解

服務狀況與滿意度。 

其中，對於居服員的服務專業度，有 92%個案感到滿意；對於督導員的

專業度有亦有 87%個案感到滿意；對於基金會的整體服務，高達 93%個案

感到滿意。(詳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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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新服務： 

    1、「資源連結、轉介資源」 

除了派任照顧服務員提供個案一般的居家照顧服務外，本基金會亦透

過督導員、居服員的觀察評估、個案或家屬的直接反映等管道，獲知個案

非屬長照服務的需求後，積極連結或開發其它社會資源來盡力協助個案，

以提升居家照顧服務的深度及廣度。 

      茲列舉本基金會 103 年 1 至 6 月已資源連結的情形如下頁： 

(1) 協助個案申請調理餐包 

上半年度已協助本基金會個案申請到 672 套由馬偕紀念醫院免費提

供之『活力元氣養生系列調理包』。(剪影如附件七) 

      (2)節期關懷 

於傳統或特殊節期間，連結本基金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雙連安養中

心等單位的經費資源，由居服員代贈服務個案節期禮物。致贈節日及

人次為端午節 59 人次。(名單如附件六、剪影如附件七) 

      (3)連結公部門贈送水果等物資，總計 14 人次。(名單如附件六) 

    2、「個案戶外活動」 

於 103年 05月 19日結合本基金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合辦個案小型戶外活

動，安排有意外出踏青、增進人際互動，卻又因環境因素而不便外出的個

案，就近在五股舉辦活動，總計 6 位個案共襄盛舉。(剪影如附件八) 

    3、「宣傳居照服務」 

(1) 於 103年 03月 01日至土城參加同仁醫院附設土城護理之家辦理的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進行徵才招募居服員(剪影如附件八) 

(2) 於 103年 05月 04日結合本基金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新北市三芝

區八賢里活動中心，合辦社區健康講座暨社福資訊宣導活動，以宣

傳居家照顧服務。(剪影如附件八) 

(3) 招募的管道為行政院勞委會全國就業ｅ網、雙連安養中心網站、

1111 人力銀行(剪影如附件九) 

    4、「贈送居服員慶生禮物」 

為增進居服員情感交流及向心力，本基金會於每月居服會時，贈送當月壽

星書局禮卷，傳遞我們的祝福，亦希望居服員能夠藉此增進其專業技能與

知識。(剪影如附件八) 

 

四、服務效益 

(一) 連結資源、轉介物資予本基金會之個案為 672 人次。 

(二) 103 年 1 至 6 月總計提供 22 位全職人員及 4 位兼職人員之就業機會。 

(三) 103 年 1 至 6 月居喘服務總 103 人次受益、總服務時數為 409.5 小時。 

(四) 103 年 1 至 6 月居家服務總 8,838 人次受益、總服務時數為 14,93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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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基金會一直以來將『服務社區化』為目標，努力推動老人照護政策，

以達到『在地安置』與『在地老化』的目標，期待能減輕獨居及失能民眾因

缺乏照顧所衍生的社區問題與家庭負擔並協助促進地方就業機會，以多層次

保障的架構來建構社會福利，以福利服務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維護國民生活

尊嚴、以健康照護維持國民健康與人力品質、以就業穩定國民之所得安全與

社會參與、以居住協助與社區營造協助國民在地安居樂業。 

在這樣的架構中，本基金會亦在 100 年 1 月開始投入居家服務，至 102

年期服務人次已成長 81%，也可看到居家照顧服務所帶來的功能與效益，其

能帶給新北市北海岸地區的有需求者獲得福利服務。 

目前在淡水(部分區域)、三芝及石門 103 年 1 至 6 月居家服務總計服務

8,838 人次、14,932 小時，而在 102 年 1 至 6 月居家服務總計服務 6,779 人

次、12,185 小時，相較之下服務人次成長 76%、服務時數成長 81.6%，可看

出居家照顧服務需求的成長與需要，以及在服務的過程與案主、案家屬的互

動以及案家們的回饋，可感受到居家照顧服務能滿足案主及案家屬照顧的需

要，間接維繫及強化家庭的支持功能，亦讓服務使用者能持續生活在熟悉的

家裡；另外亦能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在在皆持續引發本基金會的使命感。 

雖然期間深感居服員召募不易、偏遠地區及幅員廣大無形中所增加的交

通時間、物力等的支出、人員安全的考量、機構之間的競爭、民眾對居照需

求與認知的改變或過度期待等困境，然本基金會仍積極投入，並持續提供服

務，並藉由在 100 年 10 月份新北市政府所辦理的居照評鑑及 103 年 7 月份

新北市政府所辦理的居家服務考核等機會，再次檢視在人員行政管理、服務

運作、個案權益保障、服務績效、創新等等的辦理情形，針對評委給予的指

導與建議逐步檢視、調整及改進，期能在持續改進、前進當中，逐步克服困

境、發揮更多效益、提供多元化、用心之服務，讓未來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