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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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14 年起承接新北市淡水

區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三)居家式服務 

基於上述理念本基金會續在 2011 年 1 月起承接新

北市政府『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居家服務) 暨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照顧者督導、失能身心障礙

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及失能者補助使用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居家喘息)』計畫，以「到宅服務」的方式

提供民眾個別性、可近性、多元性及連續性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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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居家服務：雇用並派遣當地居家照顧服務員至所

需民眾家中提供家務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身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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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 

(2)居家喘息服務：民眾因臨時有事無法照顧時，雇

用並派遣當地居家照顧服務員提供臨時、短期的照顧服

務。 

 (四)到宅沐浴服務 

本基金會發現在服務長期臥床的失能者而言，由於

行動不便，加上照顧者的體力有限，若是居家沐浴空間

沒有無障礙的環境與設備，往往長期臥床者就只能擦

澡，在生理衛生及心理尊嚴上都沒有被妥善對待，對家

屬來說也容易產生內疚和煎熬。「到宅沐浴車」在日本已

行之有年，更證實能有效解決長期臥床之失能者在褥

瘡、皮膚疾病及新陳代謝方面等生理健康問題，更重要

的是在心理、精神層面的支持、尊重及放鬆的效果。本

基金會在 103 年起針對長期臥床的失能者以提供『到宅

沐浴』的服務。沐浴車，是以專用車輛，攜帶行動組合

式浴槽，搭配『專業護理師、照顧服務員、操作員』三

人一組的專業團隊服務。只需要一坪半空間，即可提供

溫和有隱私的沐浴，以協助失能者進行全身式沐浴，不

但可洗去失能者身體的髒污，對擔負照顧責任的家庭來

說，也是溫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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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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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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份之月報為樣本) 

(1) 本基金會統計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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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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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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 11 10 10 10 11 10 62

三芝 48 53 50 52 53 55 311

淡水 79 73 74 82 84 93 485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個案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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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個案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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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資料分析 

1、個案性別(以 103 年 7 至 12 月份之月報為樣本) 

(1)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性別： 

本基金會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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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長十男性個案佔 39%、女性

非長十個案佔 4%、男性非長十個案佔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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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性別： 

本基金會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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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長十男性個案佔 29%、女性非長十個案佔

16%、男性非長十個案佔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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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兩性相等。(圖表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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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長十(女) 8 7 7 5 5 6 38

非長十(男) 9 9 11 10 10 11 60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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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十(女) 5 4 3 4 4 3 23

長十(男) 1 1 5 2 5 3 17

非長十(女) 1 1 2 1 2 2 9

非長十(男) 2 2 1 1 2 1 9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性別 



5 
 

2、個案年齡分布 

(1)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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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0 歲

約佔 3%、41～60 歲約佔 13%、61～80 歲約佔 44%、81～100 歲約佔 38%、101

歲以上僅佔 1%，由此可見居家服務使用者中以 61～80 歲居多。 

 

(2)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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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0

歲約佔 9%、41～60 歲約佔 14%、61～80 歲約佔 38%、81～100 歲約佔 34%，由

此可見居喘服務使用者中以 61～80 歲居多。 

  

0
10
20
30
40
50
60
70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20歲 2 2 3 3 3 4

21～40歲 5 4 4 3 3 3

41～60歲 17 19 20 19 19 21

61～80歲 61 59 57 63 67 69

81～100歲 52 51 49 55 55 60

101以上 1 1 1 1 1 1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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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20歲 1 1 0 0 1 0

21～40歲 1 1 1 0 1 1

41～60歲 1 1 1 2 2 1

61～80歲 3 2 7 2 3 5

81～100歲 3 3 2 4 6 2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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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利身份別： 

(1)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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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居家服務使用者

仍以長十個案為主，其中又以一般戶最多。 

(2)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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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中低

2.5(17%)>低收(2%)，非長十的個案比為：中低 2.5(19%)>一般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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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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 6 18 83 1 5 11

8月 14 6 19 81 1 4 11

9月 14 6 18 78 1 4 13

10月 14 6 19 90 0 4 11

11月 14 7 21 91 0 4 11

12月 15 8 23 95 1 4 12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福利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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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0 1 5 2 1

8月 0 2 3 2 1

9月 0 2 6 2 1

10月 1 2 3 0 2

11月 0 2 7 3 1

12月 0 1 5 2 1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福利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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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失能程度： 

(1)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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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重度＞中重度。 

其中，又以長十重度佔 33%為最多，其次為長十輕度佔 31%，三為長十中

度佔 25%，其餘為非長十的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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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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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長十重度佔 36%為最多，其次為長十中度佔 22%，三為非長十

輕度佔 16%，故可看出目前居喘服務使用者之中，以長十重度失能個案為主。 

 

0

10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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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42 36 43 9 3 5

