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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及所屬機關 
「推動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 行政院 104年 4月 1日院臺衛字第 1040129317號函核定「社

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 

二、 臺中市政府 103年 5月 16日府授法規字第 10300898541號令

制定「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條例」。 

 

貳、 計畫目標  

為強化保障本市社工人員執業安全，創造友善職場，支持本市社

工人員在安全、安心及安定之工作環境下，提供服務對象所需福利服

務，本計畫預定達成下列目標： 

一、 安全就業：加強風險管理，提升專業服務品質。 

二、 安心服務：強化防護保障，提供民眾優質服務。 

三、 安定管理：建構友善職場，落實社工專職長任。  

 

參、 主辦機關與推動機制 

一、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 推動機制： 

(一)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臺中市

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條例」，並參照「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及「臺中

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工人身安全風險管理與危

機處理要點」訂定本計畫，積極推動安全防護工作。 

(二) 參循衛生福利部訂定之「社工人員安全防護設備及措施之

設置參考原則」、「社工人員執行職務安全指引」，據以推

動本市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相關措施。 

 

肆、 實施對象 

一、 本府社會工作人員。 

二、 接受本府委託辦理社會福利相關業務之民間團體社工人員。 

三、 本市進用單位社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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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期程 

一、 第1階段開辦期：104年配合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執業

安全方案」及依據「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條

例」辦理相關措施。本計畫自奉核定日起至105年12月，以社

會福利、衛生、教育及原住民為推動領域。 

二、 第2階段拓展期：106年1月至12月，檢視第1階段執行成效，據

以賡續辦理，並將法務及就業領域納入第2階段推動。 

 

陸、 執行策略及工作內容 

  一、目標一：安全就業 

(一)策略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研訂社工人員風險量表及安全防護、指引之參考原 

    則，辦理下列事項。 

1. 依據衛生福利部依社工執行業務的性質(高風險性、 一般性)、執行業務場域、

工作時間(日間、夜間)及個案特殊性所訂之風險量表，盤點社工人員執行工作風

險等級，作為規劃社工人員人身安全相關防護措施及經費編列之參考。 

2.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訂社工人員安全防護設備、措施之設置參考原則，提供社工人

員執行業務所需之安全工作環境及設施設備，並供進用單位依循及參考。 

3. 依循衛生福利部所訂社工人員執行職務安全指引，推動社工人員執業安全。 

(二)策略二:進用單位建置執業安全防護措施。 

1. 對於社工人員之辦公場所，應注意其安全，並妥為規劃下列安全防護措施: 

 (1)加強門禁管理，視需要裝置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2)與社區保持連繫，視需要建立防護聯防體系(含保全警衛系統)。 

 (3)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連繫，視需要洽請加強巡邏。 

  (4)規劃訂定社工人員執業遭遇危害之相關避難標準作業程序，並定期實施演練。 

2.考量社工人員之性別、年齡及業務內容等，執行下列安全防護措施: 

 (1)加強相關安全防護訓練。 

 (2)建立預防危害之標準作業流程；提供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 

 (3)社工人員執行業務，經評估有遭受危害之可能，得指派人員陪同，並依相關規  

    定請求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4)對執行特殊社會工作業務之社工人員個人資料予以保密。 

3.社工人員執行業務致生危害，進用單位視需要採取下列措施: 

 (1)急救、搶救及必要之消防、封鎖等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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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向警方報案或請求相關機關儘速派員處理。 

  (3)視情節通報進用單位所在地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4.進用單位所在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接獲通報，應查明相關處理情形，必要時得派 

  員協助處理。 

5.進用單位於社工人員執業遭受生命、身體、精神或自由之侵害後，應採取下列措 

  施： 

 (1)協助就醫診療，或視情況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進行諮商輔導或醫療照護。 

 (2)對社工人員及其家屬之關懷慰問，提供必要協助。 

 (3)調查事故發生之原因，檢討改進服務流程、品質、防護措施等相關措施。 

 (4)提供法律諮詢、訴訟或法律上之相關協助。 

 (5)協助辦理請假、保險、退休、撫卹等事宜。 

  (6)因原任職期間執行職務遭受侵害者，應由其原進用單位繼續提供上開措施之 

     協助。 

6.進用單位依本方案規定請求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或派員協助處理時，受理請 

  求之機關應即為必要之處置。 

(三)策略三: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制定人身安全分級訓練課程，辦理下列事項；  

    建置人身安全防護之標準工作流程，提升社工人員服務之專業品質。 

1.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制定分級訓練課程(含服務制度規章、服務流程、服務技能與

