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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095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針對現行《社會救助法》

相關規定之社會照顧及救助功能不足，無法充分保障救助對

象之相關權益，爰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孔文吉  翁重鈞  林思銘  廖婉汝  吳怡玎  

張育美  賴士葆  林德福  羅明才  費鴻泰  

李德維  謝衣鳯  溫玉霞  陳超明  廖國棟  

林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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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現行《社會救助法》自民國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以來，即未隨社會客觀環境變遷

進行修正，導致社會照顧及救助功能不足，無法充分保障救助對象之相關權益。相關之漏洞包括現

行採用之社會救助僅現金給付方式，應以實物給付或提供必要之社會服務等方式為輔，加上近年國

內物價波動大，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已不足以因應物價漲幅波動，故應加

以修正，以及我國經濟困難家庭，於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時，常因繼承因素導致名下持有多人共同

持份之土地收益，如全部併入家庭總收入計算，將難以符合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等，尚待儘速修正

，以利本法與時俱進。 

本案修正及增訂之條文，共計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救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得以實物給付或提供必要之社會服務等方式為之。（草案第二條） 

二、最低生活費由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公布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

，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三以上時調整之。（草案第四條） 

三、家庭不動產之權利範圍屬於公同共有時，其收益應依共有人數平均計算，以利經濟困難家庭申

請中低收入戶資格。（草案第五條之一） 

四、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同共有土地，得不列入家庭不動產之計算。（草案第五條之二） 

五、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籍配偶或大陸籍配偶，得比照本國人申請生活扶助。（草案第十條） 

六、生活扶助除現金給付外，尚得視實際需要予以實物給付，以善用社會物資。（草案第十一條） 

七、將單親且撫養未成年子女之家庭、二歲以下嬰幼兒、重大傷病及原住民增列為增額補助對象，

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草案第十二條） 

八、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符合弱勢家庭環境及經濟狀況時，得比照本國

人申請醫療補助。（草案第十八條） 

九、增訂實物給付專章，明定救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得以實物給付方式提供，故於本章針對實物

給付方式加以明確規範。（草案第五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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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社會救助，

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

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前項救助得以現金給付

、實物給付或提供必要之社

會服務等方式為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視實際需要及財務狀況

，得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辦

理實物給付救助計畫，並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條 本法所稱社會救助，

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

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一、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二、鑒於社會救助僅以現金給

付方式過於狹隘，爰明定救

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得以

實物給付或提供必要之社會

服務等方式為之。 

三、明定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視其財務狀況及社會

救助之實際需求，辦理實物

給付救助計畫。 

第四條 本法所稱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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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

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

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

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

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

三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

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

，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稱

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同

時不得低於台灣省其餘縣

（市）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

分之六十。 

第四條 本法所稱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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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

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

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

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

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

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

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

，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稱

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同

時不得低於台灣省其餘縣

（市）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

分之六十。 

一、修正第二項。 

二、近年國內物價漲幅波動大

，對低所得家庭之影響更為

顯著。依現行最低生活費之

規定，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

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

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已不

足以因應物價漲幅波動，故

修正為百分之三，以符合社

會實際需求。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62 

第一項所定家庭財產，

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

應分別定之。 

第一項申請應檢附之文

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之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

其申請戶之戶內人口均應實

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且最近一年

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其申請時設籍之期間，不

予限制。 

第一項所定家庭財產，

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

應分別定之。 

第一項申請應檢附之文

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之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

其申請戶之戶內人口均應實

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且最近一年

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其申請時設籍之期間，不

予限制。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

算：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

實際工作收入並提

供薪資證明核算。

無法提出薪資證明

者，依最近一年度

之財稅資料所列工

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

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

證明者，依臺灣地

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各職類每人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各職類者，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布

之最近一次各業初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

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

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

算：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

實際工作收入並提

供薪資證明核算。

無法提出薪資證明

者，依最近一年度

之財稅資料所列工

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

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

證明者，依臺灣地

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各職類每人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核

算。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各職類者，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布

之最近一次各業初

一、增訂第四項，原第四項及

第五項配合移至第五項及第

六項。 

二、有鑑於我國經濟困難家庭

，於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時

，常因繼承因素導致名下持

有多人共同持份之土地收益

，如全部併入家庭總收入計

算，將難以符合取得中低收

入戶資格，爰於第四項明定

家庭不動產之權利範圍屬於

公同共有時，其收益應依共

有人數平均計算，以利經濟

困難家庭申請中低收入戶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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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員每月平均經

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基本工資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

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

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

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仍應併入其他收

入計算。但依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參加建教合作計

畫所領取之職業技能

訓練生活津貼不予列

計。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外

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

入。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

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

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

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任人員每月平均經

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依基本工資核算。

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

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

次以上未媒合成功、

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

全日制職業訓練，其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

入，所領取之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仍應併入其他收

入計算。但依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參加建教合作計

畫所領取之職業技能

訓練生活津貼不予列

計。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外

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

入。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

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

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

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

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

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

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

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

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

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

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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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二款之家庭不

動產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時

，其收益應依共有人數平均

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

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

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

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

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

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地。 

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第五條之二 下列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者，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

計算： 

一、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

民保留地。 

二、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

關係之既成道路。 

三、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

地。 

四、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

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

益之土地。 

五、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

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六、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

