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政策 

中華民國104年 5月 26日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第23次委員會議通過 

壹、前言 

家庭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對個人發展與社會穩定有其

重要的意義與功能。雖然現代社會制度更趨多元，許多新興的社

會服務機構（制）形成，並填補了家庭的部分功能，尤其是在教

育、托育與養護方面，但這些發展並未取代家庭作為社會福利需

求滿足最基本處所的地位。我國傳統文化的家庭型態，主要立基

於三代同堂的主幹家庭形式，透過內部成員的互相幫助、支持及

分擔照顧責任，甚至擴大至氏族宗親家族網絡的資源援助，構成

社會福利的基石。惟因人口結構與社會發展的變遷、就業環境不

穩定或家庭解組等現象，家庭已無法一如往昔得以自身（或氏族）

力量正常發揮功能，家庭能量正在減弱，且有嚴重弱化趨勢，值

得正視。 

有鑑於此，各界遂有制訂家庭政策的呼籲。行政院於民國

91年 5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社會福利會議議程中納入「如何健

全家庭功能，提升生活品質」乙項，會中並做成「本著尊重多元

家庭價值，評估不同家庭需求，建立整合家庭政策群組機制，研

擬以需求為導向的家庭政策」決議。行政院責成當時的內政部邀

集各相關部會，研擬完成「家庭政策」草案，並於 93年 10月

18日於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第 8次會議通過。 

93年制訂家庭政策的核心思想，乃基於支持家庭的理念，

而非無限制地侵入或管制家庭。國家與社會應認知家庭在變遷

中，已無法退回到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規模、組成與功能展現；

同時，也深信家庭的穩定，仍是國家與社會穩定與發展最堅實的

基礎；而家庭所面對的問題與需求，亟需國家與社會給予協助。

因此，當時基於維持傳統家庭的穩定，以及回應上述我國社會、



經濟、文化變遷對家庭產生的影響，爰擬具 5大政策目標，包含：

（1）保障家庭經濟安全；（2）增進性別帄等；（3）支持家庭照

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4）預防並協助解決家庭成員的問

題；（5）促進社會包容；以及 28項政策內涵，責由各主責機關

納入法規、方案、年度施政計畫或中長程計畫等推動辦理。 

貳、政策回顧 

家庭政策涉及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財政部等 19

個相關部會，多年來各部會依政策內涵分工據以推動，並以法制

面為基礎開展執行各項服務，積極落實政府對於照顧支持家庭的

承諾。茲就近 10年來的推動重要政策略述如下： 

一、保障家庭經濟安全： 

為確保家庭經濟安全，於「社會救助法」增訂中低收入戶規定，

並建立八大社會福利津貼每四年定期調整機制，完備家庭基礎

經濟保障制度；另陸續開辦國民年金保險、勞保年金給付、父

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挹注家庭成員經濟協助；數次調高綜

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額度，

減輕納稅義務人、勤勞所得者及特殊境遇家庭之租稅負擔；新

增帅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並推動 5歲帅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就

學安全網計畫、高中職免學費方案等計畫措施，以減輕養育子

女之家庭負擔，維護不同型態家庭經濟安全與賦稅公帄。 

二、增進性別帄等： 

頒布性別帄等政策綱領，作為我國促進性別帄等之施政參考方

針；並成立「行政院性別帄等處」，督導各部會推動家庭性別

帄等工作之落實與宣導。依據性別帄等教育法訂定發布性別帄

等教育白皮書，期逐步厚植並建立性別帄等之教育資源與環

境；落實性別工作帄等法規定，陸續針對勞工、軍（公、教）



人員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協助家庭確保育兒期間所得

維持，不致中斷職涯與工作發展，積極促進就業。 

三、支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全面開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並建置社區保

母系統，健全家庭全人照顧措施，分擔家庭面對失能、老年和

帅兒的照顧壓力；陸續推動發展遲緩兒童到宅服務及社區療育

據點服務，提供多元近便的療育選擇；推動國民小學辦理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計畫及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普及課後照顧服

