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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歷年來的捐款者、實物捐贈者、志工：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民國 96年度服務成果說明 

服務個案超過 160名、活動參與 580 人次、倡議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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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精神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 
本案 96 年度申請到之補助經費說明：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服務案，由公益彩券盈餘補助一名人事費、心理師諮商

費、職能治療師指導費、活動講師費、及部分活動郵寄費、電話費等。（不含場地

費及辦公行政費用） 

一、服務目標： 

(1) 爲台北市的精神障礙者、精神障礙者之家屬.親人提供適切的服

務，減緩疾病帶給家庭的負面影響。 

(2) 陪伴並幫助患者邁步於康復的道路、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3) 支持精障家庭的成員們，走出疾病陰影，快樂成長，享有好的生活

品質。 

二、服務對象特徵： 

(1) 症狀影響：認知功能退化、失能、多疑敏感、情緒起伏很大、很容

易感受到挫折、低自信、受幻聽幻覺或妄想干擾、易於擔憂生活中

的大小事務。 

(2) 生活困境：服藥順從度不佳、失業經濟無法自立、缺乏朋友與社交

活動、缺乏改善現況的動機、負面思維乃至異常行為、病情反覆、

對於罹病失望憤怒或逃避、過度依賴家人、沒有未來的規劃或不切

實際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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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顧與相處上的困難：不暸解疾病症狀無法接受患者的變化、與患

者無法溝通、不斷產生衝突、患者不願意配合、束手無策，感覺挫

折失落與憤怒 

(4) 自我的忽略：長期的付出沒有喘息的機會、處在動輒得咎的狀態失

去自我的表達、情緒沒有出口、生活缺乏歡笑、逃避社交、孤立、

感覺無奈又無助。 

三、服務內容： 

第一大類：針對精神障礙者的生活能力與重建服務（個案服務） 

(1) 協助患者重拾人際關係：以下列方式去除患者的孤單感，並且幫助

他們學習人際互動的技巧。 

(2) 協助患者找尋生活中的意義。 

(3) 協助患者認識自身的疾病並暸解疾病對自己生活的影響。 

(4) 協助患者獲得適合的服務資源。 

(5) 協助解決患者所面對的問題。 

(6) 視患者需要，提供或者轉介患者獲得其他居家/到宅復健指導、生活

自理能力訓練、重建服務與支持等服務。 

第二大類：強化照顧者能量的家庭支持服務（支持性活動服務） 

(7) 成長機會。（講座、互助、成長教育課程及活動為主） 

(8) 情緒支持。 

(9) 諮詢服務。 

四、服務成果： 

(1) 總成果： 
 

項目 社會局要求 計劃書目標 實際執行成果 

家庭支持性服務 300 人次 500 人次 556 人次 

個案生活重建服務 20 案 20 案 20 案 

分項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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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服務、專業服務成果： 
 

個案 
服務員訪視及

諮詢服務 

心理輔導

專業服務 

職能復健專業

服務 
總計 

20 名 113 人次 46 人次 
14 人次 
(26 小時) 

173 人次 

 

 ◎ 個案分佈情形：20名個案分佈於台北市八個行政區。 

個案分佈區域百分比

松山區 45%

大安區 20%

信義區 10%

士林區 5%

萬華區 5%

文山區 5%

大同區 5% 中正區 5%

 

 ◎ 求助個案性別統計： 

分析：20名服務個案中有 14名是男性，佔 70%。男性明顯多於女性，

主要是因為本案服務員為男性，基於服務上的便利性，因此社工人

員轉介時會優先轉介男性個案。 

 ◎ 個案年齡分析統計： 

年齡分層圖(歲)

40-49歲

20%

60歲以上

5% 20-29歲

25%
50-59歲

15%

30-39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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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案來源分析統計： 

