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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一、我國長期照顧10年計畫2.0（下稱長照2.0）推動至今，服務據點數與服務對象人數都已大幅成

長，但是偏鄉與離島地區的長照資源仍相對較少。請申論造成偏鄉與離島地區長照2.0服務資源

較少的原因有那些？以及有那些作法能提升偏鄉與離島地區的長照2.0服務能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要求答題者分析偏鄉與離島地區資源少的原因，其實就是請同學分析長照2.0「城鄉差距」背

後的起因，同學在答題上應注意所提出的政策作法，應該要呼應答案前半段對於城鄉差距原因的

分析，並點出城市的長照成功經驗並不能直接複製到偏鄉，即可獲得相當之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戴羽晨編撰，頁199-201。 

 

答： 
(一)偏鄉與離島服務資源少的原因 

1.交通極為不便 

醫療人力及保健資源在偏鄉的運輸議題上，一直是長照體系極大的考驗，偏鄉除了缺乏在地教學級的醫療

院所，且當地居民光是要拿慢性病的藥，通車即需耗費數個小時，才能取得每周的生活必備藥品，因此，

交通不便是偏鄉資源少的一大原因。 

2.在地醫療資源缺乏、人口外移的惡性循環 

在偏鄉地區的小型醫療院所，如衛生局、地方性小型診所，皆只能處理較為常見的生理疾病，若長輩有使

用精密醫療設備進行檢查的需求時，就需要前往都市地區的大型醫療院所看診。台灣大型都市圈創造了無

數的工作機會，並坐擁廣大腹地與大型醫療機構，直接導致了偏鄉地區的人口外流，而這種偏鄉人力不足

的現象，再加上交通不便之因素，使醫療院所難以招募願意前往偏鄉診療的醫師，設置新醫療據點的難度

堪比登天，最後，在地居民只好耗費數小時前往都市地區看診，惡性循環於焉產生。 

3.受限行政稽考和防弊考量，對高齡產業的發展及創新形成阻礙 

(1)在地老化及相關產業的現況處於尚在萌芽的階段，尤其是資源相對城市更為不足的偏鄉，高齡照護的

相關服務更是貧乏短絀。但政府決策慣以防弊的角度出發，未能積極興利。如個案之一所提，偏鄉老

人甚至外出領藥交通時間可能就要花費一天，以致於因領藥的不便而放棄領藥，讓小病拖成大病，惡

性循環，反而造成國家醫療資源更大的浪費。 

(2)補助的核銷單據繁雜、申請經費補助的作業程序難度高，往往導致政府各項補助經費有過度集中某些

特定社區或單位的現象。有些最弱勢需要被照顧的社區則因為先天能力不足而無法申請，使得資源配

置更為不均，讓強者越強，弱者恆弱。 

4.城鄉差異下在地老化的挑戰不同 

對於在地老化及照護產業發展現況，城鄉或有所不同，但並非城市優於偏鄉，兩者差異只是其遭遇的難題

不同。舉例而言，台北市都會型社區人口充足，在地老化的推行並非難事，然而，偏鄉地區光是送餐服

務，就很可能熱的餐點，送到最後一戶時，餐點早已放涼了。總而言之，長照2.0縱使在城市具有成功的

經驗，也難以完全複製到偏鄉地區，這也增加了偏鄉地區的資源輸送困難度。 

(二)提升偏鄉與離島長照服務能量作法 

1.發展遠距醫療 

提供偏鄉、離島高齡者所需之醫療服務，鼓勵偏鄉、離島醫療機構與遠距醫療院所合作，發展遠距醫療服

務。 

2.提升長照資源的布建與區域平衡 

協助基層公務單位強化規劃、分析與推動長照資源的布建與服務發展。透過資源匱乏區之服務加成給付，

並適度放寬土地使用規範，提升偏鄉服務能量。 

 
【參考書目】 

1.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高齡社會白皮書，頁 34-47。 

2.彭錦鵬(2015)，我國社會發展政策前瞻規劃子計畫 我國因應高齡社會政策之檢視與未來發展：在地老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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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照護及產業發展，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 

 
 

二、青年貧窮是近年引起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請申論造成青年貧窮問題的原因有那些？有那

些具體作法有助於改善青年貧窮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青年貧窮之問題。本題應明確寫出青年貧窮的理論基礎，並具體回答青年貧窮問題的原因，

始能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戴羽晨編撰，頁88-94。 

 

