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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
一、社會工作倫理是社會工作者服務過程中重要指引及處理倫理申訴陳情的基礎，請說明社會工

作倫理的主要範疇及其原則。（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易度偏易，欲評量考生對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之內涵的瞭解程度，作答方向可分別從

「社工倫理原則」與「社工倫理範疇」進行申論，輔以我國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之內容作為說

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二回，劉文定編撰，頁10、37-41。 

答： 
我國社會工作師法於民國86年公告施行，該法第17條規定：「社會工作師之行為必須遵守社會工作倫

理守則之規定」。故我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最早的版本於民國87年訂定，內容僅18條。第二版的倫理守則

經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95年會員代表大會通過，97年3月經內政部同意核備後公告實施，該版本除

了定義倫理守則的適用對象、核心價值及社會工作倫理原則外，亦明定社會工作師對案主、同僚、實務工

作、作為專業人員、以及對社會大眾的倫理守則，相較於前一版本更顯完整。最新版本的社會工作師倫理

守則於107年經社工師公會全聯會之會員大會通過，並於隔（108）年4月經衛福部核備後實施，此版本參照

國際社會工作追求社會正義的思潮，提出以維護社會相對弱勢者的基本人權作為現階段我國社會工作的最

高使命，達成實踐人權、人性尊嚴和族群平等。 

以下從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的內容為例，分別說明社工專業倫理的原則與主要範疇。 

(一)社工專業倫理原則

美國NASW（2017）提出社會工作倫理原則係立基於以下六種社會工作核心價值：服務、社會正義、個

人的尊嚴與價值、人類關係的重要性、廉正、能力。而我國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定義專業的核心價值

為：「努力促使服務對象免於貧窮、恐懼、不安、壓迫及不正義對待，維護服務對象基本生存保障，享

有尊嚴的生活。」並提出六點社會工作倫理原則：

1.促進服務對象的最佳福祉。

2.實踐弱勢優先及服務對象最佳利益。

3.尊重服務對象的個別性及價值。

4.理解文化脈絡及人際關係是改變的重要動力。

5.誠信正直的專業品格及態度。

6.充實自我專業知識和能力。

(二)專業倫理範疇

我國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的範疇則是依據對象的不同而有明確的規範，分別是針對服務對象、同仁、實

務工作、社會大眾。

1.對服務對象的倫理守則：該部分共有9條，申明社會工作師應以服務對象的福祉為優先考量，並針對

服務對象的自我決定權、告知後同意、保密原則有詳細的規範，並限制社工師應確保利益迴避，不得

與服務對象有不當雙重或多重關係。

2.對同仁的倫理守則：該部分共有4條，申明社工師應尊重同仁，彼此支持與相互激勵以共同增進服務

對象之福祉，並針對跨專業分工與專業轉介有所規範，且要求社工師應維護社會工作倫理，協助保障

同仁合法權益。

3.對實務工作的倫理守則：該部分共有6條，內容著重於對社工師充實自我專業技能的要求，以及申明

社工師應致力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展、服務紀錄應依法令規定、協助社工教育與人力發展。

4.對社工專業的倫理責任：該部分共計6條，申明社工師應包容多元文化、注意自我言行、提升專業形

象與服務品質、致力專業傳承、進行研究及著作發表、推動社工專業制度建立。

5.對社會大眾的倫理守則：該部分共計6條，申明社工師應促進社會福利的發展、致力於社會公益、維

護弱勢族群之權益、面對災害所致社會安全緊急事件應提供專業服務，同時亦要求社工師與媒體互動

時應格外注重服務對象之隱私。

專業倫理具有以下三種功能：（1）作為該專業的指針，使專業人員之言行有所規範；（2）作為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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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使專業人員在完成工作時能藉著倫理守則而維護到專業的原則；（3）作為專業的標準，用以評

判專業的實施有無瑕疵。同理，社會工作的倫理守則不但揭櫫了社會工作的基本哲學，共同信念及行

為標準，同時也申明了社會工作的任務、使命以及努力的方向。 

 

二、針對兒童與家庭的社會工作服務大致可分為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及替代性服務，請說明

上述三類服務的意義與現今臺灣實施的相關服務項目。（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適中，考題單純而無特殊變化，在談及兒少社會工作的主題時，此範圍亦是老師在課

