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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老人保護扶助人次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府辦理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42 條、老人遭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5 條、或老人遭受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業務

項目（含二線輔導、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均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年以 1 至 6 月、下半年以 7 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國籍別」及「性別」分；縱項依「被害人保護扶助項目」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老人保護案件： 

1. 老人因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負照顧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遺棄或其他情事，致其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發生危難(老

人福利法第 41 條)。 

2. 老人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老人福利法第 42 條)。 

3. 老人遭受家庭成員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 

4. 具身心障礙身分之老人遭受遺棄、身心虐待、限制其自由、留置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強迫

或誘騙其結婚或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5 條)。 

(二) 被害人國籍身分：本國籍非原住民、本國籍原住民、大陸籍(含港澳)、外國籍及其他等。 

(三) 被害人性別：性別「其他」係指不同的性別認同；「不詳」係指受理通報人員因故難以勾選被害人或相對人之性別，如：聯繫不上當事

人或重要關係人無法確認性別等。 

(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指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及委託民間團體提供被害人之保護扶助服務人次。 

1.諮詢協談：運用個案工作方法（含電訪、會談、訪視），提供被害人情緒支持、問題諮詢和澄清、評估與處置及社會技巧訓練等。 

2.家庭關係處理：運用個案工作方法（含電訪、會談、訪視），進行家庭諮詢或家庭會談；家庭教育與輔導；或召開親屬協調會議等。 

3.庇護/保護安置：為維護被害人人身安全所提供之住所收容服務（一進一出以 1 人次計算，且被害人與其隨行子女須分別計算）。 

4.陪同報案、偵詢（訊）：於被害人接受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時之陪同服務。 

5.陪同出庭：於被害人出席檢察官召開之偵查庭及法官召開之法庭審理時之陪同服務。 

6.陪同醫療服務：包含轉介或陪同被害人至醫療院所驗傷、診療及採證，或進行其他醫療服務(急診、門診、住院等)之服務。 

7.心理諮商、治療與輔導：轉介或提供被害人個別、團體專業心理諮商及輔導服務，以協助被害人渡過心靈危機並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之服務。 

8.連結長期照顧服務：轉介或提供被害人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機構安置、住院看護等長期照顧服務。 

9.聲請保護令：指社工人員協助或主動為被害人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0.經濟扶助：指提供案家緊急生活扶助、生活扶助、急難救助、租金補助、醫療補助、律師費用補助、訴訟費用補助、子女生活津貼/

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兒童托育費用/津貼、民間慈善團體資助、其他補助，但不包括庇護安置補助、心理治療、諮商與輔導費用補

助，同一扶助類別多次申請核撥者以 1 服務人次計算。 

11.法律扶助：轉介律師或專業法律諮詢人員提供被害人法律諮詢、訴訟等相關服務。 

12.其他扶助：前揭各項以外之被害人保護扶助服務。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府社會處(局)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所報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2 份，1份送主計處，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4.陪同報案、偵詢（訊）：於被害人接受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時之陪同服務。 

5.陪同出庭：於被害人出席檢察官召開之偵查庭及法官召開之法庭審理時之陪同服務。 

6.陪同醫療服務：包含轉介或陪同被害人至醫療院所驗傷、診療及採證，或進行其他醫療服務(急診、門診、住院等)之服務。 

7.心理諮商、治療與輔導：轉介或提供被害人個別、團體專業心理諮商及輔導服務，以協助被害人渡過心靈危機並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之服務。 

8.連結長期照顧服務：轉介或提供被害人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機構安置、住院看護等長期照顧服務。 

9.聲請保護令：指社工人員協助或主動為被害人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0.經濟扶助：指提供案家緊急生活扶助、生活扶助、急難救助、租金補助、醫療補助、律師費用補助、訴訟費用補助、子女生活津貼/

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兒童托育費用/津貼、民間慈善團體資助、其他補助，但不包括庇護安置補助、心理治療、諮商與輔導費用補

助，同一扶助類別多次申請核撥者以 1 服務人次計算。 

11.法律扶助：轉介律師或專業法律諮詢人員提供被害人法律諮詢、訴訟等相關服務。 

12.其他扶助：前揭各項以外之被害人保護扶助服務。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府社會處(局)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所報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2 份，1份送主計處，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