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110年度老人福利及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老人獨立倡導及關懷服務

實施計畫 

壹、 計畫目的： 

一、 為促進本市老人福利及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以下皆簡稱機構)入住者權益

與照顧品質：藉由獨立倡導關懷機制之運作，培訓倡導人員進入本市機

構，提供無家屬或弱勢老人心理與社會支持，協助其表達想法與意見，使

能被了解，進而得到初步的回應及後續服務，俾保障入住機構老人之就養

權益與服務品質。 

二、 建立入住機構長輩與機構管理者間之溝通平台：透過倡導團體了解入住機

構長輩的生活情況與服務需求，從中發掘需協助之個案，並予以提供協

助；此外亦能適時協助機構處理住民問題，及了解機構在提供服務時所面

臨的困境，進而對於政策提供建議，深化合作關係。 

貳、 法源依據：老人福利法第40條之1、長期照顧服務法第46條。 

參、 辦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稱本局）。 

肆、 辦理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伍、 計畫範圍：新北市全區。 

陸、 服務對象：實際居住於本市市內合法設立許可之機構內年滿65歲以上長者，並符

合(1)無家屬、(2)有家屬，但其未經常至機構探訪、(3)其他經本局評估需關懷

等身分。 

柒、 預期效益：預期能減緩入住機構內長者之孤寂感，給予充足之社會支持，鼓勵替

自己生活需求發聲，為住民及機構建立良好的溝通平台，同時也提升並深化機構

照護及服務品質；預估服務人次最高可達1,680人次。 

捌、 計畫內容： 



一、 健全獨立倡導關懷機制之運作。 

二、 召募及辦理新進倡導人培訓、持續訓練課程、團體督導會議。 

三、 媒合倡導人進入機構及實施服務。 

四、 推廣倡導關懷服務。 

五、 辦理成果分享會及業務聯繫會議。 

六、 提交年度服務成果報告及辦理續約考核。 

玖、 辦理方式：本計畫採補助民間單位辦理。 

壹拾、 受補助單位資格： 

一、 依法立案登記之老人、身心障礙福利、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或公益社團法

人、財團法人或其他社會福利團體暨學術單位。 

二、 受補助單位應具備良好督導系統且社工員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之資格，且具備1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經驗。 

壹拾壹、 計畫執行方式： 

一、 本局角色與任務如下： 

1. 對於受委託單位執行本計畫實施輔導與監督、檢查、經費之籌編與核撥。 

2. 其他與規劃、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行政協助與協調及與受補助單位共同履行契

約書約定之事項。 

二、 受補助單位辦理業務項目如下： 

（一） 健全獨立倡導關懷機制之運作： 

1. 應為提供服務之社工人員、倡導人員（含實習者）投保團體傷害保險。 

2. 應訂有服務倫理守則、編撰及修訂倡導服務手冊，並督導倡導人員遵守。 



3. 如服務執行期間有知悉入住機構老人有老人福利法第41條第1項情事，疑

似遭受疏忽、虐待、遺棄等相關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

難時，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4. 應接受機關輔導、監督、檢查，並配合機關參與相關會議及宣傳活動、繳