堂上會特別強調的重點。然而答題上的主要困難可能在於對實務工作與兒童福利服務不熟悉的

考生，無法舉出適切的實例，相對來說該題對實務工作者而言卻是爭取高分的機會。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71。 

 

答： 
兒童福利服務是家庭社會工作實務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兒童福利的主要內涵為何呢？廣義而言，其可

以涵括一切能影響兒童福祉的活動方案和政策立法，由衛生、教育到國防活動、義務教育政策到童工立法

等無所不包。具體的兒童福利非常龐雜，可由親職教育、日間托育到各類實質經濟補助，沒有標準的類

型，只是依分類方法而有所不同。例如：若以介入程度的深淺不同可分為支持性、補充性及替代性服務，

或以不同的服務目的可分為保護性、預防性及監護性的服務，或以不同問題題型則可分為兒童虐待/疏忽、

兒童行為、特殊兒童與不幸兒童服務、文化剝奪等。其中，又以Kadushin & Martin所提出之有關兒童福利體

系之概念最常被討論。 

Kadushin & Martin以家庭系統互動的目的及家庭功能產生的支持，將兒童福利服務分為支持性、補充性

及替代性等三類服務，以作為家庭保護兒童發展的三道防線，此觀點亦是我國論及兒童福利服務之內涵

時，普遍被接受的分類方式。 

(一)支持性服務（supportive service）–支持性服務是以家庭為基礎的計畫（home-based programs）和兒童保

護機構的工作，主要目的在支持、增進及強化家庭滿足兒童需求之能力，避免家中成員因蒙受壓力，且

在壓力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導致家庭關係或結構的破壞，而影響兒童之福祉。支持性服務可說是兒童福

利服務的第一道防線，其具體的服務內容包括：未婚懷孕服務（勵馨基金會及善牧基金會皆有提供相關

服務）、兒童及少年休閒、親職教育（各縣市設立之家庭教育中心）、保護與醫療保健、社區心理衛生

及家庭與兒童諮商服務等。 

(二)補充性服務（supplementary service）–補充性服務是在彌補家庭照顧之不足或不適當而衍生的福利服

務，主要目的在於因應父母角色不適當執行而影響親子關係，但經由家庭系統之外提供補充性服務之適

當協助，輔助父母實行照顧子女之功能，使兒童能仍生活於原生家庭中，而避免受到傷害。補充性服務

為兒童福利服務的第二道防線，具體服務包括：未成年懷孕服務（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基本所

得維持（經濟、生活扶助）、居家/在宅服務、托育服務（包括公托、社區保母系統之建制、托育費用

補助、育兒津貼等），此外，因應我國社會安全網政策之落實，全國推動設置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家

庭整合性的福利服務，針對脆弱家庭提供關懷輔導。 

(三)替代性服務（substitutional service）–替代性服務是在家庭發生特殊狀況導致嚴重危害兒童受教養之權

益，需要短暫或永久解除親子關係時，將兒童進行家外安置或收養之服務。替代性服務必須以「兒童最

佳利益」為主要依循準則，且長遠規劃之原則為親生家庭教養，其次依序為親屬寄養、一般家庭寄養、

機構教養。具體服務內容包括：寄養家庭服務、中途之家、機構安置、收出養服務等。 

 

而目前國內的兒童福利業務，直接由社政單位提供服務的部分包括托育、不幸兒童收容教養、弱勢家

庭兒少探訪及兒童保護，其他相關業務則外包給民間機構。目前全臺各縣市普遍都有的服務包括：委託民

間單位進行的收出養調查、離婚家庭子女監護權調查、預防兒虐風險的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兒童保護的

家庭處遇、家庭寄養服務、追蹤輔導服務及獨立生活方案。而在政策立法部分，與兒童及少年相關的立法

主要有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立法目的在於秉持兒童及少年在

保護、福利措施及相關需求上之延續性與一致性原則，維護兒少權益。 
 

三、請說明一位稱職的社會工作管理者應該具備的能度與行動為何？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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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易度適中，考題範圍為社會工作實施方法–間接服務方法中的社會工作管理，雖然題目