8月 41 34 45 8 3 5

9月 39 33 44 9 4 5

10月 47 34 48 7 3 5

11月 48 35 50 8 1 6

12月 51 39 51 9 1 7

103年7至12月居家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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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 3 2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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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失能程度 



8 
 

5、服務人次： 

(1)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7 至 12 月之居家服務人次共計 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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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3 年下半年度來看，比例最高為長十一般戶之服務人次約佔 62.1%，其

次為長十中低 2.5 之個案約佔 14.6%，第三為長十低收入戶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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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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8 64 230 1005 11 58 111

8月 136 64 238 939 13 55 108

9月 150 45 213 883 3 53 116

10月 153 55 233 999 0 47 110

11月 138 53 226 1044 0 48 101

12月 169 80 275 1133 14 53 119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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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7 至 12 月之居喘服務人次共計 125 人次，長十個案之服務人次比

例為：一般戶>中低 2.5>低收，非長十個案之一般戶和中低 2.5 倍服務人次相同。 

以 103 年下半年度來看，比例最高為長十一般戶(65.6%)，其次為非長十中

低 2.5 及一般戶(各佔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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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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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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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務時數： 

(1)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03 年下半年度之居家服務時數已達 1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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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服務之時數中仍以一般戶(長十)佔 59.4%為冠，其次為中低 2.5(長十)約

佔 16.5，第三為低收(長十)8.9%。目前仍以長十個案為大宗，其中又以一般戶居

冠。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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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非長

十) 

一般戶

(非長十) 

7月 200.5 137 475.5 1618.5 22 142 136.5

8月 213.5 129.5 458 1499 26 130 129

9月 249 106.5 379 1423.5 6 124 155

10月 255 105.5 406 1584.5 0 108 142

11月 227.5 110 402 1631 0 118 137

12月 271 147 518.5 1714.5 28 129 155.5

103年7至12月使用居家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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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 7 至 12 月使用居喘服務之個案服務時數分布狀況： 

本基金會 103 年下半年度之居家服務時數已達 472.5 小時。長十個案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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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戶。 

居喘服務之時數中仍以一般戶(長十)佔 57.2%為冠，其次為中低 2.5(非長十)

約佔 17.7，再次為一般戶(非長十)15.7%。目前仍以長十個案為多數，其中又以

一般戶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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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書服務 

1% 

2.陪同就醫或聯

絡醫療機關 

4% 

3.陪同或代購生

活必需用品 

6% 

4.換洗衣物之洗

濯與修補 

18% 

5.膳食服務 

23% 

6.居家環境改善

(清潔) 

48% 

103年7至12月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長十) 

(三)服務類型(以 103 年 7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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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服務之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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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就醫或連絡醫

療機關>文書服務。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居家環境改善約佔 47.7%、其次是膳

食服務約佔 23.1%、再次是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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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陪同或代購

生活必需用品 

2% 

2.陪同就醫或

聯絡醫療機關 

3% 

3.文書服務 

3% 

4.換洗衣物之

洗濯與修補 

17% 

5.膳食服務 

20% 

6.居家環境改

善(清潔) 

55% 

103年7至12月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非長十) 

B. 使用居家服務之非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7 至 12 月服務之非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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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服務>陪同就醫或連絡醫療機關>陪同

或代購生活必需品。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居家環境改善約佔 55%、其次是膳食

服務約佔 20%、再次是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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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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6% 

6% 

7% 

8% 

9% 

12% 

20% 

25% 

103年7至12月身體照顧服務(長十) 

7.翻身、拍背 

8.協助進食 

9.協助服藥 

10.上下床 

11.肢體關節活動(不含指

壓、按摩) 

12.大小便處理 

13.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

助器具 

14.陪同散步、運動 

15.穿換衣服 

16.協助沐浴、盥洗 

(2) 身體照顧服務 

服務項目主要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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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服務之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1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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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便處理>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

>協助服藥>協助進食>翻身拍背。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協助沐浴盥洗約佔25%、

其次是換穿衣物約佔 20%、再次是陪同散步及運動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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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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6% 

7% 

7% 

12% 

25% 

25% 

103年7至12月身體照顧服務(非長十) 

7.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

助器具 

8.翻身、拍背 

9.協助服藥 

10.肢體關節活動(不含指

壓、按摩) 

11.協助進食 

12.大小便處理 

13.上下床 

14.陪同散步、運動 

15.穿換衣服 

16.協助沐浴、盥洗 

B. 使用居家服務之非長十個案 

以下統計本基金會 103 年 7 至 12 月服務之非長十個案，共計使用 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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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床>大小便處理>協助進食>肢體關節活動>協助服藥>翻

身拍背>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具。其中，使用率最高為協助沐浴盥洗及換穿衣

物各佔 25%、其次是陪同散步及運動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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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換穿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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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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使用服務居喘服務之個案，共計使用