交各式報表及相關資料。 

（二） 召募及辦理新進倡導人培訓： 

1. 透過各種適當之宣傳管道，召募適當對象透過培訓機制加入本市倡導人

行列(適當對象指各民間團體成員，不含機構負責人)。 

2. 每年應辦理新倡導人培訓含基礎訓練（8小時）及進階訓練(16小時)，合

計24小時培訓課程；參加基礎課程且通過面試者，始可參加進階課程。 

3. 新進倡導人應全程參與培訓(含基礎及進階訓練課程)且通過面試及課後

測驗，受補助單位培訓之倡導人整體應至少達70人。 

4. 完成上述培訓後，由受補助單位依倡導人之意願，媒合其至本市機構內

服務。 

（三） 辦理倡導人持續訓練及團體督導會議： 

1. 持續訓練課程：為維持倡導人服務所需知能及服務技巧，課程每場次至

少應2小時，受補助單位應至少辦理2場次。 

2. 團體督導會議：為精進及掌握服務執行狀況，受補助單位應至少辦理3

場次。 

3. 為提升倡導人服務品質，得視持續訓練課程及團體督導所需，邀請外聘

專家學者擔任講師及督導；另受補助單位得就倡導人個別服務情形，不



定期至機構內實地個別督導。 

（四） 媒合倡導人進入機構及實施服務： 

1. 媒合倡導人進入機構：由受補助單位媒合倡導人進入本市市內合法設立

許可之機構實施服務，受補助單位應至少媒合15家機構。 

2. 實施服務：服務對象為實際居住於機構內年滿65歲以上，並符合(1)無家

屬、(2)有家屬，但其未經常至機構探訪、(3)其他經本局評估需關懷等

身分者；受補助單位之服務個案量應至少達35名。 

（五） 推廣倡導關懷服務：透過實地拜訪、參加機構相關會議或其他宣傳管道

〔比如單張、海報、活動手冊、短片（含光碟影片）、媒體及網路宣導

露出總計1至2則等〕，鼓勵本市機構參與本計畫。 

（六） 辦理成果分享會及業務聯繫會議： 

1. 成果分享會：為增進及推廣機構參與本計畫之誘因，受補助單位得應邀外

賓及相關單位與會並提供經驗分享，俾利機構及受補助單位提升服務品質

及增加媒體宣傳度；受補助單位應於年末辦理1場次。 

2. 業務聯繫會議：為提升倡導團體服務品質，會議應每半年辦理1場，受補

助單位得視本計畫執行狀況邀請外聘專家，向本局彙報業務執行情形；受

補助單位應至少辦理1場次。 

（七） 提交服務成果報告：提交年度服務成果報告：受補助單位應於依履約期

限前30日內繳交年度成果報告（含書面1式2份及電子檔光碟片1份）予本

局，另於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之日30日前，應將倡導人名冊及個案服

務資料檔案（含電子檔）繳予本局。 



壹拾貳、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專業服務費 

(一) 兼職社工督導薪資：每人每月以新臺幣1萬5,000元整核算。 

(二) 社工員薪資：110年度每人每月至少新臺幣3萬4,916元整 (包含勞、健

保)；若有證照或碩士以上學歷，再依相關規定給予加給。 

(三) 勞、健保及勞退金（雇主負擔）：依社工員薪資作為投保級距，並依規

定辦理投保事宜，每人每月最多以新臺幣7,000元整核實計算。另申請

時需檢附勞、健保及勞退金支付證明文件。 

(四) 年終獎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最高核

發每月補助薪資(含專業加給) 之1個半月，未滿1年者依比例核計。 

二、 業務費 

(一) 新進倡導人培訓(24小時)：新倡導人培訓含基礎訓練（8小時）及進階

訓練 (16小時)，費用包含講師費(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2,000元整，

內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1,000元整)、誤餐費（每人以新臺幣80元整為

限）。 

(二) 倡導人持續訓練 (2小時)： 受補助單位應至少辦理2場次，費用包含講

師費(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2,000元整，內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1,000

元整)、誤餐費（每人以新臺幣80元整為限）。 

(三) 團體督導會議： 受補助單位應至少辦理3場次，費用包含出席費(每場

次最高新臺幣2,000元整)、誤餐費（每人以新臺幣80元整為限）。 

(四) 個案關懷訪視服務費：每家機構每次需2位倡導人同行，每人每月最多2



次，每人每次新臺幣500元整。 

(五) 交通費：受補助單位主管和相關工作人員至機構媒合拜訪或實地個別督

導、參與團體督導會議、業務聯繫會議、成果分享會等所需交通費，依

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

補助要點解釋彙編」辦理核銷相關事宜，依實際狀況核實支付。 

(六) 團體保險費：保險對象為實地至老人福利機構從事服務之倡導人及社工

人員，核實支付。 

(七) 成果發分享會：受補助單位應於年末辦理1場次；費用包含誤餐費（每

人以新臺幣80元整為限）、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新臺幣2,500元

整為限)。 

(八) 業務聯繫會議：受補助單位應至少召開1次，費用包含誤餐費（每人以

新臺幣80元為限）、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次新臺幣2,500元為限)。 

三、 雜支費：包含新進倡導人培訓、倡導人持續訓練、團體督導會議、成果發

分享會及業務聯繫會議之場地費、交通費、器材租借費及印刷費等，核實

支付。 

壹拾參、 付款及核銷方式：本計畫案採按季核銷方式，由受補助單位於每年度4、8、

10月，隨文掣據並註明撥款專戶戶名、金融機構全銜及帳號，檢附上一季領

款收據、請領清冊、經費概算表、人事薪資清冊、支出明細表、原始憑證、

契約書影本函報本局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依會計程序相關規定向本局辦理

撥款作業 (惟第4季費用請提前於當年度12月15日前送件)。 

壹拾肆、 單位進用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 單位進用專業服務人員前，應將相關人員之資格報本局核可，如進用人員資