分析：以個案來源來看，透過活動或協會、醫院等機構的訊息知道此方

案服務，主動求助的個案為大多數（合計 70%），其中精障者自

動表明需求者佔 45%，由家屬主動求助的佔 25%。剩下 30%是由

本會承辦衛生署社區關懷訪視方案的社工員所轉介。 

 ◎ 主要照顧者分析統計： 

主要照顧者統計分析

母親

80%

兄弟姐妹

5%

父親

10%

子女

5%

 

分析：今年方案個案的主要照顧者以母親佔多數，約佔 80%，這與生活

中母親角色多半還是承擔了較多家庭教育責任有關係，母親在照

顧個案的方式中，多半以生活照料、陪同就醫、督促服藥、情緒

支持等為主。 

 ◎ 個案經濟來源分析統計： 

個案經濟來源統計分析

父母親兼短期

工作

10% 兒女

5%

固定工作收入

5%

父母親

80%

 

分析：20名服務案中，只有一名精障者有穩定的工作（5%但薪資不高），

有二名（10%）雖然惠外出就業，但持續度不佳工作極不穩定，超過

八成的個案沒有經濟基礎，須仰賴父母親（或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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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服務效益： 

1. 問題的緩解：20名深入服務的個案中，有 5名主訴問題獲得改善、

4名問題獲得緩解、7名尚需持續追蹤提供必要服務。整體結案 4

名，3名因問題獲得改善或緩解而結案、1名因問題未獲解決，個

案提前結案。 

2. 外聘專業服務輔導成效： 

個案服務中，經由服務員評估過後，有 3名後續接受臨床心理師

諮商輔導服務、4名接受職能治療師到宅生活自理訓練服務，至

年度方案結束，7名個案中，有 6位在接受外聘專家服務後，問

題有獲得改善或緩解。 

3. 滿意度調查問卷的回饋意見：在協會於 96年底針對全會所有服務

案所寄出的服務滿意度調查表中，個案服務的案家有 3位將問卷

回寄給協會，對於服務內容均表示滿意。 

 

(3) 支持性活動成果： 

♥ 出席及滿意度： 

支持性活動方面，精神障礙病友的出席率可達 6成以上，家屬的

出席率可達 7成以上。在滿意度問卷調查上，每個活動都獲得高

滿意度。 

♥ 活動形式：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課次 

團體性、結構式服務活動   

舞蹈治療初體驗 專業帶領自我探索 10 

懷仁家屬成長團體 專業帶領心理及情緒支持 6 

家連家家屬教育課程 家屬導師帶領知識成長與同儕支持 8 

甜心律動成長營 專業帶領人際探索、及體適能鍛鍊 3 

新有意義的一天 專業帶領知識、互動、營養及體能學習 10 

開放式成長性活動     

心家庭聚會 家屬帶領讀書會與同儕經驗交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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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次性服務活動     

花蓮.玉里機構參訪 認識從醫療到復健的衞政體系資源 2 

甜心星光幫卡拉 OK歡唱會 育樂性˙患者才藝表演 1 

家連家相見歡 
育樂性˙家屬與患者交誼聚會及心得

分享 
1 

認識憂鬱與焦慮情緒講座 開放式多人數講座 1 

糖尿病高血壓的保健講座 開放式多人數講座 1 

♥ 參與人數：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甜心 家屬 一般人 總計 

甜心舞蹈治療初體驗 3~5月 108     108 

懷仁家屬成長團體 4~5月   76   76 

家連家家屬教育課程 5~6月   83   83 

心家庭聚會 每月 12 25 2 39 

甜心律動成長營 7~8月 48     48 

甜心星光幫卡拉 OK歡唱會 7月 12日 31 13   44 

花蓮.玉里精神醫療資源參訪 
10月 18. 19

日 
12 17   29 

新有意義的一天 10~12月 55     55 

成長專題講座 10月 28日 5 25 6 36 

醫療保健講座 10月 28日 10 24 4 38 

活動總人次   281 263 12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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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精神病社區關懷照顧計畫（臺北市松山區）： 
本案 96 年度申請到之補助經費說明： 

