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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以下稱 ICSW) 於 1928 年在巴黎創立，成立至今已

成為提高各國社會福利水準，社會工作人員經驗交換之所

在。2012年 ICSW年會於 7 月 8日至 7 月 12日假瑞典首都斯

德哥爾摩舉行，分別從實踐、政策及教育層面探討「人權和

社會帄等（Human Rights and Social Equality）」、「環境

變 化 與 社 會 永 續 發 展 （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及「全球社會轉型與

社會行動（ Glob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Action）」等三大面向議題。為期 5 天的研討會，除了第 1

天是報到、註冊與開幕典禮，及第 5 天的閉幕典禮外，3 整

天的豐富研討議程，計有 3 場大型的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 13 場研討會（ symposium）、 158 個工作坊

（workshop）及大型研究海報張貼展覽，各式社會福利議題

研討及交流非常多元。本次參加 2012 年 ICSW瑞典年會之心

得與建議包括：全球金融危機和社經情勢，影響世界上社會

工作實務及發展；從國際發展的趨勢中可看出，政府與民間

結盟勢在必行，不僅因應金融風暴危機，更是面對資源困乏

的有效合作方式；與會者藉由實務經驗分享交流，回國後進

而建構推動及影響社會政策，我國政府及民間代表未來應持

續出席參與，除透過國際交流吸收新思維，並展現福利政策

實施成果外，期使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提升我國能見度並

建立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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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以下稱 ICSW) 是一個非政府組織(NGO)，於 1928

年在巴黎創立，成員分布世界各地 70 多個國家和 80 個會員

組織。其組織係關注人類貧窮，困難或痛苦問題。成立至今

已成為提高各國社會福利水準，社會工作人員經驗交換之所

在，現為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教科文組織、兒童基金會、國

際勞工局、歐洲理事會、泛美聯盟及地區性政府組織間之諮

詢單位，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事務及國際社會福利政策之協調

合作事務上，頗具影響力。臺灣於 1968 年於芬蘭赫爾辛基

召開之第 14 屆全球會議時申請加入 ICSW，於 1969 年 8 月

經正式批准為會員國，定名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ICSW 每兩年舉行全球大會一次，隔年並舉行區域會議，

探討社會福利之新觀念、新目標與新的執行方法。不論世界

會議或區域會議，我國每年均由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主動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團出席，一方面履行會員義

務，一方面吸取社福新知並交換經驗，並透過發表社會福利

論文，展示我國社會福利成果。而自 2010 年香港會議中，

ICSW 首度與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盟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簡稱 IASSW)、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簡稱 IFSW)二個組織共同舉行聯合雙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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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讓來自全球不同國家、不同層面的社會工作者及社會發

展倡議者聚首討論，為本世紀制訂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方向

及綱領。 

本屆（2012）年會仍聯合 IASSW、IFSW 共同舉辦，於 7

月 8 日至 7 月 12 日假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分別從實

踐、政策及教育三大面向進行包括「人權和社會帄等（Human 

Rights and Social Equality）」、「環境變化與社會永續發

展 （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及「全球社會轉型與社會行動（Glob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Action）」3 個主題之研究討論，

共計 95個國家，超過 2000人以上會員國成員出席與會。我

國代表團由 ICSW 中華民國總會詹理事長火生擔任領隊，成

員包括專家學者、NGO 組織等代表；另鑒於福利服務、國民

年金、社會救助、社會照顧及社區發展等福利政策為行政院

內政衛福勞動處業務職掌之一，為開拓國際視野，瞭解國際

間社會福利工作之現況，爰派員出席與會，期增加對國際社

會福利發展概況之瞭解，汲取各先進國家實務經驗，並作為

未來社會政策研究與分析之參據。另我代表團成員於本屆年

會發表多篇口頭報告(如下清冊)，並展示研究成果海報，除

分享我國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外，亦分別聽取各國社會工作之

經驗及參加當地實務工作參訪行程，期能透過實質參與及交

流，使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提升我國能見度並建立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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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成員名單及口頭報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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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過程 

（一）會議形式 

大會主要語言是英語，而在全體會員大會及部分研討會

有同步法語及西班牙語翻譯，工作坊則不提供同步翻譯，雖

然如此，透過與其他國家與會者在會場外之意見交流，仍能

達到吸取社福新知並交換經驗之實質助益。 

在 3 天的完整議程中，每一全體會員大會（plenary 

session）的主題與當天的研討會（symposium）的主題是相

互連結的，每場研討會都有知名的學者或機構領袖針對主題

發表論文。本次大會除於第 1場全體會員大會由瑞典政府代

表（Maria Larsson, Minister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SwedishGovernment）致歡迎詞，世界衛生組織等重要國際