答： 
(一)背景脈絡 

    隨著全球化的衝擊，經濟成長日益不均，我國開始面臨薪資成長緩慢的困境，這種「工作貧窮」的現象在

初入職場的青年族群上特別明顯，不論是過去媒體所稱的「月光族」，抑或是時下所流行的「非典型勞動雇用

方式」，皆在在顯示了青年族群極容易落入了「工作，卻還是貧窮」的勞權低落狀況。 

(二)理論基礎：貧窮週期理論 

1.依據貧窮週期理論，人在一生中容易遭遇貧窮的時期分別為：幼童時期、初始工作時期與老年時期。 

2.當一個個體在初始工作階段，面臨的問題包含：薪資尚低、工作知能並未成熟，再加上若早婚生子，多負

擔一人份的支出，容易落入貧窮。 

(三)青年貧窮之原因 

1.工資過低 

(1)剛從大學畢業、甫進入職場的青年工作者，往往因為不具備工作經驗，以及對行業內實務知識不熟

悉，在面試時自然不具備高薪的談判籌碼，只能領取最低限度的工資度日。 

(2)服務業的「成本弊病」現象嚴重：服務業相較於製造業而言，勞動密集、技術層面低，且服務業的勞

動生產力明顯低於製造業，因此當服務業雇用的人力越來越多、勞動成本日益提高時，總體生產力卻

沒有提高，此時雇主只能靠「壓低薪資成本」，運用廉價勞動力提供服務。 

2.台灣企業訓練比率低、青年參與訓練率低 

由於台灣工業大多以製造業為主，多數採用福特主義模式的標準化生產，因此對於勞工的技能水準要求

並不高，企業基於成本考量，並不會選擇培訓員工；且台灣勞工的一般技能大多來自學校教育培育，與

企業的連結性不高；在這兩個原因交互作用下，導致台灣未滿25歲的青年勞工難以提升技能水準，薪資

亦維持在較低的水準。 

3.勞動法規保護不足 

現下台灣的「非典型勞動雇用」型態種類繁多，包含派遣勞工、打工族、非全職的外送員等等，都是以

保障典型勞動關係為立法目的之「勞動基準法」，所難以保障的範圍，因此，為了避免青年族勞權低

落，政府應盡快修法保障「非典型勞動雇用」，始為避免青年持續落於貧窮之方法。 

 
【參考書目】李健鴻(2015)，臺灣青年勞工的低薪化趨勢、原因與因應對策，社區發展季刊，第151期，頁

145-162。 

 
 

三、社會政策學者Richard Titmuss提出，個人需求的滿足可以透過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

財稅福利（fiscal welfare）與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請試述何謂社會福利？

何謂財稅福利？何謂職業福利？並請詳細說明我國目前育有幼兒的家庭，可以獲得那些社會福

利、財稅福利與職業福利的支持？（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以Titmuss的分類作為第一道子題，惟真正的考點落在後半部的「幼兒家庭政策」，若同學

確實詳讀「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就可以完整論述政府對抗少子女化所落實的相關政策，取得基

本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戴羽晨編撰，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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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Titmuss的分類 

1.社會福利：指國家提供的各種福利，特別是英國自二十世紀初期，國家的集體供給已漸漸滿足人民的各種

需求，例如：保險、年金等。 

2.財稅福利：指稅的減免或扣抵，屬於轉移性的支出。 

3.職業福利：指由雇主提供的福利，例如：給予員工年金或各種補助與服務等。 

(二)育兒家庭所得到的福利支持 

1.社會福利：育兒津貼、托育補助 

為落實行政院衛生福利部「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政府自民國111年8月起，育兒津貼將由原先的3,500

元，提高至5,000元，第二胎及第三胎同樣將加碼至6,000元、7,000元；托育補助則增加為7,000元，減輕育

兒家庭經濟負擔。 

2.財稅福利：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依據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6規定要旨略為：「納稅義務人5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度可以

扣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110年度每人扣除120,000元。」故依據該條，育兒家長將可享有減稅之福利。 

3.職業福利：彈性工作時間、友善職場 

(1)研議公務人員休假改以時計 

透過更彈性的休假時間，將使公務人員更能彈性的安排與未成年共處或接送上下學的時間。 

(2)學校或職場提供哺(集)乳室及適當之托兒設施 

不分學校或職場，提供家長育兒的友善環境，將能降低育兒門檻，並增加父母生養小孩的意願。 

(3)友善職場 

推動幼兒托育為國家、家庭及企業的共同責任，為鼓勵雇主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提供員工友善育兒之

職場環境，透過提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推廣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加強推動產業聚落提供托兒服

務，以及促進職場哺(集)乳室普及化等，支持受僱者育兒，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 

 
【參考書目】 

1.黃源協、蕭文高(2020)，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頁 71-72。 

2.衛生福利部(2021)，少子女化對策計畫，頁 53-58。 

 

四、社會保險、社會津貼與社會救助是不同的社會安全制度，請論述這三種制度的功能有那些異

同？並詳細比較其財源、受益的資格要件與給付形式有那些不同？（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基礎題型，只要能理解社會保險、社會津貼和社會救助三種制度的不同，寫出正確答案

並非難事，唯一要注意的是，在解釋制度功能時，建議同學也要簡單鋪陳制度的意涵及脈絡，以

免在答題上過於單調。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第一回，戴羽晨編撰，頁49-50。 

 

答： 
(一)三種制度分屬社會安全體系的不同防線，所司功能不同 

1.社會保險 

屬於社會安全體系的第一道防線，應用保險之技術與原理，及危險分擔之原則，當特定「事故」發生時，

提供保險給付，以提供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保障。社會保險之功能包含：國民遭受意外事故費用之分擔、儲

蓄觀念的培養、勞動能力維持。 

2.社會津貼 

屬於社會安全體系的第二道防線，社會津貼是對社會特定群體提供相同數額的現金給付，其目的在於達成

社會特定群體的生活機會平等，具有社會補償的功能存在。 

3.社會救助 

屬於社會安全體系的第三道防線，政府僅在符合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資格要件時，始發放社會救助，以保

障生活低於特定水準者的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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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種制度的財源、受益資格與給付形式 

1.財源 

社會保險為「受雇者、雇主、政府」，社會津貼為「政府租稅」，社會救助為「政府租稅」。 

2.受益資格要件 

社會保險為「加入保險制度之要保人」，社會津貼為「符合法規或行政命令要件的特定人口群」，社會救

助為「低收入人口」。 

3.給付形式 

社會保險包含「現金或實物給付」，社會津貼僅有「現金給付」，社會救助則為「現金或實物給付」。 

 

【參考書目】 

1.孫健忠(2000)，台灣社會津貼實施經驗的初步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4 卷第 2期，頁 5-42。 

2.李易峻(2013)，社會政策原理，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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