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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小組 110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12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3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 

參、 主席：陳副市長子敬                             

肆、 出(列)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郁漩 

伍、 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解除

列管 

1 

案由：工作報告 

 

上次決議事項： 

為了解勞工局與其他

網絡單位共同服務本

市身心障礙者之現

況，請呈現與社會局

或其他單位（如教育

局、衛生局）共案數與

共案情形的資料（如

合作機制），以利委員

檢視共案相關資訊；

除了與社資中心共案

外，尚與其他哪些單

位合作。 

一、有關跨局處的共

案合作模式，係依

據 109 年度本局

召開之跨單位合

作平台與共同服

務機制討論會議

決議辦理；目前採

用個案管理模式

服務身障者的單

位主要有社會局

與本局，故目前本

局身障職業重建

服務共案服務合

作單位為社會局

身障社資中心和

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其他單位如教

育、衛生與社會局

所屬其他服務系

統均仍僅維持單

向轉介身心障礙

者職業重建服務。 

勞工局 

一、 姚委員建

議：勞工局

應 以 服 務

宗 旨 為 出

發，搭配與

其 他 局 處

或 網 絡 單

位 合 作 為

輔，且針對

每 個 個 案

應 是 主 動

性服務，以

共 案 的 方

式 連 結 相

關 資 源 予

個案，每個

局 處 或 網

絡 單 位 都

是 一 個 主

體性，而非

像 是 書 面

資 料 所 述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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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於今（110）

年度就業轉銜會

議中，提案邀請

社政、衛生及教

育等相關單位就

共案合作機制再

進行討論，經蒐

集各單位意見與

討論後，考量共

案合作之服務成

本較高，衛政、教

育單位身障個案

之個案管理多數

仍回歸由社會局

單位提供服務，

且目前合作機制

順暢，決議與衛

政、教育單位仍

維持個案轉介模

式，未來依各單

位業務屬性與服

務對象之狀態，

評估如有需求，

再採共案模式，

以提升服務強

度、深度。 

三、 本局延續與社會

局各區社區資源

中心進行共案合

作，109年迄今共

案數計 36案，合

作過程尚無困

難，合作內容則

以建立合作共識

以 社 會 局

為主。 

二、 許委員建

議：職業重

建的開案

標準應再

有彈性些，

若無法開

案，便無法

進到服務

體系，更無

法評估個

案需求進

而連結其

他網絡單

位，更遑論

共案服務

機制。故建

議勞工局

應更有彈

性地提供

服務及事

前預備，針

對未開案

的個案可

以合作的

模式與其

他網絡單

位合作，提

升身心障

礙者的能

力，進而進

入職場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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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機制、個案資

訊傳遞、追蹤服

務進度與分享資

源等為主，與各

社資中心共案件

數如下表: 

社資中心 案量 

大屯區 8 

山線區 9 

北屯區 8 

西屯區 1 

海線區 5 

綜合區 5 

總計 36 

四、 與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之共案亦採

取轉介前事先聯

繫討論、陪同初

次晤談及後續定

期聯繫討論之合

作機制辦理，另

統計今 (110)年

度受理轉介及後

續將進行共案合

作 案 件數 如 下

表: 

單位 案量 

大里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 
2 

大雅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 
1 

南屯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 
1 

烏日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 
1 

總計 5 
 

三、陳坤皇委

員建議：勞

工局可提

早與其他

網絡單位

合作與提

供身心障

礙者相關

訓練，以提

升身心障

礙者能力，

以利其後

續銜接職

場。 

四、吳文楦科

長建議：針

對身心障

礙者的服

務需求而

判斷其主

從關係，若

是有就業

需求，則是

以勞工局

為主，若有

其他需求

則可連結

相關的福

利服務，以

協助身心

障礙者排

除相關因

素而順利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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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工局補

充說明：針

對姚委員

所建議，本

局也陸續

開辦相關

合作的模

式與方式，

像是職場

體驗，並歡

迎社會局

或教育局

所服務的

身心障礙

者可以來

體驗，希望

是可以提

供身心障

礙者就業

前的預備

期，促使期

達到最終

的就業目

標。後續也

會依照許

素彬委員

所建議的

部分，開創

更多的合

作模式與

機制。 

六、 建議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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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由： 工作報告 

 

上次決議事項：  

為瞭解疫情期間，本

市身心障礙者相關

職業訓練課程暫停

是否影響其就業，以

及相關職業輔導評

量方式及如何協助

身障者就業？ 

說明： 

依據防疫規定，各身

障職訓課程於復課後

持續進行培訓，暫無

影響學員就業。 

有關疫情期間職業輔

導評量服務模式，仍

以個案及案家是否繼

續接受服務為主要考

量，針對有意願繼續

評量之個案，配合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規

定，可透過視訊模式

或至本局自有場地，

進行簡易式或情境模

擬評估，減少等待期。 

疫情期間身心障礙者

如有就業需求，本局仍

持續提供職業重建、支

持性、庇護性等就業服

務，以維護、保障其就

業權益。 

勞工局 

同意業務單位

報告並解除列

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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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工作報告 

 