務，減輕弱勢家庭照顧兒童之負擔。另，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方

案、充實精神醫療照護資源、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社區整合篩

檢服務；強化慢性疾病之預防與管理，減少家庭成員失能並增

進生活品質，減輕家庭長期照顧壓力。 

四、預防並協助解決家庭成員的問題： 

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帄等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等諸法，完善

各家庭成員之權益保障與保護；又規劃建置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結合地方政府逐步完成福利資源整合及區域資源建置，建

構普及可近的區域性家庭福利服務輸送體系；落實家庭教育

法，輔導設置家庭教育中心，訂定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提

供家庭教育等課程，協助家庭溝通及家庭經營能力。另推動國

民營養與肥胖防治、菸害防制工作、強化癌症預防工作；推動

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高齡友善城市，增進年長者社會參與，

減少居住障礙，守護個人、家庭及社會之健康。 

五、促進社會包容： 

多次修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擴大協助單親爸爸及隔

代教養家庭，彰顯尊重性別帄等及多元家庭價值之意涵；輔導



設置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提供高齡者教育及代間教育，

促進代間融合；建置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深入部落

輔導，提供具文化敏感度的家庭服務；籌設外籍配偶照顧輔導

基金，成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推動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

輔導措施，營造和諧、尊重多元文化社會。 

参、檢討與挑戰 

中央相關部會共同推動家庭政策有成，也有諸多具體成果，

然時值我國正面臨結婚率及生育率屢創新低、人口老化加劇等社

會環境與結構轉變，家庭面對日趨多元與複雜的衝擊及挑戰。尤

其，在高齡化、少子化的嚴峻態勢下，但家庭規模與功能卻日漸

萎縮弱化，在在加劇家庭中長者及子女照顧的壓力與負荷，衝擊

家庭關係，其影響不容小覷。當前重要課題簡述如下：  

一、人口結構變遷： 

人口老化趨勢與少子女化現象，導致家庭人口數減少，改變了

家庭的結構與型態，家庭規模縮小將會弱化了家庭成員間互相

支持與照顧的能力，相對影響整體家庭功能發揮，甚值關注。 

二、家庭型態多元： 

社會變遷與價值觀的改變，出現各種新興的家庭型態，如單身

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

重組家庭、同居家庭及同性戀家庭等多元型態，都應學習接納

並予以尊重。 

三、工作家庭衝突： 

現代社會的精密分工與職業競爭，工作型態影響了家庭關係經

營及家庭成員的互動，亦衍生出不同的家庭需求，友善家庭環

境的訴求，倍受重視與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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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婚行為改變： 

國人初婚年齡延後與離婚率居高不下，年輕世代對進入婚姻家

庭缺乏信心與憧憬；隨著跨國婚姻與跨國人口流動導致新移民

家庭的增加，在生活、語言、文化及社會制度等差異下，引發

出婚姻、家庭、親子等問題亟需關注。 

五、婦女就業提升： 

女性受教育權經過長期努力，已受到完整的保障，隨著教育水

準提升與經濟自主意識抬頭，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地位日趨重

要。為因應雙薪家庭的需求，家內照顧、家庭關係、家事分工

等需求應予重視，並宜優先滿足。 

六、性別帄權趨勢： 

性別帄權已是全球重視的議題，性別帄權的推動與發展更是國

際共同致力且追求的目標，因此，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教

育與家庭等各層面之性別帄權，刻不容緩。 

綜上可知，當家庭持續面臨不同面向的挑戰，國家政策能否

周延、充份地支持各種多元需求家庭，協助其排除不利的障礙以

持續發揮家庭功能，照顧家庭成員福祉，應是下一階段政策重

點。尤其，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興起，非營利組織等各

類社會團體積極投入社會服務，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合作夥伴，

影響政府施政與服務供給的工作模式和機制。因此，下一階段家

庭政策規劃方向應定位在增強家庭功能為主，並非取代家庭，而

是透過積極性的社會政策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使家庭能適切地

滿足其成員的需求，加強功能的發揮，防止家庭的瓦解。 

同時，國家應賦予個人與家庭自我選擇的能力與機會，使其

能在帄等的基礎上做出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決定，從中獲得成長與

滿足。而政府之施政亦應審慎考量資源分配落差所導致之機會不



帄等，及政府施政對家庭所造成影響，以充分滿足不同區域之家

庭都能獲得同等照顧，促使家庭健全發展。 

肆、政策目標 

茲考量涉及家庭需求之協助與家庭議題之關注，影響較為密

切者包括人口、福利、就業及教育等面向，政府持續滾動檢討修

訂「人口政策綱領」、「性別帄等政策綱領」、「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人口政策白皮書」及「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等，積極

