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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函 
 地址：105臺北市基隆路一段28-2號 
 承辦人：楊立勤 社工 
 電話：2742-0302、2742-0335  
 傳真：2742-0307  
 郵件：heart.life@msa.hinet.net 

正本收文者：台北市政府 郝市長龍斌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五樓） 

副本收文者：台北市衛生局 邱局長文祥、台北市勞工局 蘇局長

盈貴、台北市社會局 師局長豫玲、台北市教育局 吳局長清山、

台北市議會 吳議長/陳副議長/各黨團、台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台北市心理復建家屬聯合協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

盟、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活泉之家 

發文日期：民國 98 年 6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心生活 98 聯字 067 號 

主  旨：為台北市精神障礙公益團體四月聯合陳情事及新精神衛

生法實施滿週年市府履行進度事，陳請市長訂定台北市

精神障礙社區服務發展政策。 

說  明： 

一、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下稱「本會」）是由慢性

精神病患者及家屬所共同發起成立的精神公益社福團

體，從患者及家屬的需求出發，結合精神心理衛生專業

者之服務，服務本市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 

二、 本會及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台北市心理復健家屬聯合

協會、台北市精神障礙就業輔導員聯繫會報、中華民國

康復之友聯盟等精神公益團體及服務單位，於今年四月

間為勞工局遴選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諮詢會代表刻意排除

精障代表事，多次遞交陳情書給市長室，陳請市長體察

接見，包括（如附件 A）： 4 月 10 日傳真陳請面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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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4 月 23 日書函預告隔日陳情記者會並陳請市長出

面接受陳情書。 4 月 24 日府前陳情區之記者會及遞送

書面會後新聞稿給市長室。市長您無所回應，勞工局之

回覆亦令人失望本會已敘明於 98 年 6 月 15 日心生活

聯字第 59 號函（正本致勞工局、副本致市長）。 

勞工局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諮詢會代表只是一個可以出席

會議的位子，會引起精障團體全面性的團結抗議，其實

為冰山的一角，吾等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市長能親

自回應精神障礙服務團體所提的問題，其實並非僅就一

個只能「諮詢」聊備一格的位子，而是出自我們對於市

府長期以來缺乏精神障礙社區服務施政推動方針，精神

族群所能使用之服務不增反減、品質不進反退，台北市

公僕及市民對於精神病患者之接納及支持環境－障礙未

排除甚且加劇的整體擔憂及焦慮。 

三、 僅舉數例眾所皆知的事情，具體陳述供郝市長您進一步

暸解精障公益團體的擔心並非無據： 

(一). 市醫松德院區輔導的精神障礙者通過身心障礙特

考，分發到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工作，卻因為工作上的

無法適應及長官排擠於 98 年 2 月於市府上吊自殺。

一條人命就這樣被逼死了，市府做了什麼樣的檢討和

改善的努力嗎？「無障礙環境」是身心障礙者正常生

活的最重要議題，對於精神障礙者而言，暸解他、支

持他、給他一個微笑、幫助他不要有壓力慢慢學習發

揮既有的才能，就是最重要的無障礙環境。但身為民

眾表率的市政府卻交出零分的職場障礙環境，北市府

理應敎敎研考會的長官、乃至於市府全體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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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什麼是精神障礙，如何創造精神障礙者可以發揮

潛能的無障礙職場環境。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96 年大幅翻修後，ICF 評鑑及

需求評估制度即將上路，市府社會局努力研究也將推

出一些措施以為因應，但，呼應聯合國人權公約的

「ICF」制度，最重要的理念，是將「障礙者」的觀

念，改為「在環境障礙中的人」之觀念。（例：精神障

礙者不緊張有自信時可以發揮既有的才能好好工作，但若環

境讓他感受排斥、打擊他的信心、讓他覺得不可能有希望，

一位有才能原本表現良好的精障者就可能變成高度焦慮、什

麼事情都做不好、充滿負面思想、生活風險增高、家庭生活

品質下降的市民。）市府首長與同仁若本身不能有此認

知並自我審視，未來即便花了大錢，也斷不可能將 ICF

之概念與理想落實於服務中。 

(二). 一位精神障礙者之死，提醒我們的不只是如何幫助職

場環境中的雇主及同事認識精神疾病、接納及創造支

持性環境而已，市醫松德院區近年「社區精神復建」、

「就業輔導服務」等服務品質下降是另一個值得市府

重視的問題（心理健康委員會中職能專業前輩已經提

出這樣的嚴重憂心）。在上位者如果沒有積極服務社

區精障者的「理念和誠意」，對於「社區」、「社會

生活」的理解不夠，在下位者努力不被重視、錯誤或

不適當的服務方式不斷流傳，服務就會離服務使用者

之需求日遠、品質日降。 

對於市醫這樣的憂慮，並不只侷限於「復健」的部份，

本會遇到一位在市醫自殺防治專線服務年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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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萬分訝異的是該員連其服務督導是醫師還是心理