的難度不高，但若考生未完整準備此範圍，可能不易作答，不過該題內容亦是老師上課所強調

之處，故本班學員應可順利作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54-55。 

 
答： 

「管理」是組織為使其成員能有效地建構一個協調與整合的工作環境，並藉以達成組織任務或目標所

從事各種活動的過程，其特性有三（趙碧華，2014）：（1）管理是為了達成組織的目標；（2）管理是一

種運用群體力量的過程與方法；（3）管理是協調與整合的行動。而社會工作管理則是將管理學的知識應用

於社會工作組織的管理，從「管理職能」再分化成各「管理要項」，且較偏向處理組織運作層面之問題，

例如：策略性規劃、財務管理、募款、行銷、志工管理等等。 

一位稱職的社會工作管理者有其應具備的能度、行動與基本知識，以下分別申論之。 

(一)社會工作管理者應具備的能度與行動 

  
組織中的管理者可分為三種管理層級，由低層至高層分別為：（1）低層管理者/線上管理者（first-line 

managers），直接監督實務者工作情形，如：社工督導；（2）中層管理（middle managers），機構內最

高層主管，如：機構之主任、組長；（3）高層管理（top managers），組織內最高行政主管，如：組織

之執行長。 

管理者須有能力改善組織之各種技能，這些能力依管理層級不同而異，這些能力如下（黃源協，

2014）： 

1.技術性技能（technical skill）：使用特殊知識、方法和技術完成工作之能力。可用於訓練員工及監督

日常的工作活動，隨管理層次之提高，技術性技巧對管理階層之重要性遞減。 
2.概念性技能（conceptual skill）：指理解抽象性的或一般的概念，並將之用於特定情境的能力，具有

此技能的經理人將會理解組織之複雜性，是以較大格局的目的脈絡看待工作。 
3.人群性技能（human skill）：指了解、激勵及與人相處的能力，需要群體技巧的活動包括溝通、領

導、激勵。此技能在每一層次之管理者皆有重要聯繫人情之功能。 
4.政治性技能（political skill）：此技能關係到管理者促進自身地位、建立權力基礎及建立正確連結的

能力。 
(二)社會工作管理者應具備的基本知識 

Skidmore（1995）認為社會工作管理者應具備以下基本知識（黃源協，2014）： 

1. 瞭解機構的目的、政策、服務和資源。 
2. 具備人類行為動態的基本知識。 
3. 對社區資源有全面性的瞭解，特別是與機構相關的資源。 
4. 瞭解機構所使用的社會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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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備管理的原則、過程和技巧之知識。 
6. 熟悉社會工作相關的專業組織  
7. 具備組織理論方面之知識。 
8. 能熟悉評估的過程和技巧。 
 

基於社會工作實務上的需要，管理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的事。然而管理絕不能脫離社會工作本

身，其實有許多直接服務的技巧可被轉移到間接實務，而管理的理念也已存在於第一線工作者的技術與技

巧，如：評估需求、規劃干預、決策、排定優先次序、經營創新、督導結果以及評估方案和服務，這些都

是管理成為社會工作過程的部分。說作為一位稱職的社工管理者，除必須擁有專業與管理的相關知識外，

也要能夠與組織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建立關係的關鍵在於管理者所持的態度。 

 
四、社會變遷快速，過去老人照顧主要由家庭來承擔，現今家庭的照顧功能已經減弱，老人照顧

也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請說明老人生活問題與需求之內涵為何？國家干預介入的必要性為

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易度適中，考生只要能掌握高齡人口議題的基本概念，應該皆可輕易作答。不過由於該

考題涉及社會政策與國家干預面向，可能有利於對政策立法或福利服務較為熟悉的考生。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編撰，頁81-85。 

 

答： 
老人社會工作係指以65歲以上之長者為對象，應用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方法，充分協助其解決老化過程

相關的問題，使其能適應生活、頤養天年的服務活動。我國隨著社會變遷與健康醫療的進步，生育率與死

亡率雙雙下降，使得臺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依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達7％稱為「高齡化社會」，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則為「超高齡社會」，而我國已於去

（2018）年正式成為高齡社會。據主計總處發布之國情統計通報指出，今（2019）年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比率將衝破14.9%，根據國發會推估，2026年就會邁入「超高齡社會」。 
因此，高齡長者的生活問題與照顧需求已越顯重要，以下將分別說明高齡的生活問題與需求，並進一

