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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編列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社會救助統計資料，俾以

提供施政考核及釐定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內政部社會司、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本所社會課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

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考。 

三、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所列數字，以民國 111年為主，茲為明瞭歷年施政進

展之情形起見，盡量將近年資料予以並列，藉資比較。 

四、 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

底」係指十二月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0」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不及半單位。 

六、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所在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以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

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 本區社會救助分析為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

，謹申謝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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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我國《社會救助法》第一條及第二條之定義，社會救助是為了照顧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其中，社會救

助主要又分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四種類型。 

社會救助有以下七種功能，可再區分為直接功能與間接功能兩大部分： 

一、 直接功能： 

（一） 保障民眾生活：直接提供民眾濟貧、救急等措施。 

（二） 安定社會秩序：犯罪行為與激烈改革產生之原因，多半是因為基本

生活無法維持所導致。若國民擁有基本生活水準，將可有效降低犯

罪率，安定社會秩序。 

（三） 促進經濟繁榮：對貧窮者提供生活扶助，增加其消費能力；對受傷

者提供醫療補助，助其早日再進入職場，恢復生產能力。因此社會

救助對勞動力及消費市場均有正面影響，可促進繁榮。 

（四） 補充社會保險：社會保險制度是國家的第一層社會安全網絡，第二

層社會安全網絡係指社會救助制度，因此，社會救助制度可協助那

些無法透過社會保險制度獲得生活安全保障的民眾，補充社會保險

之不足。 

二、 間接功能： 

（一） 縮短貧富差距：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負面影響，最主

要的就是貧富差距拉大。此時，政府可以透過社會救助制度，採資

產調查限制資格的方式，協助經濟弱勢者保障生活安全，進而達成

財富重分配的效果，縮短貧富差距。 

（二） 提高生活品質：我國之社會救助制度，於這一點尚未完全落實，但

國外（如某些歐洲國家）之社會救助金額，已列入「休閒娛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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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是以社會救助制度也會具有部分的提高生活品質之功能。 

（三） 符合國際要求：聯合國曾宣布西元 1996 年為國際消除貧窮年，其中

的宣言內容就有要求是國訂定貧窮標準，實施社會救助制度。故我

國實施社會救助，可符合國際要求。 

    自民國 100 年起區政總報告正式將社會救助相關的統計項目列入。本篇分

析係根據本區民國 102 年至 111 年，對低收入戶人口消長，扶助方式的運用與

金額加以分析，所獲結果將可提供本區有關單位業務應用及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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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扶助 

一、低收入戶 

    根據我國《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規定，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

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年度一定金額者。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佈之數據調

整(表一)。 

 

    觀察近年新北市政府公告之低收入戶的標準限額及本區低收入戶人口數概

況，新北市低收入戶之平均月所得標準及不動產限額呈現逐年放寬之趨勢，而

動產限額亦於 109 年調升至 80,000 元的標準。然而，本區之低收入戶人口數自

102 年起逐年減少，占本區總人口數之比率也從 102 年的 1.33%降至 111 年的

0.82%。111 年底本區低收入戶人口數為 3,287 人，占總人口數 0.82%，比 110 年

減少 0.04 個百分點(表二)。  



  4  

 

比較本區及新北市鄰近各區近年低收入戶人口數之概況，本區與板橋區、

新莊區及三重區大致呈現相同之走勢，顯示本區與新北市鄰近各區之低收入戶

人口數皆未因低收入戶標準之放寬而增加(表三)。 

     

觀察本區近年低收入戶人口數之性別結構，男性及女性低收入戶人口數皆與

低收入戶總人口數呈現相同走勢。近五年低收入戶人口數之性別比例，男性比

例有緩緩上升之趨勢，110 年低收入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近十年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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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區 110 年底各里低收入戶人口數占該里總人口數之比率，取千分之

15 為門檻，低收入人口比率最高之九里與該里平均每千人之低收入人數臚列如

下： 

32.58 灰 里 

20.66 秀峰里 

18.29 橫路里 

17.71 外南里 

17.53 景南里 

17.08 興南里 

16.57 正南里 

15.53 福南里 

此八里之地理位置皆位於本區南部之南勢角地區與其周邊之丘陵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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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低收入戶 