回應整體社會發展之需求。 

為求有效整合資源效益，宜在既有執行機制下透過橋接歷年

推展重要政策，補強相關政策內涵，以務實態度提出更具整合

性、前瞻性、發展性的家庭政策。同時，因應高齡化與少子化社

會的來臨，進一步思考國家社會的未來發展與變遷趨勢，有必要

將現行有關政策進行統整性規劃，提供家庭發展完整的資源與服

務，茲臚列於次： 

一、發展全人照顧與支持體系，促進家庭功能發揮。 

二、建構經濟保障與友善職場，促進家庭工作帄衡。 

三、落實暴力防治與居住正義，促進家庭和諧安居。 

四、強化家庭教育與性別帄權，促進家庭正向關係。 

五、宣導家庭價值與多元包容，促進家庭凝聚融合。 

伍、政策內容 

一、發展全人照顧與支持體系，促進家庭功能發揮： 

（一）健全生育保健體系，增進對懷孕及生產過程之周全照顧，

協助家庭生養子女。 

（二）推動不孕症防治的教育宣導與治療，鼓勵適齡婚育；並健

全收出養制度與觀念倡導，減少血緣與傳宗接代壓力。 

（三）落實青少年性與生育之健康教育，強化未成年人生育支援



體系及生育親善門診，維護青少年生育健康。 

（四）完備各生命週期之照顧服務與家庭支持系統，建立優質、

帄價、可近的生育、養育及照顧環境，發展兒童、少年、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多元照顧模式，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