˙行政院衛生署委託服務案，由衛生署補助一名人事費、督導出席費、及部分郵費、

電話費等。（不含辦公行政費用） 

一、服務目標： 

接受台北市政府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轉介之個案，透過社區中的專人

訪視及支持服務，結合病患出院的追蹤聯繫照護工作，協助患者獲得

既有的醫療、社會、就業、就學等服務資源。 

二、服務成果： 

(1) 服務個案數：136 名。全數由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轉介。 

(2) 服務個案基本資料分析： 

1. 障礙類別： 

疾病類別 情感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妄想症 其他 未鑑定 合計 

人數 40 88 6 2 0 136 
百分比 29% 65% 4% 2% 0 100% 

 

2. 障礙等級： 
 

障礙程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不詳 有鑑定無手冊 合計 

人數 5 41 70 6 14 136 

百分比 4% 30% 51% 5% 10% 100% 

 

3. 年齡層分析分析圖 

人數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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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別：男 63人（46%）、女 73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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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程度： 

人數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不識字

不詳

 

6.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離婚 喪偶 合計 

人數 28 87 11 9 136 

百分比 21% 64% 8% 7% 100% 

7. 開案需求分析： 

轉 

介 

原 

因 

生活面

臨多重

問題且

無法自

行解決 

家庭/社

會支持

系統薄

弱 

病情不

穩定且

自行就

醫及服

從醫囑

有顯著

困難者 

獨居之

精神病

個案 

主要照

顧者為

65歲以

上 

曾經強

制住院

後出院

之個案 

家中有

二位以

上精神

病個案 

其 

他 

合 

計 

人數 3 5 37 3 14 8 7 59 136 

百分比 2% 4% 27% 2% 10% 6% 5% 43% 100% 
 

8. 個案需求（問題）分析： 

醫療及心理復健 141 42% 

就學服務 0 0% 

就業服務 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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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性服務 112 34% 

經濟補助 30 9% 

居住服務 0 0% 

安置 23 7% 

9. 資源與資源連結分析 

分類 服務內容 現有資源分析(以該機構所使用資源來填寫) 
訪視員利

用次數 
次數 

就醫

資源 

1.心理衛生教育

宣導 

與案家溝通訪視計畫的目的，與案家建立關係 每次 

30 與案家討論家庭、情緒上、疾病上的問題 每次 

提供社區、醫院、民間機構心理諮商資源 30 

2.醫療資源連

結，轉介與諮詢服

務 

提供醫療機構資源介紹 25 

121 

提供藥物、副作用衛教諮詢和單張 38 

陪同案主門診 11 

內外科醫藥衛教諮詢和單張 16 

急性送醫事項討論 16 

慢療醫院入住討論 9 

居家醫療事項討論、轉介 4 

居家物理訊息提供 2 

3.緊急護送就醫 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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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復健服務

與輔導 

鼓勵案主及家屬參與各機構所辦一次性活動 125 

296 

鼓勵案主及家屬參與各機構所辦梯次性團體 125 

鼓勵案主參與社區復健機構---交誼中心 23 

鼓勵案主參與社區復健機構---工作坊 10 

鼓勵案主參與社區復健機構---康家附設社區

復健中心 
13 

就養

資源 

1.社會福利及相

關法令諮詢服務 
提供債務諮詢資源 3 3 

2.社會福利與相

關社會資源 

提供低收入戶申請方法、討論 5 

23 

申請媒體不公開事項 2 

提供身心障礙手冊申請流程 6 

提供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申請流程 6 

提供健保延滯繳納因應方法 2 

復康巴士資源 1 

街友服務資源討論 1 

3.長期照護機構

之轉介與諮詢服

務 

提供老人安養養護中心資訊 4 

22 提供精神慢性療養機構事項和諮詢 9 

提供康復之家訊息和安置討論 9 

4.家屬聯誼交流

活動 
本會定期舉辦衛教講座和年底舉辦年終茶會 54 54 

5.親子休閒活動 無 0 0 

就業

資源 

1.庇護性就業服

務 
提供庇護性就業資訊 2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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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案主參觀介紹庇護工場 12 