上次決議事項：  

針對 110 年 4 月到 6

月身障就業的資料

彙整，另函提供委員

參考提供建議，評估

是否有相關的福利

服務可協助，像是社

會局救助金專戶或

是紓困方案等，也可

在 7月中旬向中央呼

說明： 

本局業於 110 年 8 月

6日函送 110年 4-6月

工作報告 1 份供委員

參考，本局於疫情期

間相關服務、訓練課

程、推廣活動採彈性

調整執行方式或暫緩

辦理，於疫情趨緩後

持續積極辦理以維護

身心障礙者就業權

益，各項計畫於年底

勞工局 

同意業務單位

報告並解除列

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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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並及早因應。 前完成。 

本局於疫情期間提供

之紓困方案如下： 

1. 身心障礙者職業

訓練承訓單位：針

對承訓單位提供

防疫物資補貼，如

隔板、快篩劑、面

罩、酒精噴霧及訓

練地點環境清潔

消毒，確保參訓學

員參訓安全，降低

傳染風險。 

2. 庇護工場：核撥每

家庇護工場 24 萬

元紓困營運費用，

共計核撥 7家 168

萬元；另依勞動部

110 年 3 月 16 日

勞 動 發 特 字 第

11005017661 號

函，庇護工場可於

地方政府核定之

110年度預算內，

將防疫物資及課

程列入行管費項

下核銷。 

3. 視障按摩師：協助

視障按摩師申請

按摩工作補貼，每

月 15,000 元，最

高補助 3個月，共

計 補 助 442 人

1,917萬元；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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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局工作執行報告: 

(一) 主席指(裁)示事項： 

1. 社會局部分： 

後續可明確呈現各社資中心的區域範圍，以利主席及委員瞭解本市各

區域的業務執行狀況。 

2. 衛生局部分： 

(1)建議衛生局針對中途致障者說明其出院準備計畫如何協助其在社區

中適應，或是否以其他相關的服務數據及服務。 

(2)建議呈現除就業以外的服務與具體成效(如頁 28頁之資料呈現)。 

(3)建議後續在資料呈現上，可有具體的指標，如精神疾病個案照顧是

否有穩定就業或穩定結案等。另也可參考社會局兒少福利科資料(如

頁 19)的服務辦理情形一覽表。 

3. 教育局部分： 

(1)針對工作報告像次之附表，資料呈現可以議員選區進行統計，以利

主席及委員瞭解本市各區域的業務執行狀況。 

(2)建議在家教養的學生，教育局在畢業前夕應多與相關網絡單位合作，

以確保在家教養的身障者權益保障。 

(二) 餘洽悉。 

 

  

落實視障按摩師

自主健康管理，提

供新型冠狀病毒

快篩試劑，輔導其

強化防疫應變措

施，打造安心按摩

場所，渡過疫情之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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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身障社資中心)社工人員與長照服

務資源銜接合作情形 1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據本局針對身障社資中心輔導查核時討論案例情形辦理。 

二、 因身障社資中心服務以社區中之身心障礙者為主，因此相關到宅式資源連結

性高，如可透過居家服務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可於社區中獲得妥

善協助。 

三、惟長照中心照顧管理專員或長照個案管理師/居家服務督導員/居家服務員

等對於身心障礙特質的多元複雜性較不熟，因此經常希望透過安置方式解決

相關問題，甚至是要求身障社資中心社工處理相關事情後才能提供服務，導

致身心障礙者尚有部分能力卻無能參與討論或獲得適當協助。 

辦法： 

一、 請衛生局評估除現有的身心障礙相關課程規定之外，倘服務單位個案研討之

討論案件涉及身心障礙者時，邀請相關身障領域老師或實務工作者參與，藉

此提升相關服務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及相關資源的認識。 

二、 身障社資中心定期辦理網絡聯繫會議或相關個案研討時，邀請長照中心照顧

管理專員、長照個案管理師、居家服務督導員或居家服務員出席參與討論，

釐清相關服務情形討論合作機制。 

三、 為利於能順利讓身心障礙者能銜接相關福利資源，因此倘有相關研討或聯繫

會議時，均可派主責人員出席參與討論，並將資訊提供內部同仁。 

 

各委員發言摘要與建議事項： 

一、 衛生局委員及代表： 

（一） 本局長照服務相關會議都會邀請長照中心照顧管理專員、長照個案管

理師、居家服務督導員等相關人員參與討論，若後續有社資中心的個

案，亦可邀請一同參討討論。 

（二） 另本市長照中心照顧管理中心每月都有例行會議，若有身心障礙個案

的相關議題，亦可在此會議上討論後續處遇。 

二、 彭副召集人懷真：建議研議相關個案研討或聯繫會議的表格，讓各局處在

轉銜會議上可以清楚呈現討論的議題及合作狀況。 

三、 許委員素彬： 

（一） 長照服務的評估確實與身心障礙者服務脈絡不同，較無法全面性的瞭

解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主要在於照顧議題跟能力上。因此，規劃時可多

與社會福利單位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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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社政而言，當身心障礙者在社區中已無相關的支持系統與資源可

協助時，才會透過安置方式以保障其生活、安全權益，故提醒衛生局在

思考解決身心障礙者需求時，採用安置的處遇計畫，應是最後一道防

線。 

四、 姚委員奮志： 

（一） 可研製相關網絡單位合作的工作表格，瞭解每次會議中討論的個案狀

況與議題，以利後續的追蹤服務。 

（二） 長照服務的焦點主要在照顧能力，與社資中心服務的面向不同，且就

全台的長照服務體系皆對身心障礙的議題較不熟悉，很開心首次在市

府的轉銜會議中提出討論。 

決議：請社會局及各承辦單位參酌委員建議事項辦理，加強彼此認識及溝通。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4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