師都搞不清楚。冰山可見一角，精神心理衛生的服務

品質無法量化，端賴服務提供單位重視的程度，及其

相應投入、付出、教育訓練的多寡，是真正的「良心

事業」需要最高的「專業倫理」（不能只是做而已，

還要檢討評估成效如何，是否真的幫上忙）。 

(三). 96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通

過後，精障團體就在市府甫成立的「心理健康委員會」

中提醒，身權法的「立案」、為庇護性就業者加投勞

健保退休金、簽訂薪資合約等規定，將會嚴重衝擊對

於精神障礙者而言非常重要的庇護工場就業服務，希

望市府能有所因應。但結果是，97 年北市康復之友協

會率先關閉長春藤工作坊、98 年心理復建家屬聯合協

會的工作坊未能獲得勞工局補助縮小經營規模、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 99 年 1 月（或 98 年）起將陸續停辦松

德院區、和平院區……等院區的庇護性就業服務。繼續

或委託案新增辦理的精障庇護工場還面對許多經營上

的困難－勞工局補助的工作人員人力不足，工作人員

高速流動、每月增加的庇護性就業者健保保費、退休

金費用負擔超過庇護工場所能負荷。 

近幾年由衛生署統籌各縣市辦理的精神病患者社區關

懷訪視/個案管理服務，服務員們深入家庭訪視，發現

呆（待）在家中無所事事與家人摩擦日增的精神障礙

者最需要的就是庇護性就業服務，但「僧多粥少」，

服務的提供日益萎縮，服務的需求者卻日益增多，訪

視員們與患者及家屬同感深沉的挫折，市府卻毫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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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無所協助。 

(四). 95 年信義區六和市場耗費了市立聯合醫院幾年數千

萬元的預算，只因為一位議員辦一次抗議活動（該黃

姓女議員事後在「沉默的」精障族群相互告知下，未

能當選連任離開議員職），衛生局「迅速的」就放棄

了原來兩個樓層社區復健中心及康復之家各一層的規

劃，改稱「六和健康促進中心」，現今七樓提供中輟

生的服務尚稱適當，六樓卻成為「醫師的宿舍」。台

北市衛生局是最應該教育民眾接納精神障礙者的單

位，本可利用進駐六和市場的實際機會做最好的「反

污名」「社會宣導」，首次民眾抗議溝通不善，正應

該利用該機會、自我檢討何以主管機關、市醫長官說

不出、寫不出像樣的說帖來，反省自己對於精障社區

服務潮流及精障者真實生活面貌之欠缺理解，對於市

民同胞的擔心不夠關心，積極努力再做溝通才是，卻

遇事就躲，連份回應民眾擔心的文宣都懶得準備，讓

人遺憾。市府如果花幾千萬元只是給醫師準備宿舍，

卻口口聲聲沒錢不能補助庇護工場每個月上萬元的健

保費，民眾如何能夠心服？ 

(五). 本市內醫院精神科多家（含市醫及非市醫），自 Sars

防疫之後，就自行規定患者家屬以外的朋友們不能探

病會見病人，剝奪患者接受會客的權益，有違精神衛

生法之規定及患者人權。（我們可以理解有些時候患

者並不適合會見某些人，但「不見」應是保護病人病

情不惡化之例外，而不應是通則） 

(六). 北市府在專家學者及議員建議下，及前任馬市長的首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不論是你、是我、是他、是什麼樣的背景，讓我們一起來做心朋友〜 

 

第 6 頁，共 9 頁 郵政劃撥: 1979-3224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www.心生活.tw 

心生活精神族群充權服務（聯合勸募協會 98年補助案） ~一起來做關懷精神健康的心朋友~ 

肯下，率全國縣市之先成立跨局處的「心理健康委員

會」，但從第一屆起，除了前金副市長主持的兩次會

議外，後續都未能發揮功效，委員提案總被「未反應

實際狀況」的「會議紀錄」粉飾而後不了了之。請問

市府，心理健康委員會幫助市府協調溝通了什麼局處

間的困難、幫助精神病患者和家屬建立了什麼樣的制

度或願景了嗎？歷屆委員迭有提案，最後都如何了呢。 

(七). 精神病患者的社區服務需要「醫師、藥師、心理師、

社工、職能治療師、護理人員」的跨專業領域相互合

作，感謝台北市社會局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可以提供各領域專家到宅指導的服務費，本會執

行該方案也清楚的看到跨專業協助（另加上物理治療

師）對於「居家」、「無病識感」、「反覆自殺」之

患者的重要性及質性改善成效。但服務之初(96 年)，

邀請市醫職能治療師利用下班時間協助到宅提供服

務，卻遭市醫回文不說明理由的否決。 

精神藥物迭有進步後，二十一世紀精神心理衛生領域

擋不住的世界潮流，是治療與服務需要不斷的往社區

伸展。 

我們可以說，縣市政府若要「終結或降低」因為疾病

而產生的自傷或傷人事故，端賴該縣市是否發展出符

合患者及家屬需要的社區服務、是否培育出優質且足

量的社區服務人員。過去大家看著中央政府做事，做

不好也有中央政府作為擋箭牌，然而公民意識的提

升、地方自治精神持續反應落實於各種法令，都使得

縣市政府必須要較過去更為積極的提出政策、議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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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方向、和實實在在的作為。民選的執政團隊，