    觀察近年新北市政府公告之中低收入戶的標準限額及本區中低收入戶人口

數概況。同樣地，新北市中低收入戶之平均月所得標準及不動產限額亦呈現逐

年放寬之趨勢，而動產限額則於 109 年放寬至 120,000 元。然而，本區近年中低

收入戶人口數除 105 年為 1,237 人外，往後四年皆維持 2,400 人左右，波動情形

較低收入戶人口數少。111 年底本區中低收入戶人口數為 2,236 人，占總人口數

0.55%，與 110 年底相比幾乎無差距(表五)。 

   

 

比較本區及新北市鄰近各區近年中低收入戶人口數之概況，本區與三重區近

五年內中低收入人口數佔人口數之比例近五年呈持平趨勢，而新莊區與板橋區

則呈緩降走勢。歸納而言，本區與新北市鄰近各區之中低收入戶人口數皆未因

中低收入戶標準之放寬而增加(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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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本區近年中低收入戶人口數之性別結構，男性及女性中低收入戶人口

數皆與中低收入戶總人口數呈現相同走勢，而本區近年之中低收入戶人口數女

性多於男性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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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助項目 

    政府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扶助，除低收入戶者每月可依級別(第 1

款至第 3 款)領取扶助金額外，市府亦辦理中低收入老人津貼、低收入戶喪葬補

助與以工代賑等救助方式。以工代賑係本區自 101 年度起配合市府社會局以工

代賑實施計畫，對於有工作能力卻欠缺工作技能之低收入者，提供臨時性工作

機會，使其有自立的信心與較寬裕的經濟，獲得更多機會進入社會就業(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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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身心障礙者扶助 

    本區 111 年登記有案身心礙障者為 18,066 人，占總人口約 4.48%，較 110

年度減少 34 人，比率則上升 0.02 個百分點。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所公布之分類

標準，分為多重障礙者與其他十六種類別。 

    圖一係將表九資料轉換之 111 年本區身心障礙人口類別長條圖。圖中顯示

前三大類別依序分別是「肢體障礙者」、「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以及「慢性精

神病患者」，且前三大類別之身心障礙者人口數總和約佔總身心障礙者人口數之

53.13%，超過總身心障礙者人數一半之比率。 

多重障礙者佔總身心障礙者人口數之 10.95%、聽覺機能障礙者佔總身心障

礙者人口數之 10.05%，智能障礙者 7.23%，至於失智症者則有 6.26%。本區身

心障礙者以符合上述之分類者為大宗，相較其餘分類之身心障礙者所佔之比率

高(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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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身心障礙者之生活不便，我國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不同扶助項目，扶

持其生活機能及自理能力，以達到社會福利與社會公義的目標。觀察本區近年

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及金額，對身心障礙者的扶助項目可分為三項，包括生活

補助、托育養護補助及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而近年來各項扶助項目發放人次與

金額之變動情形，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之變化較大，而「身心障礙者日

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近四年發

放人數與金額則相對穩定(表十)。 

 

肢體障礙者

25.84%

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者

14.57%

慢性精神病患

者

12.68%

多重障礙者

10.95%

聽覺機能障礙

者

10.05%

智能障礙者

7.23%

失智症者

6.26%

其他

12.43%

圖二 本區111年度身心障礙人口組成結構

資料來源：表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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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區 111 年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之發放人次與發放金額皆以「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最多，占總發放人次 74.24%，占總發放金額 51.73%(圖三)。 

 

74.24%

18.13%

7.63%

51.73%
37.89%

10.38%

圖三 本區111年身心障礙扶助項目發放人次及金額組成結

構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

資料來源：表十資料



  12  

    肆、急難及災害救助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意外事故導致民眾生命財產損

失，往往讓人措手不及。為保障民眾之最低生活水準及協助其早日自意外災害

或急難中恢復原有生活，急難及災害救助是不可或缺的政策，更是達成社會安

定的重要力量。 

一、急難救助 

市府根據社會救助法及社會常情，訂定以下可申請急難救助的項目：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四、補助、財產或存款帳戶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五、其他遭遇變故者(例如：川資(旅費)發生困難者；無遺屬與遺產葬埋     

