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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國際社會工作學院協會、國際社會福利協會與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

全球聯合會議的會議主題為「促進社會與經濟平等：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的回

應」，為參與此國際盛會，並分享臺灣之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經驗，本人亦於此

大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就臺灣近年來幼兒照顧補助的發展進行報

告與分析，期待就就相關政策之實質內容，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經驗分

享，並得到相關回應，以修改該論文，並進一步發表至國際期刊。除發表論文以

外，本次亦代表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參與國際社會福利協會東北亞區

會議以及全球大會，更清楚國際目前相關組織的合作狀況以及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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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了解各國不同背景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並發展解決問題的因應策略，國

際社會工作學院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IASSW）、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ICSW）與國際社會工作

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三個國際組織，每兩

年聯合舉辦一次國際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聯合研討會，以集合世界各地的

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進行交流，以促進社會發展，增進人民的福祉。 

 

     2014 年的會議主題為「促進社會與經濟平等：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的回應」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Equality: Responses from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會議的重要主題包括「強化個人、家庭及社區的社會與文化福祉 ― 

增進復原力、増權、安全與尊重」、「關注個人與社區醫療的不平等及其弱勢狀

況」、「培養社會與經濟的原動力，以促進安全與保障」、「創造永續發展與安全的

環境」、「以教育來改變、人權與平等」等等，涵蓋的議題和領域非常廣泛與多元，

包括健康、心理衛生、兒童、少年與家庭福利、高齡化、性別、移民、身心障礙、

教育、環境、原住民、貧窮、社會工作、文化與語言多樣性、信仰及人群服務的

科技使用等等。 

 

    為參與此國際盛會，並分享臺灣之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經驗，個人亦於此大

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就臺灣近年來幼兒照顧補助的發展進行報

告與分析，期待就就相關政策之實質內容，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經驗分

享，並得到相關回應，以修改該論文，並進一步發表至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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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研討會共有四天，由 7 月 9 日至 7 月 12 日，主要過程分述如下： 

 

第一日 (7 月 9 日)：參與了大會的開幕典禮以及聆聽 Margaret Alston 教授的演講，

其主題為「Creating sustainable and safe physical environments」，其後並參與開幕茶

會，與世界各國之專家學者交流與討論。 

 

第二日 (7 月 10 日)：上午參與兩場主題的報告與討論，分別為「Fostering economic 

initiatives」與「Child, youth and family – leaving care」，內容主要涵蓋家庭、兒童

保護、幼兒照顧、青少年福利等相關論文，下午則參與另外兩場主題，分別為「Child, 

youth and family」與「Gender」，繼續就家庭與性別議題進行探討，之後則參加大

會所主辦的座談，由 Kerry Arabena 所主持，邀請幾位實務工作者及原住民的青

年代表，從原住民的歷史與觀點，探討如何促進社會與文化福祉。 

 

第三日 (7 月 11 日)：上午代表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出席國際社會福

利協會東北亞區域會議，於會議中，了解日本、韓國、香港等地國際社會福利協

會的工作近況，也討論到各國所面臨的問題及關注的議題，並且探討未來進一步

合作與交流的可能性。下午則出席「兒童、少年與家庭」場次，除了進行個人報

告以外，也聆聽其他報告人分享其他國家的兒童與家庭服務相關經驗，學習到其

他國家政策與實務發展的寶貴經驗。該場次的主題分享大部分皆環繞在兒童與家

庭上面，如 Sharon Bessell 與 Jan Mason 的研究強調社區的概念必須納入兒童的觀

點，因此其研究嘗試了解社區中 7-12 歲的孩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區，包括與

社區間的關係、在社區中的安全性、資源還有場所等等，透過從孩子的角度與立

場來看社區政策的關係，與成人有很不同的切入角度。 



5 

 

 

傍晚則參與大會所舉辦之晚宴，與各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交流。 

 

第四日 (7 月 12 日)：參與「Gender」、「Poverty」、 「Child, youth and family - family 

justice」等主題之報告與討論，並參與最後之閉幕演講及儀式。會後參加國際社

會福利協會全球之大會，在會中聽取總會之工作與財務報告，以及各區域分會會

長之報告與介紹。 

 

    在本次會議中，有一項重要的主軸就是科技在社會工作的運用，因此也聆聽

了許多不同單位與學者的經驗分享與研究報告。 

 

    美國的 Andrew Quinn 與 Kristofer Sage 分享了美國北達科他州將視訊科技運

用於寄養兒童及其重要他人會面交往的經驗，透過視訊的方式，可大幅降低旅行

的時間與成本，尤其是在許多兒童被寄養在其他州的情況下，使用視訊可有助於

增進會面交往的頻率，然而也有一些缺點，例如可能不適用於年紀太小的孩子、

社工員不易控制視訊另一端的行為等，使用此方式對於維繫家庭關係以及對兒童

成長是否有什麼影響，亦須未來更深入的研究，不過此方式亦值得參考。 

 

    美國內華達大學的 Goutham Menon 發表關於美國社會工作組織使用社群媒

體的經驗，介紹如何運用社群媒體於社會工作，其經常遭遇到的問題以及使用時

所需的規範，了解該議題亦有助於未來制定相關規範及政策。 

 

    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Cathy Humphreys 教授則介紹了澳洲家外安置兒童使用雲