不能只將先進的概念在研討會上濡沫高論，卻始終沒

有具體的作法、或支持及獎勵民間興辦的行動。 

(八). 精神衛生法於 96 年大幅修訂（下稱「新精神衛生

法」），97 年 7 月 4 日開始執行，至今恰滿一年，

謹將新精神衛生法中提及縣市政府應作為之事項，表

列如後（附件 B）敬供參考。 

新精神衛生法已將協助患者與家屬的權能及義務大

幅地轉由縣市政府承擔，明訂地方政府及衛生局、社

會局、教育局、勞工局應該辦理諸多事項，比如第四

十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

關專業機構、團體評估病人之照顧需求，並視需要轉

介適當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服務；對於經依第二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通報之嚴重病人，應提供社區照顧、支持

及復健等服務」，市府年來是否有所規劃因應？ 

另，舉強制社區治療為例，這個家屬團體衷心期盼的

制度，至今未能啟動，台北市徒有全國最佳的精神醫

療，何以卻降格如缺乏醫療資源的縣市，對於強制社

區治療沒有任何準備行動。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首

長及幕僚未能費心理解精神領域、對於人數眾多（且

日益增多）的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之苦缺乏認識，致

在精神心理衛生領域少了為民施政的使命感。缺乏

對於社區多元服務之重視。未能積極創新布建市醫

（及其他位於本市之醫院）與社區服務之連結。政

策施展僅重視醫療機構、局處內部意見，缺乏對於患

者及家屬當事者意見及需求之傾聽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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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具體希望： 

(一). 郝市長訂定台北市慢性精神病患者社區服務的短中

長期施政方針與藍圖，給患者及家屬足夠的支持與服

務。（簡稱：「精障政策」） 

(二). 在訂定前開精障政策之前，除請教市醫、專家外，也

殷切盼望市府可以召集民間精神公益團體共同討論，

參考患者、家屬、服務提供者的建言。 

(三). 市府跨局處積極規劃推動更多元的精障社區服務（例

如：接納伊甸基金會於身心障礙保護委員會所提，希

望委託或補助興辦多所精障者社區交誼中心之提案；

成立精神疾病資源及諮詢中心，提供家屬們成長及支

持力量）。 

(四). 幫助社區關懷訪視服務員獲得不同專業領域資深工

作者的支持和奧援。 

(五). 補助庇護工場雇主負擔之健保費及退休金。 

(六). 檢討降低庇護工場就業輔導員與精障者 1：6 的服務

比率。重新核准補助精神障礙者職前準備之就業服

務、增加精神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的服務員額、改

變精障者就業適應方案的補助及辦理方式、取消第一

季未達服務量即扣減補助薪資，又不准團體降低就業

服務員薪資的規定。 

(七). 增加輔導及補助成立新的庇護工場，以彌補市醫庇護

工場關閉所減少的服務量。 

(八). 市府率先規劃「認識精神障礙」、「創造精神疾病患

者無障礙職場環境」等宣導課程，作為全體同仁的進

修課程，並邀請精神公益團體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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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行文醫療機構不宜限制患者的住院會客權利。 

(一零). 市醫更積極的參與社區內精神病患者之服務，規劃

醫療機構與社區服務資源的連結，早日推行強制社區

治療。 

(一一). 獎勵及扶持民間精神公益組織持續長遠發展。 

(一二). 類似推動 1999 專線、花卉博覽會的形式，編列經

費預算由郝市長領投錄製影片於各頻道播放，宣導「沒

有一個人類社區可以免疫於精神疾病，精神疾病不是

少數人的事」、鼓勵「政府及民間一起來，提供精神

病患者及家屬復健、諮商、就業、參與活動的社區資

源；只有提供資源給需要的人，生活才能過美好。」

帶動社會正確理解精神疾病、誠意接納並協助生活週

遭患者及其家庭成員。 

五、 作為人民團體，我們肩負著服務、保障台北市精神障礙

族群權益的使命，即便我們對於冒犯長官深感惶恐不

安，但，協會的存在就是要幫助深受社會污名及服務不

足之害、無法直接站出來的患者和家屬們表達意見，做

精神族群的喉舌。以上所請句句肺腑，希望郝市長明白

四月份精神族群請求面見市長，並非只是單純的爭席

位、陳情抗議，而是希望能夠促使市府在台灣即將列入

「已開發國家」時，可以有更先進完善的精神社區多元

服務，幫助我們這個族群的人，都可以盼望及享有一般

人的生活品質。 

 
理事長：金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