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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 

試題評析 

此次考題屬於相當基本的範圍，尤其是今年並無特別立法或修法，因此題型便回歸到福利基本概

念與考古題的範疇。包括特考社會行政與公職社工師都有此現象，主要考的題型包括：福利基本

概念如：福利多元主義（民營化、福利給付問題）、福利去商品化；社會安全如：社會救助與社

會安全體系；法規則以家庭類、新推動的身權法之障礙鑑定為主。 

第一題：為這幾年相當熱門的社會安全制度的延伸，雖說是考社會安全制度的目的，但實質上仍

是要將社會安全制度的內容與相關法規說明清楚。老師在考猜第六題當中已經清楚交代

社會安全制度，考生若冷靜思考，便能從容應對。 

第二題：福利多元主義與民營化等議題歷久不衰，此次重出江湖是可以預見的。尤其考猜第一題

便是福利多元主義，相信考生們必能迎刃而解。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劉開渠編撰，頁72-75。 

《高點102年地方特考考前猜題》，劉開渠編撰，頁4，第6題。 

第二題《高點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劉開渠編撰，頁45-48。 

《高點102年地方特考考前猜題》，劉開渠編撰，頁1，第1題。 

 

甲、申論題部分： 

一、為了保障或改變個人、團體或社會的現狀與問題，各國皆設立其社會安全制度。請列舉社會安

全制度的目的並加以說明。（25分） 

答： 
世界各國皆有社會安全制度，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1994年對社會安全體系提出「三柱體」的層次觀點，並於

2005年修正為「五個柱體」的觀點，也就是多層式的退休金體系(Multipillar Pension System)。主要目的在提供人

民在經濟生活上的安全無虞，深究其主要目的有三，包含：救助急難、救濟貧窮、預防貧窮： 

(一)救助急難 

屬於世界銀行多層次體系的第0柱，其性質在於採取補償型(或稱殘補式，residual)的設計概念，針對經濟生

活有緊急性需求時給予特殊的協助。如：我國社會救助法當中的急難救助、醫療補助，或是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當中對於特殊境遇情形的加重補助項目。 
(二)救濟貧窮 

同樣屬於多層次體系的第0柱，其性質以補償方式（或稱殘補式）針對經濟條件落入貧窮線以下的家庭進行

補助。主要是一種社會救助措施，如：我國社會救助法當中針對中、低收入戶進行資產調查後給予生活扶

助。此外，亦有針對某些特殊人口群（如身心障礙者、老人）發給津貼，以協助其生活經濟安全。 
(三)預防貧窮 

1.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與不同工資水平相關聯的「繳費型保障」，目的在達到某種收入替代水

準。採強制性參加，並具有所得「代內轉移」與「代間轉移」之社會保險精神。在我國以國民年金的概

念最為相近，但保險人口並未含括全民。此外，我國勞工保險制度即有此設計精神。 

2.責任分擔的附加年金制度：為多層次體系的第2柱，是「職業計畫」或「個人計畫」的「強制性」員工退

休制度，屬於完全累積制(full funding)的「私人投資管理」。在繳費階段通常是「確定提撥制」，但到領

取階段可能會把個人帳戶資產轉換成終生年金的方式。這種強制性且完整準備的職業保險，在我國包括

勞工保險、公務人員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保。 

3.自主參加的儲蓄保險方案：為多層次體系的第3柱，本質上強調「靈活性」與「自願性」，個人可以自主

決定是否參加、繳費多寡。可以是「完全由個人繳費型」，或「雇主資助型」，也可能是「確定給

付」，在我國是由個人自主決定參加與否及保費多寡的一般商業保險或儲蓄、財產累積方案、信託（身

權法）。 

4.代間協助的家庭支持措施：為多層次體系的第4柱，非正式的家庭成員與隔代間支持，如：現行的托兒育

兒措施、長照制度都有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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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的社會福利都有其不同的輸送者，或稱為福利多元主義（welfare p1uralism），請列舉其

中兩個福利輸送來源並說明其優缺點。（25分） 

答： 
(一)福利多元主義的意義： 

混合經濟福利（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和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是相同的概念（Johnson，

1999）。指政府不再是福利的唯一提供者，提倡由民間來扮演福利的另外一隻推手。其作法包括由政府透

過減稅提倡商業保險的財稅福利、由企業提供員工福利措施的企業福利、由民間部門與志願部門與政府簽

訂的契約福利。福利多元主義包含四個部份－政府、市場、自願組織和非正式部份，其重要概念是分散化

與私有化。 

1.分散化（地方化）：即福利服務由中央移至地方，也就是福利社區化、福利家庭化，其概念可視為社區

照顧的發展。社區照顧之特性包括，長期持續、去機構化、非正式照顧、減少對公共照顧依賴、參與權

選擇權增加、需求導向、成本抑制等。 

2.私有化（民營化）：指營利部門（私人部門）發展成為平行或替代公共部門的社會福利活動，又可稱為

民營化。 

(二)福利輸送來源及優缺點評析 

一般來說福利輸送來源包括政府、市場非營利部分與自願部門，以下針對政府與非營利部門提出相關說明

及評析： 

1.政府 

(1)說明：指福利服務由政府編列相關預算，並聘用相關人員進行各種服務。 

(2)優點： 

A.政府有公權力，容易介入高危機之專業服務工作。 

B.政府秉持民意壓力，可注重服務對人民的回應性。 

C.若財務編列得當，服務本身便有相當充分的資源可供使用。 

(3)缺點： 

A.政府部門在服務上低效率且人事成本較高。 

B.受限於財務與預算限制，針對緊急性的服務需求不易反應。 

C.政府不同部門間的橫向連結容易因本位主義而使服務產生斷鍊。 

2.非營利部門 

(1)說明：由政府提供財務支援，或是由非營利組織自行籌措經費，提供各種福利服務給予群眾。 

(2)優點： 

A.降低政府在福利支出上之負荷和壓力。 

B.培養專業福利組織，形成福利資源網絡。 

C.可透過競爭與準市場機制維持服務品質。 

D.加速福利服務的輸送，增加福利的可近性與可及性。 

(3)缺點： 

A.政府部門認為以「最低成本」得到「最高品質」，使委託補助經費不足，品質不一定能維持。 

B.購買者彈性使消費者缺乏保障。 

C.員工成本重、流動率高，最終演變成照顧商品化。 

D.政府與民間因競標而無良善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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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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