端生命紀錄的經驗，將兒童的相關資料與重要紀錄，如出生證明、照片等放置於

雲端的檔案，這樣的紀錄和檔案有助於受安置的兒童建立自我認同，建立回憶，

並有促進兒童復原的效果，然而保障兒童的隱私以及資料的安全性是此方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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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戰。 

 

    美國德州大學的 Randall E. Basham 教授也介紹了在美國如何將輔助科技運用

於老人的社會工作上，例如使用醫療感應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資訊與通信科

技等設備，協助老人獨立生活，進行健康的監測與追蹤、促進其維持認知與學習

等，並探討其可能衍生的倫理議題，如隱私、服務對象的自我決定權、信仰等議

題。 

     澳洲的 Amanda Nickson 教授則分享澳洲在偏遠地區運用科技進行督導及同

儕支持的經驗，由於澳洲有許多服務對象居住於偏遠地區，而當地服務的社工不

易獲得支持，也因此造成服務上的困難以及較高的離職率，因此使用視訊通話的

方式將這些偏遠地區不同機構的社工連結起來進行團體督導，有助於加強其支

持，而且可促進其分享不同單位、背景、工作環境、服務對象的技能與知識，可

有效提高其繼續服務的能量，降低離職率。 

 

三、論文發表 

 

本次研討會中，發表論文「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針對臺灣家庭日漸升高的幼兒

照顧負擔問題，我國政府近年來對於有幼兒的家庭，推動了幾項新的托育補助與

津貼政策，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保母托育補助、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等等。

這些政策根據不同家庭的就業型態及照顧偏好，分別提供現金福利，以減輕家長

照顧幼兒的財務負擔。本次發表之研究探討這些相關政策的發展及意涵。包括政

策的背景及近年來幼兒托育相關補助及津貼政策的發展。其次，就這些政策的執

行成果進行初步分析。最後，分析這些相關政策在規劃與執行中衍生的相關議

題、爭論及問題。報告之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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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 

 

Pei-Yuen Tsai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Public support for childcare in Taiwan was relatively limited in previous decades. However, 

with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of families in balancing work and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several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nder two years old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parental leave benefit, 

childminder subsidy, and childcare benefit for non-employed parents. These policies aim to 

relieve parents’ childcare pressures for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working statuses and 

preferences. Although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sharing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appears to have been strengthened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policies, it is still a 

question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can really meet the demands of 

families and enhance state support in childcare.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nder two and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these policies. This paper will firstly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s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Secondly, it will 

demonstrate and analyse the results of implement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issues, debates, and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olicies have addressed the needs of families and promoted family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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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及建議 

 

    在本次的會議中，收穫非常豐富，特別有以下幾點心得與建議： 

 

1. 重視多元文化概念與原住民福利：此次全球聯合會議在澳洲墨爾本舉行，因

此在會議中也特別強調澳洲相關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之實施經驗，而在澳洲

之經驗中，可發現不論在各個領域，均特別強調多元文化與族群的觀點，而

在議程中亦有多場從文化角度探討的主題，另外也特別安排一場原住民議題

的座談會，可見其對於原住民及文化、族群議題之重視，值得我國學習與反

省，未來在社會工作與相關政策之執行，亦有必要特別重視此一面向。 

 

2. 關注國際「社會保障階層」倡議：在本次的全球會議中，特別討論了「社會

保障階層」的倡議，該倡議是由聯合國所提出，其認知到確保普及社會保障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以使窮人與弱勢者能夠得到最基本的服務以及社會移

轉，其內涵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為對所有人提供最低的收入與生活保障，

以保障其社會權。二、基本的現金、實物與服務保障項目應包括健康、水、

衛生、教育、食物、住宅、生活與資產儲存資訊等，這些基本保障應特別注

意兒童與各種弱勢族群。在此次會議中也特別強調此倡議，並期望各國之會

員能夠在其國內進行宣導與支持，我國未來於制定相關政策時，也應特別注

意此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福利協會所支持之倡議及方案。 

 

3. 加強機構參訪之參與：在本次大會中，除了各子議題的討論與主題演講以

外，大會亦安排許多參訪行程，使參加者有機會參訪澳洲各種公部門社會福

利單位與非營利組織、如 UnitingCare ReGen、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ISS) 

Australia、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St Vincent’s Hospital、Jesuit Social 

Services、InfoXchange、Berry Street、Kildonan Uniting Care、The 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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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Asylum Seeker Resource Centre

等，然而由於名額及時間有限，若未事前規劃與安排，難以參與相關行程，

因此未來或可於參與會議或報名前，先就我國代表團成員之參訪意願與時間

進行調查與協調，以分工參與機構參訪行程，獲取最廣泛的資訊。 

 

4. 強化國際交流：在本屆大會中，我國代表團雖有許多學者專家參與發表論文

及 E-Poster，但或因墨爾本路途較遙遠，費用亦較昂貴，參與的人數仍相對

較少，尤其是實務工作者參與的人數更少，下一屆的全球會議將於 2016 年

在首爾舉辦，屆時因距離較近，或許會有較多實務工作者得以參加，建議政

府可提供更多補助與獎勵，鼓勵國內相關單位及實務工作者參與下一屆的全

球會議，以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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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一：研討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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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二：研討會照片 

 

研討會開幕活動 

 

 

研討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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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ldcare-related Benefit Policie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 

 

 

 

原住民觀點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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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全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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