轉介案主至庇護工場、陪同面試 6 

2.支持性就業服

務 
轉介案主至支持性就業機構陪同面試 4 4 

3.環境清潔工作 無 0 0 

4.職業訓練服務 提供勞工局職訓服務資源 18 18 

5.就業轉銜系統

諮詢服務 
無 0 0 

就學

資源 

1.精神健康教育

團體 
本會舉辦家屬衛教梯次性團體 20 20 

2.精神障礙者就

學問題諮詢服務 
無 0 0 

 

10. 個案管理效益分析： 

再住院率 強制住院率 

7% (9人) 4% (5人) 

家屬服務滿意度調查(單位:人) 

整體滿意度(單位:人) 服務項目 
最滿意(滿

意) 
最需要 

很滿意 0 藥物諮詢 0 0 

滿意 53 危機處理 0 0 

無意見 225 
提供社區資

源 
40 26 

不滿意 1 衛生教育 8 9 

很不滿意 2 

情緒抒解 41 41 

協助就醫 10 10 

協助參加社

區復健方案 
8 19 

其他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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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朋友的店（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本案 96 年度申請到當年度補助經費之狀況：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兩名人事費用（包括薪資、勞健保、

退休金費用）、75%的租金支出、六名庇護性就業者的勞保費、部分行政費。 

˙捐款者的經費主要用在 25%租金支出、營運及輔導辦公室開銷、用品、水電瓦斯、

修繕費用、營業稅、等。 

一、 心朋友的店服務簡介： 

(一)、 是一間座落在社區中，協助精神障礙者直接服務一般大眾的

商店，也是去除精神疾病污名烙印達到社區融合的最佳實例。 

(二)、 加盟休閒好茶，現場調製各式茶品、咖啡、輕食並結合社區

居民及協會志工的力量，製作有媽媽風味的午餐。營業時間

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下午六點。 

(三)、 運用飲品連鎖店的市場營運專業及品牌效能，提供標準化製

程及服務技術。 

(四)、 藉由店面門市營運的模式，提供精神障礙者就業輔導服務。

（學員主要為持有中度身心障礙者手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二、 心朋友的店營運及服務的目的： 

(一)、 以庇護性的輔導支持、商業競爭性的社區環境，幫助精障者

學習就業技能、提昇工作能力。 

(二)、 直接服務社區居民，創造精障者與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掃

除社會成見。 

(三)、 透過社會資源連結及積極的商業化經營，期能長久穩定經營。 

(四)、 為功能受損病情慢性化的廣大患者提供有意義生活的希望。 

三、 服務流程： 

(1).  初階篩選 

電話晤談 

面談 

蒐集專業訊息 

評估職業潛能 

(詳細說明請參考計畫書第 5-6頁) 

招募˙轉介 

收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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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作篩選 

實作經歷 

工作耐力 

情緒負荷 

交通能力  

(3).  正式庇護性就業 

獲得技能的熟練度 

增強自信心 

正式職場學習 

(4).  持續強化工作技能 

工作績效評估/個別計畫 

(5).  轉介就業或於店內就業安置 
 

四、 庇護性就業者薪資給付方式： 

(1). 【庇護性就業者報酬及獎勵】 
 

輔導階段 賺取報酬與獎勵 

培訓期 ˙不支薪。 

˙完成 50小時的訓練後發給$300元的車馬費。 

實習期 ˙時薪$20元。 

˙滿 100小時後，成為正式服務員。 

儲備店員 ˙由$20元一次或分次調整至$35元。 

˙個別獎勵金。 

其他福利： 

 發放三節禮品或獎金。 

 不定期舉辦身心調適活動（如卡拉 OK、尾牙聚餐等） 

 每人每日喝一杯定價$40元以下自調免費飲料，自費購

買者打七折。 

 店內午餐優惠價供應。 
 

 