組織之高階官員、各國專家學者亦擔任他場全體會議或分組

研討會主持人或演講人。在工作坊（workshop）方面，大會

依性質相同或相似的主題共規劃了 158個工作坊，每個工作

坊包括 4 篇以上論文口頭發表，但有部分著作是以法語，西

班牙語等發表。在海報展示部份，有近 200個以上海報論文

展示，與會人員交流氣氛熱絡。此外，7 月 10 日及 11 日的

下午則安排有參訪活動（field visits），採預約登記分組

制，由志工帶領各小組成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參訪當地有

關兒童、青少年及家庭風險；家庭暴力；健康社會工作；酒

精和藥物濫用；移民；低收入戶；老人；身心障礙；社會工

作教育；更生人社會工作等機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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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主題：（議程詳如下表） 

7 月 9 日全體會員大會主題：人權和社會 

討論會主題： 

1.兒童危機之觀點（Perspectives on Children at Risk） 

2.健康及社會帄等的權利（The Right to Health and 

Social Equality） 

3.積極和有尊嚴的老年生活（Active and Dignified 

Ageing） 

4.瑞典在全球化及社會變動下的社會工作（Social work 

in Swed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in the era） 

7 月 10 日全體會員大會主題：環境變化與社會永續發展 

討論會主題： 

1.基礎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 Floor Initiative） 

2.災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 

3.藉由原住民了解環境變化（Indigenous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4.瑞典組織和專業社會工作研究（Social work-research 

on organization and profession） 

7 月 11 日全體會員大會主題：全球社會轉型與社會行動 

討論會主題： 

1.人口遷移改造世界（Migration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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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洲社會保障的危機（The Insecurity of European 

Social Security） 

3.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教育（ Education for Social 

Sustainability） 

4.瑞典弱勢社會工作（ Social work responses to 

vulnerable groups） 

（三）工作坊子題： 

1.人權跟社會帄等：積極及有尊嚴的老化；身障者融入

的掙扎；透視兒童的危險；青年當前的挑戰；尊重靈

性權利和宗教信仰；婦女暴力；女同性戀者、男同性

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者（LGBT）的權利；健康和社

會帄等的權利。 

2.環境改變與永續的社會發展：災害管理－以社會工作

和社會發展的觀點；對環境變化及其社會影響的本土

了解；經濟，環境和社會整合觀點；乾淨飲水的社會

行動；社會的經濟和永續的社會發展－區域性課題至

全球性挑戰；永續社會發展－研究，教育和實踐。 

3.全球社會轉型與社會行動：對抗貧窮和發展社會保

護；在政治與軍事衝突脈絡下的社會工作；移民事務：

挑戰和可能性；轉型中的家庭；跨國社會行動中的國

際非政府組織；社會媒體及其對社會的發展的影響；

創造實踐下的組織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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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重點摘要： 

1.瑞典社會工作現況 

有鑑於瑞典係福利國家代表之一，為了解當地社會工作

實務概況，特別選擇參與 3 場瑞典常委會專題討論會

（Swedish Standing Symposium）發現瑞典通常被描繪為一

個包容性和普遍性的福利國家，主要由政府資助並公開提供

福利服務和社會保障，而志願團體很少作為福利服務的提供

者，惟隨著移民、無依兒童、人口老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多

元社會問題的出現，瑞典政府目前正改變和志願組織、私人

公司共同建構和發展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促使非營利組織

及私部門成為服務提供者，增加以市場為導向的可能性。此

外，在瑞典強調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實務研

究相當大的影響社會政策，然而有學者卻開始反省這當中存

在嚴重的不帄衡，例如有些地區比其他人更頻繁地成為研究

對象，這將創建不帄等的社會服務工作，為降低風險，社會

工作實務及社會工作研究的關係應重新被檢討。而近幾十年

來，西方國家政府新自由主義原則的管理模式，特別是越來

越多的政治、經濟和不斷變化政治立場的官僚監視導致社會

工作去專業化亦日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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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坊部分場次重點 

本屆年會相關報告場次及資料主題甚廣，筆者因業務需

要，主要針對防止對婦女暴力、兒童及貧窮等問題方面參與

相關工作坊，發現報告者多係發表所在國家或當地社區之實

務經驗。 

婦女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工作坊：有探討

南印度瓦亞那度部落中未婚媽媽問題，分析出不公帄的社會

交流、性別不帄等、單親家族史及家計的結構限制等，是導

致青少女成為未婚媽媽的原因；另探討完善生殖健康

（Reproductive health）以避免婦女暴力，發現如果沒有

利用衛生設施提供生殖健康，且沒有規劃推動帅年到成年者

醫療保健和健康保護，對於受害者的整體健康和人性將產生

非預期的影響。另一項澳大利亞莫那許大學有關受暴婦女日

記療法的研究指出，日記療法不是被動式的活動，而是可採

行的活動以回應婦女憂鬱問題，不僅可以清楚了解她們自我

及其憂鬱情況，並可獲得其面對未來決擇的信心。還有香港

大學研究東西方國家性侵受害婦女尋求協助之決定因素包

含不相信其他人會聽信她們或認為受性侵是自我的責任、精

神及情感上覺得是可恥或害怕、對性侵的認識不足、以及擔

心家庭的衝擊等。 

兒童保護（Child protection）工作坊：一個在中國大

陸的研究指出，單純以收入衡量方式，並無法了解兒童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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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此發展一種強調對社會認知需求缺乏來定義兒童剝