態度、職場價值與工作倫理等)，規劃社工人身安全訓練，並供進用單位依循及

參考。 

2. 進用單位應辦理或派員參加教育訓練、研討會或社工人身安全個案檢討會議。 

 

二、目標二：安心服務 

(一)策略一:建立社工人員執行業務，遭受騷擾、恐嚇、威脅，致生危害之通報機 

    制。 

1.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建置社工人員人身安全通報制度、資訊系統，供進用單位依

循，落實社工人員人身安全通報機制。 

(二)策略二:社工人員因執業遭受侵害之重大事件，對其進用單位相關缺失及執業 

    環境之輔導改善。 

1. 就社工人員因執業遭受侵害之重大事件，對其進用單位相關缺失及執業環境之

輔導改善。 

(三)策略三:檢討社會福利及其他相關法規，並研議將傷害社工人員加重罰則之規 

    定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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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討社會福利及其他相關法規，並將傷害社工人員加重罰則之規定研議入法。 

 

三、目標三：安定管理 

(一)策略一:建立社工人員因進用單位未提供適足執業安全防護措施所需之救濟或 

    申訴機制。 

1. 進用單位未提供安全防護措施或提供不足時，社工人員得請求進用單位提供之。 

2. 進用單位不提供或拒絕時，社工人員屬公務人員保障法適用對象，依該法提起救

濟；其餘人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提起救濟。 

(二)策略二:落實社工人員執業安全督導機制。 

1. 進用單位落實社工人員執業安全督導機制。 

(三)策略三: 衛生福利部經盤點現行相關社工人身安全及職業安全法令，編製社工 

    人員人身安全手冊及案例彙編，供進用單位之社工人員參考。 

1. 衛生福利部經盤點現行相關社工人員人身安全及職業安全法令，編製社工人員

人身安全手冊及案例彙編，供進用單位之社工人員參考。 

(四)策略四:支給社工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或視風險需要酌予補助民間團體 

    之社工人員投保執業安全保險。 

1. 依高度風險及一般風險之分級量表支給本局、所屬機關及委外之民間團體社工

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從事高度風險業務之社工人員，每月發給 2,000元；

從事一般風險業務之社工人員，每月發給 1,000元)。 

2. 依衛生福利部所訂「視風險需要酌予補助民間團體投保執業安全保險(項目並包

含傷害保險)」，配合辦理。 

 

柒、 經費來源及編列 

一、 所需經費除「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外，由本局及所屬機關編列

預算辦理。 

二、 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

全方案」，經費由衛生福利部補助 4成，本局自籌 6成。 

年度 105年 106年 備註 

經費來源 
本局及所屬

機關自籌 

預計申請中

央補助 

本局及所屬

機關自籌 

預計申請中

央補助 
 

總計 7,782,000 3,816,000 7,228,000 4,402,00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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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工作
補助費 7,157,000 3,816,000 6,603,000 4,402,000 

(一)執行高度風險業務之社工人員每月 
支領 2,000元；一般風險業務之社
工人員每月支領 1,000元。  

(二) 自 106年度起，請臺中市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自行編入
機關預算。 

辦理人身安全
訓練或相關議
題教育訓練、研
討會或個案檢
討會議之派訓
費用 

134,000  134,000  

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
方案」補助標準：各縣市 1場，最高補
助 15萬元。 

安全防護設施
設備及相關服
務措施費用 

490,400 

 

490,400 

 (一)本局、所屬機關辦公場所設施設備及
執業所需防身器材： 
依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執業
安全方案」補助標準，經常門 10萬
元、資本門 40萬元。 

(二)相關服務措施包括心理諮商、外聘督 
導等。 

 

捌、 預期效益 

一、 規劃辦理社工人員分級訓練課程，預計全市受益人數 300人，強

化社工人員風險意識、安全防護之專業知能。 

二、 支給本局、所屬機關及委外之民間團體社工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補

助費，預計每月受益人數 428人，強化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保障。 

三、 社工人員因風險因素衍生之流動率降低 5%，有效達成社工人員

專職久任，傳承專業實務經驗，提升福利服務品質 

四、 強化社工人員安全防護機制，建立友善之執業環境。 

 

玖、 督考機制 

一、 配合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或評鑑。 

二、 每年針對本市進用社工人員之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機

構、團體或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進行年度自我檢核成效調查，確

立稽核機制。 

 

   拾、  附則 

   本計畫經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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