    者)。 

   觀察本區近年各項急難救助金額，在 111 年發放人次與發放金額皆以「遭受

意外或重病致生活困境」為最多，占總發放人次 60.63%，占總發放金額

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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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60.63%

17.50%

1.25%

0.63%

31.17%

57.68%

10.51%

0.40% 0.25%

圖四 本區111年急難救助扶助項目發放人次及金額組成結

構
死亡無力殮葬者

遭受意外或重病致

生活困境

其他重大變故

負家庭主要生計者

無法工作致生活困

境

資料來源：表十一資

料 內圈表示發放人

次

外圈表示發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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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救助 

    人民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

者，主管機關應予以災害救助。近年來本區民眾申請災害救助者，多為遭受祝

融之災、颱風來襲時釀成水患或是強降雨過後造成的土石坍塌等以上三種情況

(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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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政策建議 

    綜析本區社會救助，在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標準方面，於動產限額與不

變下，平均月所得(元/人) 及不動產限額門檻放寬，本區低收入戶人口數理應增

加，但實際上近年低收入戶人口數卻逐年減少。可能原因包括： 

一、 原本屬於本區之低收入戶人口因無法負擔日常生活開銷水準，選擇搬

遷至生活開銷花費較低的地區居住。 

二、 我國自西元 2008年金融海嘯後逐漸復甦，在景氣回溫下，經濟持續發

展，國人所得水準提高，造成低收入戶人數減少。 

 

依此本區社會救助資料分析之結果，政府可針對本區低收入戶人口及戶數較

集中之地區(南勢角附近之丘陵)，深入了解其生活狀況並給予需要之協助。 

 

    在身心障礙者方面，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對身心障礙者之分類標準，可得

知本區身心障礙者之主要類別，加強其扶助項目之落實以及扶助金額之運用。

另外建議可提高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之比率，協助其日常生活上自食

其力，達到社會救助真正的目的。 

 

    在急難救助方面，本區 111 年總金額較 110 年略減，發放金額與發放人次

皆以「遭受意外或重病致生活困境」類別為大宗。 

 

    整體而言，家庭主要生計者可能因為遭受意外或重病甚至死亡，而導致家

中經濟頓失支柱且無力殮葬，致使生活陷入困境。推論此類型的家庭可能同時

伴隨著低收入戶資格或身心障礙成員，應列為首要關懷之對象。而此類型的家

庭是否同時具有低收入戶以及身心障礙者的身分，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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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災害救助方面，本區往年發生災害主要以火災與土石坍塌為主，然因防

災觀念宣傳得宜，近兩年並無任何災害救助。火災的部分，加強宣導瓦斯與電

器的正確使用觀念以及滅火器之實際操作方法，保持樓梯間逃生門常閉且勿將

雜務堆放在樓梯口以及防火巷，於家中加裝煙霧偵測器以及擺放滅火器，並定

期檢查電器線路及瓦斯管線，做好防患未然、未雨綢繆之準備；土石坍塌的部

分，近期對流旺盛造成的強降雨沖刷易使山坡地水土流失，加上山區開發不慎

而導致土石坍塌，應加強宣導民眾作好水土保持，並定期巡視山坡地擋土牆及

相關水土保持建設，以確保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不論是發生火災、水災或土

石坍塌，若能提早準備、戒慎恐懼，便可將災害的所造成之損失降到最低。 

 

    透過本區 102 年至 111 年社會救助統計分析，呈現社會救助各補助項目發

放人次及金額等資訊，將提供各單位相關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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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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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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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同時登載於中和區公所網站歷年統計資料 

路徑：首頁＞行政專區＞應用統計分析專區 

網址：https://www.zhonghe.ntpc.gov.tw/home.jsp?id=24f533af7e16d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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