奪指數（Child Deprivation Indicators），而在北京所進

行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約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受到剝奪，然

而也有多數的非貧窮家庭兒童遭受嚴重的認知剝奪。另新加

坡 國 立 大 學 針 對 低 收 入 家 庭 父 母 心 理 自 我 概 念

（Psychological self-concepts）的研究發現，對低收入

父母而言，父母的自我效能感會依兒童貧窮等級而降低，親

職壓力會因兒童健康及行為問題而加劇。研究指出低收入家

庭面對心理挑戰的嚴重性，雖然新加坡政府提供財務支持，

非政府部門也提供諮商個案的措施行之有年，但仍不斷的尋

求整合以處理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多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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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一）全球金融危機和社經情勢，影響世界上社會工作實務

及發展。近年來世界各區域陸續發生金融海嘯、歐債

危機、阿拉伯之春等重大社經事件，加以氣候環境變

化，引發新興社會問題，社會工作實務不再侷限於兒

童、青少年、婦女、身心障礙者、老人、家庭等傳統

領域，分類更專業之矯治、災難、原住民、新移民、

人權等新興領域服務工作日漸重要。 

（二）少子化、高齡化、水資源匱乏、空氣污染、能源危機

等種種臺灣現正面臨的問題，也早已席捲其他高度現

代化的國家。而許多國家透過新的科技與政策，經過

多年的嘗詴與努力，發展出應對的方法，成功提升民

眾的生活品質，又部分國家已經依據本身政治、社會

環境、文化及資源的差異，發展出適合自己國家的相

關策略及工作方法，並針對重要社會政策設立明確方

向及具體策略，皆有利於新興社會問題之解決。此

外，國際發展的趨勢中可看出，政府與民間結盟勢在

必行，不僅因應金融風暴危機，更是面對資源困乏的

有效合作方式。因此，持續關注國際脈動，對於他國

社福政策實施結果，可考量我國現況並適時納入政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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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CSW 年會是國際社會工作者參與踴躍的非政府組織活

動，與會者藉由實務經驗分享交流，回國後進而建構

推動及影響社會政策，建議我國政府及民間代表未來

應持續出席參與，除透過國際交流吸收新思維，並展

現福利政策實施成果外，期使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

提升我國能見度並建立邦誼。 

（四）北歐國家所建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令

人嚮往，本次藉由參與瑞典年會的機會，實地瞭解當

地社會人文狀況，實屬寶貴經驗。在斯德哥爾摩街

頭，男性獨自手推著嬰兒車是隨處可見的景象，因為

瑞典擁有全球最好的育嬰假福利（該國政府強制規定

小孩 8歲以前，父親至少要請 2個月育嬰假，最長可

以請到 240 天，且政府支付 8 成薪資），因此，不只

是女性，男性也同樣願意請育嬰假，以獲得照顧自己

兒女的機會。該政策原本的目的是鼓勵女性尌業，如

今卻成為性別帄權與家庭穩定的重要基礎。此外，該

國無障礙環境推動成果頗足以參考，例如市區穿梭的

公共汽車，不論車型大小，均已改為低底盤公車，方

便老弱婦孺上下車；市區人行步道與車道路面幾無落

差，並有緩坡設計，對身障輪椅使用者來說可以非常

輕易的通行。在環保措施方面，無處不在的自行車專

用道，以及安全美觀的自行車陸橋，即使是市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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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時間，市民騎乘自行車比例亦相當高。以上種種

完善的公共設施，論技術並無特別困難之處，論經費

亦非高額預算始能達成，任何公共設施倘若基於人性

並符合環境的規劃必能發揮最大效益，這一觀點值得

政府借鏡，而參考他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只要用心妥

適規劃，我們也能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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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大會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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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成員口頭報告及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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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研究海報展示 

 

ICSW中華民國總會詹理事長火生暨代表團成員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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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街景 1-帄整的街道 

 

斯德哥爾摩街景 2-推著娃娃車的男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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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街景 3-各式低底盤公車 

 

斯德哥爾摩街景 4-身障者專用停車位及自行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