212 次居喘服務。使用此服務種類之帄均比例如下：陪同就醫>安全陪伴>簡易

身體照顧服務>協助膳食。使用率最高為陪同就醫 41%，其次安全陪伴服務

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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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同就醫」。 

 

(四)103 年 7 至 12 月服務人數(含新增個案人數、含長十及非長十個案)： 

月    份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使用居家服

務之個案 
138 136 134 144 148 158 

使用居喘服

務之個案 
9 8 11 8 13 9 

合計 147 144 145 152 16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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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3 年 7 至 12 月結案原因統計(含長十及非長十個案)： 

原因 純居家、居家併居喘個案 純居喘服務 合計 

個案死亡 10 0 10 

請外籍看護照顧 6 0 6 

個案遷出本單位服務區域 6 0 6 

表示無服務需求 6 0 6 

入住長照機構 5 0 5 

其他 2 0 2 

由家屬自行照料 2 0 2 

依計畫完成服務之提供 1 0 1 

失能狀況改善 1 0 1 

 

三、服務運作情形 

(一)在職訓練情形： 

1、 103 下半年度居服員內部在職訓練分別於 103.08.16、103.09.13、

103.11.08、10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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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會工作人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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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下半年度第一次個案研討於 103.08.11 辦理，第

二次個案研討於 10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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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之個別督導次數為 19 次，

其中一般定期督導 8 次，規則面督導 7 次，情緒面 4 次。(詳如附件四) 

(2) 團體督導： 

分別於 103.07.12、103.08.16、103.09.13、103.10.04、103.11.08、103.12.13

舉辦，共辦理 6 次。(剪影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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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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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進行上半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從 103

年 10 月份 145 位個案之中，電訪 128 位個案，涵蓋率為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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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個案感到滿意；對於督導員的

專業度有亦有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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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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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已資源連結的情形如下： 

(1) 協助個案申請調理餐包 

下半年度已協助本基金會個案申請到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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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愛基金會等單位的經費資源，由督導員、居服員代贈服務個案

節期禮物。父親節關懷 21 人次、中秋節關懷 46 人次、聖誕節關懷 153

人次，103 下半年度節期關懷共計 220 人次。(名單如附件六、剪影如

附件七) 

      (3)協助個案申請送餐服務 

103 下半年度協助有送餐需求之個案申請送餐服務，共計 159 人次。(剪

影如附件七) 

      (4)其他資源轉介 

103 下半年度已協助轉介有需求之個案到宅沐浴、衛教觀念、到宅義診、

居家護理等服務，共計 4 位。 

    2、「個案戶外活動」 

於 103年 10月 22日結合本基金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合辦個案戶外活動，

安排有意外出踏青、增進人際互動，卻又不便外出的個案至宜蘭金車生技

蘭花園及亞典菓子工廠遊玩，總計 5 位個案共襄盛舉。(剪影如附件八) 

    3、「宣傳居照服務」 

(1) 於 103年 10月 19日結合本基金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新北市淡水

區長庚里活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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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 103 年 10 月 25 日參與結新北市三芝區公所辦理的筊白筍節，以

宣傳居家照顧服務。(剪影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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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募的管道為行政院勞委會全國就業ｅ網、台灣公益資訊台灣公益

資訊中心、雙連安養中心網站、雙連週報、1111 人力銀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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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鼓勵居服員取得技術士證照」 

每年鼓勵照顧服務員考取證照，以增進專業能力，並透過同儕相互訓練，

讓已取得證照的照顧服務員教導、複習準備考照的同仁，103 下半年度再

增加 1 名考取丙級證照。(剪影如附件八) 

四、服務效益 

(一) 103 年 7 至 12 月連結資源、轉介物資予本基金會之個案共計 1,263 人次。 

(二) 103 年 7 至 12 月總計提供 18 位全職人員及 5 位兼職人員之就業機會。 

(三) 103 年 7 至 12 月居喘服務總 125 人次受益、總服務時數為 472.5 小時。 

(四) 103 年 7 至 12 月居家服務總 9,673 人次受益、總服務時數為 15,9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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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

次由 100 年度 5,874 人次、101 年度 11,821 人次、102 年度 15,506 人次到 103

年度 18,775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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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12 月居家服務總計服

務 9,798 人次、16,422.5 小時，可看出居家照顧服務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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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兼顧個別性需求且深入個案住所的居家式服務，對於取得服務資源

本就不易的偏遠地區民眾，所帶來的不僅是身體及生活照顧被解決或者是家

屬片刻的喘息而已。居家服務提供也代表著一種社會與人際的關懷互動，更

代表著服務需求者『被看見、被尊重』的基本權益滿足。 

本基金會也藉由新北市政府所辦理的居照評鑑及居家服務考核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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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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