步申論由國家干預介入老人照顧議題的必要性。 
(一)高齡長者的生活問題與需求 

老人的需求通常包含許多面向，且各項需求彼此相互影響，以下綜合相關文獻（詹火生，2006；陳明

珍，2012），將老人面臨的主要生活問題與需求分類描述： 

1.健康醫療方面 
隨著年齡增長、生理功能退化等因素，使得高齡人口身體健康狀況不若其他年齡層的人口群，而慢性

病是健康的隱形殺手，需長期依靠醫療治療及飲食控制，老人常因老化及疾病或跌倒等意外而喪失健

康，其醫療問題至為重要。從過去的老人生活滿意度調查研究結果發現，老人對生活的滿意度會隨著

健康衰弱而降低，若能提供老人較好的健康醫療照顧，有助於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質。 
2.經濟安全方面 
一般而言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多已退休，這意味著收入來源的消失，而據調查資料顯示，臺灣65歲以

上人口超過五成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子女奉養」，此代表著高齡長者的經濟自主能力減弱，如何保障

老人的經濟安全已成為各高齡國家之重要社會政策議題。從過往調查研究顯示，臺灣高齡人口在經濟

安全面向的需求包括：經濟補助需求、國民年金制度需求、財產信託服務需求、就業輔導需求等。 
3.心理調適、支持與社會參與 
高齡人口隨著年齡日漸增長的同時亦經歷許多的失落，如從職場上退休、身心功能低落、對老化的自

覺、面臨死亡的焦慮等，每個失落事件都可能造成悲傷，故對於高齡長者的心理衛生照顧不可忽視。

此外，隨著平均餘命延長，高齡長者有更多時間從事社會活動，近來國際趨勢亦推廣活躍老化

（active aging）與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ing）的理念，皆是希望促進長者們能積極地參與經濟與社

會生活。高度的社會參與除了有助於延緩老化，亦能促進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保持健康身心狀態。 
4.生活照護與居住安養需求 
一旦因老弱疾病而欠缺生活自理能力時，便需要他人來協助日常生活起居，而隨著臺灣家庭型態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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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家庭功能式微，故居家照顧需求因應而生，更有甚者，高齡長者的居住安養議題亦需要被重視，

包括銀髮社區的建設以及安養護機構的設立。 
(二)國家干預介入老人照顧議題的必要性 

在華人社會的文化中，照顧服務的提供一直被強調是家庭的責任，我國更以法律規範「直系血親互負撫

養之義務」。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工作是出於對家人的愛，然而對於日漸退化或是已發生失能的高齡長者

的照顧，卻可能令照顧者面臨極大的壓力，以失智症照顧者為例，即使是很努力的在照顧失智症長輩，

但是因為疾病所造成的症狀，卻可能令照顧者面臨許多受挫經驗。是故，在老人照顧議題的討論上，這

究竟是公共責任還是家庭責任，便是政策與實務上反覆辯論的重點。 

老人的長期照顧已成為世界各國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以下提出幾點理由，說明國家干預介入老人照顧

問題的必要性。 

1.維護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國家對其國民有照顧責任，這是對於基本人權對社會權的維護，從出生到

死亡，政府應滿足其國民的基本照顧需求。此外，高齡長者在其青壯年時期為社會所貢獻生產力，年

老後由國家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亦是社會正義的展現，故不該視高齡者為依賴者或給予負面的標

籤，應該將其角色和地位「正常化」（McDonald，2010）。 
2.人口老化是社會整體結構變遷的結果：不論是國內或國際性的，都顯示人口正在高齡化，再加上家庭

型態與家庭功能的轉變，這些都是社會整體結構變遷的結果（McDonald，2010），不應該由單一的

社會成員來承擔人口變遷的結果。基於此，一旦體認到人口老化的結構性因素，則國家體制便具有介

入社會議題的合法性。 
3.照顧公共化以落實性別平權：在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下，家庭內的照顧者通常由女性成員所承擔，即

便隨著性別平權意識抬頭，女性參與勞動的比率提高，但照顧工作卻仍被視為女性的工作，家庭內的

照顧責任仍有嚴重的性別傾斜。是故，女性主義者認為唯有將照顧議題公共化，才能有效落實性別平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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