工作能力強化 

初步培訓 

實境實習 

儲備店員 

轉介就業/就業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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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年受益之庇護性就業者（精神障礙者）人數： 
 

精障者人

數 

期初

人數  

完成工

作訓練  

離職後

重回商

店 

人數合

計  

一般職

場就業  

轉其他

方案  

其他原

因離職

或解聘 

期末

人數  

93 年度  0 11    11 2 1 1 7 

94 年度  7 6 2 15 1    6 8 

95 年度  8 6 1 15 1 1 5 8 

96 年度 8 2 1 11 0 1 2 9 

合計   25 4  4 3 14  
 

    (6-12月) 

 96 年度 95 年度  94 年度  93 年 

聘用人數  11 人 15 人 13 人 11 人 

領薪人數  11 人 14 人 15 人 9 人 

領績效獎金人數  8 人 8 人 5 人  

受益者薪資總數 
$222,334 

$170,44

5 

$172,67

5  

 

六、 心朋友的店營業概況：  
 

營業額 
 (銷貨＋義賣收入) 96 年度 95 年度 94 年度 

93 年 
7-12月 

商店營收  $863,358 $827,225 

$716,28

1 

$209,47

6 

月平均營收  $71,947 $68,935 $59,690 $34,913 

月營收成長率  4.37% 15.49% 70.97%   

經常性收支淨額  

($126,67

4) 

($78,199

) 

($10,23

0) 

($230,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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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96 年庇護性就業者就業穩定度之進步： 
 

  96 年度 95 年度 

受益且領薪人數 11 人 13 人 

領薪人月合計數 113 90 

領薪人月最高可能 132 156 

  =11*12 =13*12 

服務人月比率 85.6% 57.7% 
 

八、 歷年來使用政府補助資源情形： 
 

單位: $千元 96 年度 95 年度 94 年度  93 年度  合計  

資本門  $75 $18 $0 $285 $378 

經常門  $1,556 $1,167 $0 $1,152 $3,875 

合計  $1,630 $1,185 $0 $1,438 $4,253 

受益人數  11 人 15 人 13 人 11 人 50 人 

年成本 /人 $148 $79 $0 $131 $85 

 

肆. 權益倡導及會務工作： 

˙出版心生活協會第四期會訊。 

˙出版「精神健康你我他」第三輯，收錄徐淑婷醫師「精神復健」、李

朝雄醫師「精神分裂症的藥物治療新知」講稿，以及 95年訪談中、

南部精神公益團體的「行腳手記」。 

˙針對精神衛生法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版本，緊急撰寫「民間版」，提

請立法委員連署。行政院版在立法院不到兩個月就三讀過關，民間版

雖然在立法院只進入一讀程序，功敗垂成，但民間版呼籲──政府比

照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設置方式，逐年撥款成立「精神心理衛生社區服

務發展基金會」，用以累積培育社區服務人才與服務經驗、要求給精

神疾病患者之親友/保護人求助的支持與資源──等訴求，獲得各界

注意，未來仍將持續此部分的政策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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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心朋友之聲」第八篇，倡導催生制度化的精神障礙者社區關懷

