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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第一題算考的偏，但是考生不至於不會寫。因為等同於考我國社區發展史之比較。葉老師不論在社會

福利服務的老人長期照顧部份或者社會工作中的社區工作均有提到「社區照顧」、「福利社區化」及「社區營

造」與均有提到以及整體社區發展工作的演變。照理說應該是在社福或者社工中出題，但卻在社會政策與社會

立法概要科目中出現，算是意外！至於第二題，在社會福利服務與社會政策立法總複習時就一直提醒同學會

考、會考，果真出現了，相信高上考生應該會很高興！至於選擇題則難易適中。 

 

甲、申論題部分： 

一、社區工作被視為基層草根自主意識的覺醒，具有公民社會之性格，目前台灣推動社區工作的法

規為「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請問該綱要有那些限制？（10分）又該如何改進？（15分） 

答： 
自民國54年行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後，確立了社區發展為我國社會福利措施七大要項之

一，民國57年由行政院令頒施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開始，政府開始大力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主要採取人民

團體型態方式運作，其主要內容為推行社區公共設施、生產福利、精神倫理等三大建設；主要項目包括設置社

區活動中心、辦理精神倫理建設活動、辦理社區守望相助，以及推動社區志願服務。 
(一)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限制： 

1.社區發展應該與社區工作與社區福利作結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仍然不脫地緣思維、鄰里長的角色，因

此無法有效將政府的福利輸送的價值貫徹。 
2.也無法有效地結合民間資源加以運用，僅推動社區志願服務，若未加以訓練、進行志工管理，則無法有

效提升服務素質跟效率，以及服務形象。 
3.主要活動還是限於活動中心內，無法達到服務可近性，至於守望相助在都會型態下，其成效很難發揮，

而且與社會福利的服務廣度相較，落差太大。 
(二)社區發展之改進： 

1.社區福利計畫應該制度化： 
民國八十五年內政部開始展開「社會福利社區化」工作，陸續制訂「推動社會福利社區化實施要點」及

「推動福利優先區實施計畫」，在短暫一、兩年大張旗鼓的實驗計畫下，似乎又趨於平淡，特別是福利

優先區的計畫，幾乎僅有口號無行動，這非常可惜，應該要持續性的推動讓計畫得以制度化。 
2.以社區營造重新點燃社區活力： 

社區總體營造在八十年代的後期，的確掀起一股龐大的民間力量及公民社會實踐行動的展現，伴隨著政

府資源支持、專家學者的投入，更重要的是民眾自覺自主的發起。對一個長年由國家機器所宰制的社區

發展，激起巨大的衝擊和影響，更進行產生顛覆和重組的想像。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發展的模式並不依循

舊有的社區發展模式，而是另創一個嶄新的工作模式。以非正式、非結構、非制度的組織型態，結合具

自發性、自主性、有意願、有動機的民眾、團體或社區共同進行一種立足於社區、關照歷史、注重生

命、改善生活，及延續生存的理念，為人民與社區的關係做新的營造與模塑。從文史到空間到生態，乃

致於從觀光休閒而成的各項產業，連成一體，除了提醒人民不能忘記與土地的情感與臍帶的關連，這種

不忘本且在地生根的思維，鼓舞與震撼原有人民、土地、社區三者之間的疏離與冷漠，進而社區總體營

造更從人文的關照落實到生計的維繫，各種產業營造更是締造社區務實永續的基礎。 
 

【參考書目】 

1.98年高上社會福利服務總複習第三回講義，「老人長期照顧」。 

2.98年高上社會工作第五四回講義，「社區照顧與福利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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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是政府為協助解決全職工作的低薪資受僱者，避免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

因素，影響其基本生活與家庭消費能力的新措施，說明該所得補助方案之政策目標與政策意涵

為何？（10分）又該方案與急難救助、以工代賑性質相同或相異？理由為何？（15分） 

答： 
97年上半年全球性通膨與石油上漲，下半年全球經濟大海嘯，在這段期間受到衝擊最明顯的，就是處於貧

窮線以上的低所得者。這些人有工作但所得不高，平時可以勉強過日子但沒有什麼儲蓄，面對經濟情勢的巨

變，不僅有強烈的不安全感，也很可能陷入經濟困境。因此政府積極推動「工作所得補助方案」，特別是針對

當時物價上漲的衝擊，擔憂低薪工作者家庭可能落入貧窮，於97年10月推出此短期措施，以適時保障工作人口

基本的生活水準及其家庭消費能力。該方案具有鼓勵就業、提倡工作價值的意義，並能配合「馬上關懷」諸多

方案，建構全方位的社會安全網絡，落實照顧社會弱勢族群，以減輕經濟弱勢家庭的生活負擔。以下就針對方

案內容、政策內涵及與急難救助以工代賑之差異作簡要分析： 
(一)方案目標 

1.鼓勵就業、提倡工作價值。 
2.保障工作人口基本生活水準及其家庭消費能力。 
3.實現所得再分配，兼顧一親等家庭互為扶養之責任，並避免與現行福利措施重複。 

(二)政策內涵： 
1.現行社會救助是以低收入戶為主的扶助，屬中長期的生活扶助措施；而「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是因應經

濟情勢的短期支撐措施，以避免低所得家戶落入貧窮，再者，因強調工作價值，可減少福利依賴現象。 
2.此外，台灣人勤勞節儉特質，適合「工作福利」(Workfare)的觀念，在經濟不景氣時代，鼓勵就業、提

倡工作價值，有其必要。因此，本部賡續推動本方案提供補助，加強照顧工作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以

保障其基本生活水準。 
(三)與急難救助、以工代賑之差異： 

1.急難救助： 
(1)法條：社會救助法第21條 

「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救助：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力殮葬者。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罹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營服役、入獄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

生活陷於困境者。 
(2)計畫例子：「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A.救助對象為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a.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或罹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 
b.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B.性質屬於擴大辦理之急難救助事項。 
2.以工代賑： 

係政府濟貧救荒政策中一舉數得的積極性辦法，其著眼係利用貧民或急待賑濟饑民的勞力，從事諸項建

設的興建。 
近世，美總統羅斯福曾以開拓就業機會籌組民間工作團，給予工作者工資，來增進購買力，度過經濟恐

慌時期；又民國八十六年新修正之社會救助法條文中，亦有採以工代賑等方式輔助低收入戶自立，對不

接受職訓或不願工作者不予扶助，具見工賑有鼓勵自強，助其自立之意。 
工作福利計畫對於低收入戶所得增加確實有所助益，但要真正協助他們脫離貧窮似乎仍有不足之處。 
現行台灣的社會救助法雖有協助低收入戶接受就業輔導或以工代賑的救濟失業者的規定（第15條），但

實際運作上效果並不如預期。 
 

【參考書目】 

1.社會福利服務總複習第一回講義，第52-58頁、第60頁。 

2.社會福利服務第一回講義，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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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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