格不符規定，本局得不予核支該人員之專業服務費，另人員異動應於異動後

10日內檢附有關名冊及學經歷、資格證明等文件函報本局核定。 

二、 本局退休或離職3年內之正式公務人員，其離職前5年內曾任與本方案之主辦

人員或直接督導人員（包含目前為無給職之董、理、監事及顧問等），不得

擔任本方案之專職人員或督導員。 

三、 本方案之專職人力僅執行本方案之業務，上班時間不得執行其母機構之業

務，經本局發現不符前述規定將依據壹拾捌點履約管理第四款辦理。 

壹拾伍、 本局與受補助單位權責： 

一、 年度服務計畫經本局核定後，應依所訂計畫內容由合格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並於計畫期限內完成應辦理事項，如有服務內容、活動計畫等異動情形應報

本局備查。 

二、 為本案遴聘專業服務人員，並應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依法

提繳員工退休金。 

三、 簽約完成後，遴用符合資格之人員依所訂之年度服務計畫書執行業務，並於

補助期限內完成各項應辦事項。 

四、 應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所屬工作人員依相關倫理執行業務；並定期對工作

人員提供訓練。 

五、 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異動後，應於10日內函報本局備查。 

六、 補助單位辦理倡導人培訓、持續教育訓練和團體督導會議需使用場地，優先

以本府公有場地為主，但需於辦理課程或會議前1個月向本府通知。 

七、 依本計畫各項規定完成相關服務，各項服務均應填寫相關服務紀錄等，以作

為服務品質考核之依據。 

八、 接受本局的督考與考核，並負服務責信之責。 

九、 社工員每年應接受至少20小時身心障礙或老人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

練，但視方案開始執行時間依比例接受在職訓練。 

壹拾陸、 申請方式：由符合資格單位提出年度服務計畫書裝訂成冊後，於公告期限內



寄送本府社會局申請。 

壹拾柒、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一式六份，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章。 

二、 補助款聲明書一式六份。 

三、 法人登記證書、團體立案證書影本一式六份。 

四、 團體、機構章程影本一式六份。 

五、 團體負責人證書影本一式六份。 

六、 年度服務計畫書一式六份 (含經費概算表)，至少規劃以下具體內容： 

(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二) 組織簡介（含人員、財務等分工與管理） 與公部門合作辦理相關方案之經

驗與成效。 

(三) 新北市老人福利機構現況分析及預計宣導本計畫之策略。 

(四) 倡導人培訓與持續訓練、 督導實施方式。 

(五) 倡導人進入老人福利機構提供倡導關懷服務之規劃（含服務對象、服務頻

率、服務內容等）。 

(六) 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創意服務方案初步構想。 

(七) 涉及保護案件之通報機制。 

(八) 各項服務辦理期程。 

(九) 經費明細表。 

(十) 成效評估及預期成果。 

七、 其他相關資料。 

壹拾捌、 履約管理： 

一、 申請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受補助單位應依所提年度服務計畫書配置相關專

業人員辦理本案業務，其服務內容應與年度服務計畫書相同，以維護服務

品質。 

二、 受補助單位不得擅自將補助業務全部或部分移轉或以其他名義交與第三人



辦理。 

三、 單位執行人員之人事異動後應於10日內函報本局備查。 

四、 本局對於單位進行平時考核，並得不定期派員瞭解工作成果、服務計畫執

行及補助款運用情形，單位應提供相關資料供本局瞭解。受補助單位如有

辦理不善情事，本局得通知限期改善。受補助單位不於規定期限內改正、

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逾二次仍未能改正者，本局得按

逾期日數，每日扣除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ㄧ之懲罰性違約金至改正為止。 

五、 受補助單位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本局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終止契約時，單位未執行之

賸餘經費應予繳還。 

（一）服務內容與本局核定之年度服務計畫書不符者。 

（二）未依核定年度服務計畫執行服務及績效不佳者。 

（三）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本局查核，或對於業務及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四）擅自將補助業務全部或部分移轉或以其他名義交與第三人辦理。 

（五）違反社會福利有關法令或合約之規定，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致侵害服務對象之權益者。 

（七）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者。 

（八）未設立專戶儲存專款專用者。 

六、 契約變更： 

(一) 契約訂定後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致影響契約之執行者，契約雙方當事人

得於情事發生後30日內以書面要求變更契約； 

1.法令有變更者。 



2.服務需求變更者。 

3.服務內容經評估有變更之必要者。 

4.其他不可抗力之相關因素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二) 契約當事人一方接到他方要求變更契約之書面通知，應於30日內以書面