訪視服務。 

˙申請及運用內政部、行政院研考會（網路營活獎）之補助經費，重新

構思、設計、改版協會網站，新網站取名為「心生活的網路天空」，

可由協會秘書來更新資料，活化網站，達到訊息新、交流多的目的。 

˙申請外交部補助部份機票款（八千元），加上理事長自費，參加在香

港舉辦的 2007年世界精神心理衛生聯盟論壇活動。 

˙加入並參與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推動聯盟、台北市精神障礙者就業輔

導員聯繫會報、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殘障聯盟、康復之友聯盟、家

庭照顧者聯盟等團體及其相關倡導行動或活動。 

˙整理各界捐贈物品，運用志工人力，參與 96年初的元宵節燈會義賣、

96年 11月的身心障礙者嘉年華展售會等。 

˙召開第二屆第二次到第六次理監事會。 

˙96年 10月 28日召開 96年度會員大會，並且舉辦「第二屆家連家相

見歡」活動、邀請劉鳳炫醫師講演「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保健」、

林喬祥醫師講演「精神科藥物與其影響」。 

˙96年 12月 21日假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舉辦心家庭年終聚會活動。 

 

伍. 心生活給了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什麼： 

心生活不敢奢言解除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及其親友切身的痛，但心

生活協會秉持精神族群自助、助人、為自己發聲的信念，努力做

到： 

˙只要能力所及，就希望能夠提供服務，與患者及家屬一起成長。 

˙幫助甜心（患者）與家屬在彼此支持之餘，也學習給與彼此一

些獨立、自由的空間。 

˙服務患者，不必受限於「患者是否有病識感」、「患者的家庭支

持度是否足夠」；沒有病識感不表示不能提供服務、家庭支持

如同金錢都是「資源」，我們都知道學校不應該只給有錢人的

小孩讀書，同樣的，精神疾病的相關服務，也不應該只服務

有高家庭支持度的患者。 

˙患者及家屬需要長期的陪伴。但除了「彼此取暖」、「同理及情

緒支持」之外，我們更需要有目標有方向的成長－認識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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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做對於自己或患者最佳的選擇。 

˙心生活主張，無論症狀多麼嚴重、衝突多大，每一位患者都有

復健、進步的空間，永遠有改善病情、減緩衝突的希望。 

˙心生活無論是服務或倡導，出發點都不是心生活協會本身的存

活，而是希望向政府、社會大眾溝通、真實呈現患者及家屬

們求援的處境，期盼讓大家看到，每個受精神疾病所苦的家

庭都需要協助，而減緩疾病對於生活的影響、提升患者及家

屬的生活品質是有可能、有方法的。 

˙心生活協會強力主張，精神心理衛生社區服務必須要長期性的

投入資源、累積經驗，同時必須要結合全體精神心理衛生專

業領域（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跨

專業者的共同合作、專業者並且應該尊重及善用患者及家屬

的同儕力量、社區鄰里力量，共同為台灣二百萬患者、六百

萬家屬而努力。 
 

陸. 請給我們支持，幫助心生活走下去： 

被視為不名譽、不吉利的精神疾病，卻是很多家庭共同在承擔的悲傷，

雖然我們無法「數據化」的「計量」一個課程對每一位參加者的改變或

者「衡量」什麼是關心、支持、同理所能給予的能量，但我們可以確信，

如果沒有了心生活協會 96年度提供的這些活動、課程、電話傾聽……，

就有數百個家庭在 96年度時，缺少懂他們的人的陪伴，沒有辦法獲得更

多的精神疾病相關知識，少了人和他們一起笑一場或哭一場。 

您的捐助可以發揮力量，精神疾病領域也很缺乏有能力的志工朋

友，請不要猶豫，幫助我們把心生活協會需要社會捐助經費、需

要志工的訊息傳達出去！邀請您一起來做看見精神疾患家庭的

需要、也同時照顧自己心的健康的「心朋友」。 

心生活協會辦公室狹小，無法接待時常前來訪談的患者和家屬，

心生活期待愈到有緣的企業或朋友，捐款協助心生活成立「心朋

友學苑」，成立社區復健中心或者是日間照顧中心，讓更多的患

者及家屬可以有走動、需要時就能獲得服務或協助的社區據點。

開辦費預估二百萬元，敬邀您的支持、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