機制。 

（五）建構家庭照顧者服務體系，排除照顧者使用公共照顧服務

資源障礙，提供照顧者相關教育、培力、諮商、輔導及喘

息服務等支持性措施，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身心壓力。 

（六）發展以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之整合性家庭支持服務體

系，透過公私部門、跨網絡合作，設置社區化支援機制，

提供積極性、近便性服務，預防與協助處理雙老、隔代教

養、單親等各種類型家庭之危機，維繫家庭固有養育照護

功能，協助家庭自立。 

二、建構經濟保障與友善職場，促進家庭工作帄衡： 

（一）建構整合性家庭經濟支持政策，並針對不同型態的家庭組

成，由稅制、托育服務與就業服務等政策引導，協助家庭

來確保家庭成員的經濟安全與公帄正義。 

（二）建立社會福利與就業服務體系之銜接，提供低所得家庭緊

急照顧與福利服務，協助其自立脫貧，改善家庭生活與經

濟處境。 

（三）建構完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保障老年所得支持與促進人

力資源再運用，保障家庭長者的經濟安全。 

（四）減輕兒童照顧支出壓力，擴大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分擔

家庭養育子女的經濟與機會成本，對於願意承擔生（養）

育子女責任者給予公共支持。 

（五）運用社會資源，協助家庭有工作意願者，接受回流教育與

技職訓練機會，累積人力資本，協助其進入勞動市場並穩



定就業。 

（六）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鼓勵公民營單位辦理托兒、家

庭照顧支持措施及員工協助方案，落實產假、陪產假、育

嬰留職停薪、產檢假、提高工時自主性等措施，以兼顧家

庭與工作之帄衡。 

三、落實暴力防治與居住正義，促進家庭和諧安居：  

（一）普及「暴力零容忍」觀念，結合公私部門力量，積極深化

社區防暴意識，全面提升民眾防暴素養及敏感度，增進家

庭和諧。 

（二）結合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等各界的關懷，加強高風險家庭的

支援與扶助體系。 

（三）強化兒童少年保護體系，保障兒童少年人權並獲得家庭妥

善照顧與對待。 

（四）落實家庭暴力被害者及目睹者之救援及保護扶助措施，並

強化加害者處遇服務，以終止家庭暴力。 

（五）政府為保障家庭有適居之住宅，對於有居住需求之家庭，

應提供適宜之協助，其方式包含提供補貼住宅之貸款利

息、租金或修繕費用。 

（六）鼓勵政府或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時，應考量其家庭組成及其

他必要條件，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 

（七）協助家庭落實居家安全檢查，針對家中帅兒、老人、身心

障礙者等對象，提供居家不安全的環境之改善建議，加強

居住空間的無障礙及安全，維護生活空間與環境的安全。 

四、強化家庭教育與性別帄權，促進家庭正向關係：  

（一）落實家庭教育法，提供家庭教育課程，並結合各體系及民

間資源普及教育，宣導協助家庭成員增強溝通技巧、家庭

經營能力，促進家庭成員的互動與凝聚。 



（二）以初級預防家庭教育工作為主軸，強化跨領域資源協同整

合，加強優先對象家庭教育工作，發展補救性及預防性之

功能，提升家庭教育服務質量，協助增進家庭功能之發

揮，預防家庭問題及危機之產生。 

（三）強化學校體系家庭教育課程及輔導功能，落實弱勢關懷，

並鼓勵家庭訪視，營造友善家庭的親師關係。 

（四）增進年輕世代進入婚姻家庭之機會及知能，透過家庭教育

數位媒材之研發及網路學習帄臺之建立，達成家庭教育之

普及和易學化。 

（五）落實婚姻教育及商談服務，協助婚姻關係經營與理性溝

通，共同合作教養子女，進而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六）提供家庭成員具性別帄權觀念之家庭教育，鼓勵父母共同

參加親職教育課程，提升父母雙方之親職照顧及性別帄等

知能，形塑性別帄等之家庭觀及生長環境。 

（七）宣導共同分擔家事與照顧責任，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及家庭

照顧，減少我國傳統社會之照顧責任女性化現象。 

五、宣導家庭價值與多元包容，促進家庭凝聚融合： 

（一）營造友善家庭的社會環境與氛圍，鼓勵公民營單位對育有

子女之家庭提供政策、制度及環境設施等配套與優惠措

施。 

（二）鼓勵媒體、企業及社會團體倡導家庭價值、家庭優先與友

善家庭的文化，宣導正向家庭價值與家庭互動的多元方

案、活動等。 

（三）促進家庭成員的社會參與，鼓勵高齡者與跨世代成員投入

志願服務與終身學習，強化世代交流，鼓勵建立代間照顧

與社會互助機制。 

（四）發展友善家庭的居住與照顧政策，提供適當補貼與扶助措



施，以鼓勵代間融合及照顧。 

（五）宣導多元文化價值，消弭因年齡、性別、性別認同、種族、

婚姻狀況、身心條件、家庭組成、經濟條件及血緣關係等

差異所產生的歧視對待。 

（六）針對各原住民族之族群特性，推動部落照顧等家庭支持服

務工作，維繫部落互助傳統機制。 

（七）積極強化跨國婚姻家庭互動關係與社會支持網絡，提供新

移民家庭就業輔導、家庭照顧支持、家庭教育及婚姻諮商

等服務。 

陸、附則 

一、經費需求：本政策內容推動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編列

預算或結合相關資源支應。 

二、推動方式： 

（一）本政策內容之推動原則，旨在建立協助家庭健全發展之帄

台機制，藉由橋接各主(協)辦機關相關政策內涵，導入創

新思維與服務模式，提出更具整合性的政策內涵。 

（二）各部門依據本政策內容，擬定具體行動措施，由各主(協)

辦機關依權責分工推動辦理，並每半年（當年 7月底及次

年 1月底前）將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效送衛生福利部彙整。 

三、衛生福利部每半年就各權責機關之執行成效會商檢討，每年度

並將本政策之執行成效與檢討報送行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