答覆，屆期未答覆或答覆拒絕變更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壹拾玖、 服務對象資料管理、歸屬及保護： 

一、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受補助單位對所有服務對象相關資料負有保密責

任，所有服務對象資料，非經本局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者或對外發

布，如有對外發布新聞或媒體受訪之必要時，應先告知本局並經本局同意

後辦理。受補助單位若洩漏資料於第三者或對外發布相關資訊，致造成本

局法律責任及賠償時，單位應負完全責任。 

二、 單位履約過程或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由本局取得全部權利。如有

媒體採訪須對外發表或所發表文章涉及本契約業務內容者，應先經本局同

意後始得辦理。 

三、 契約解除、終止或契約期限屆滿不再續約時，受補助單位應將已撥付而未

經核銷之經費及補助服務個案資料檔案如數返還本局；如有毀損、滅失或

變更時，應負修繕、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 

貳拾、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係由本局老人福利業務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貳拾壹、 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契約書辦理。 

貳拾貳、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110年度老人福利及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老人獨立倡導及關懷服務

實施計畫-所需經費概算表 

一、專業服務費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 備註 

總計 428,964 

1 

兼職社工督

導薪資 

人*月 1*7 15,000 105,000 兼職社工督導員1人薪資。 

2 社工員薪資 人*月 1*7 34,916 244,412 

社工員1人薪資至少新臺幣3

萬4,916元整(包含勞、健保）。 

3 

勞、健保及

勞退金（雇

主負擔） 

人*月 1*7 7,000 49,000 

依據社工員薪資作為投保級

距，並依相關規定辦理投保事

宜，每人每月最多以新臺幣

7,000元整核實計算。另核銷

時需檢附勞、健保及勞退金支

付證明文件。 

4 

年終獎金-社

工員 

人 1 30,552 30,552 

社工員最高薪資1.5個月(新

臺幣3萬4,916元整)及當年度

實際計畫執行月數核實計算。 

專業服務費：合計新臺幣42萬8,964元 

 

 

 



二、業務費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 備註 

總計 1,014,400 

1 

新倡導人培訓 

(1式/24小時) 

式 1 55,200 55,200 

含講師費最高每小時新

臺幣2,000元整及誤餐費

每人新臺幣80元整等(預

計90人報名)。 

2 

持續訓練課程

(1式/2小時) 

式 2 9,600 19,200 

含講師費最高每小時新

臺幣2,000元整及誤餐費

每人新臺幣80元整等(預

計70人參與)。 

3 團體督導會議 式 3 7,600 22,800 

含出席費最高每式新臺

幣2,000元整及誤餐費每

人新臺幣80元整等(預計

70人參與)。 

4 

個案關懷訪視

服務費 

次*月 140*12 500 840,000 

預計共有70人訪視，每

家機構每次2人同行，每

人每月最多2次，每次新

臺幣500元整，預計140

人次。 



5 交通費 月 7 3,000 21,000 

相關工作人員為至機構

媒合拜訪或實地個督、

參與團督、聯繫會議、

成果分享會等所需，依

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

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

用補助要點解釋彙編」

辦理交通費核銷事宜，

由本局核實支付。 

6 團體保險費 式 70 500 35,000 

預計共有70人外展之保

險費。 

7 成果分享會 式 1 18,000 18,000 

含出席費最高每式新臺

幣2,000元整及誤餐費每

人新台幣80元整等(預計

200人與會)。 

8 業務聯繫會議 式 2 3,200 3,200 

含出席費最高每式新臺

幣2,000元整及誤餐費每

人新台幣80元整等(預計

15人與會)。 

業務費：合計新臺幣101萬4,400元 



 

三、雜支費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 備註 

雜支費(含場地

費、器材租賃費

及印刷費等) 

式 1 72,136 72,136 

以專業服務費及業務費

之總額約5%計之(原為新

臺幣7萬2,168元整，為

湊成整數，故以新臺幣7

萬2,136元整計算)。 

雜支費合計：新臺幣7萬2,136元 

 

項目 預算 備註 

總計 1,515,500 

該年度各項經費預算，除專業服務費

外，得於預算額度內相互調整支應 

專業服務費 428,964 

業務費 1,014,400 

雜支費(含場地費、器材租賃

費及印刷費等) 

72,136 

合計：新臺幣151萬5,500元整 

*以上預計人次係依109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老人獨立倡導及關懷服務實施計畫成果推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