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林業用地。 

七、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

行為人，不在此限。 

一、增訂第一項第八款。 

二、公同共有之土地，單一持

份人難以直接針對土地進行

處分，導致土地缺乏利用之

經濟價值，惟現行低收入戶

審查資格並未排除將該共有

土地列入申請人之財產，造

成經濟困難家庭因公同共有

土地，難以符合申請低收入

戶之資格。 

三、為解決因持有多人共同持

份且無經濟效益之公同共有

土地，被排除在社會補助之

外，爰明定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公同共有土地，得不列入

家庭不動產之計算。 

四、授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制定土地認定標準時，

應考量前項各款土地受相關

法令限建或禁建、或為自力

營生用；或申請人為無資力

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

得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

等事實情形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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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同

共有土地。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應

考量土地受相關法令限建或

禁建、或為申請人自力營生

用；或申請人為無資力無法

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得不

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等事

實情形，其標準，由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本法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各款土地之認定標

準，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低收入戶得向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生活扶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

起五日內，派員調查申請人

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等項目

後核定之；必要時，得委由

鄉（鎮、市、區）公所為

之。 

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

之文件、申請調查及核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申請生活扶助經核

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

生效。 

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

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符

合低收入戶之家庭環境、經

濟狀況，得依本條申請生活

扶助。 

第十條 低收入戶得向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生活扶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自受理前項申請之日

起五日內，派員調查申請人

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等項目

後核定之；必要時，得委由

鄉（鎮、市、區）公所為

之。 

申請生活扶助，應檢附

之文件、申請調查及核定程

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申請生活扶助經核

准者，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

生效。 

一、增訂第五項。 

二、明定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

國籍配偶或大陸籍配偶，得

比照本國人申請生活扶助。 

第十一條 生活扶助以現金給

付為原則，並依實際需要，

予以實物給付或委託適當之

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 

前項給付，中央、直轄

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收入差別

訂定等級；直轄市主管機關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一條 生活扶助以現金給

付為原則。但因實際需要，

得委託適當之社會救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

予以收容。 

前項現金給付，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收入

差別訂定等級；直轄市主管

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之修正，

生活扶助除現金給付外，尚

得視實際需要予以實物給付

，以善用社會物資。 

三、配合本條第一項修正，調

整第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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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現金給付所定金

額，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

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

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

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查。 

第一項現金給付所定金

額，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

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

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

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第十二條 低收入戶成員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得依其原領取現金給付之金

額增加補助，但最高不得逾

百分之四十： 

一、年滿六十五歲及年滿五

十五歲之原住民。 

二、懷胎滿三個月。 

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

心障礙證明。 

四、單親家庭且撫養未成年

子女。 

五、二歲以下嬰幼兒。 

六、領有重大傷病證明。 

前項補助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低收入戶成員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得依其原領取現金給付之金

額增加補助，但最高不得逾

百分之四十：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懷胎滿三個月。 

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

心障礙證明。 

前項補助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修正第一款並增訂第一項

第四至第六款。 

二、關於適用老人福利之原住

民長者年齡，已普遍降至五

十五歲，遂配合修正第一

項。 

三、為強化對低收入戶之救助

，爰將單親且撫養未成年子

女之家庭、二歲以下嬰幼兒

、重大傷病及五十五歲以上

原住民增列為增額補助對象

，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 

第十八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療

補助： 

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

者。 

二、患嚴重傷、病，所需醫

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

務人所能負擔者。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

得之醫療給付者，不得再依

前項規定申請醫療補助。 

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

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符

合低收入戶之家庭環境、經

濟狀況，得依本條規定申請

醫療補助。 

第十八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療

補助： 

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

者。 

二、患嚴重傷、病，所需醫

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

務人所能負擔者。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

得之醫療給付者，不得再依

前項規定申請醫療補助。 

一、增訂第三項。 

二、明定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

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

符合弱勢家庭環境及經濟狀

況時，得比照本國人申請醫

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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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之一 實物給付  一、本章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修正，明

定救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

得以實物給付方式提供，故

於本章針對實物給付方式加

以明確規範。 

第二十七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

要，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辦

理實物給付，其給付對象及

實施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救

助對象或有救助需求之經濟

弱勢個人或家庭，提供日常

生活物資援助。惟因各直轄

市、縣（市）資源各異，故

其得因地制宜，採行不同方

式推動實物給付。 

三、為利於辦理實物給付，爰

授權直轄市、縣（市）政府

訂定辦理實物給付之相關事

項之辦法。 

第二十七條之二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建立實物

給付相關物資之管理運用及

調度制度，並將辦理情形，

定期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遇有重大災害時，中央

主管機關得協調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供前項

物資。 

 一、本條新增。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其實際需求，建立救助物

資管理及調度制度。為使物

資管理制度更加完善，中央

主管機關得統籌及督導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情形

，爰於第一項明定地方政府

應將辦理情形定期送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三、為便於全國性重大災害時

之資源調度，爰於第二項定

明發生重大災害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協調地方政府跨區

域調度物資，支援災民生活

所需。 

第二十七條之三 辦理實物給

付之機關（構）、法人、團

體或民間組織，募集或接受

實物給付物資捐贈，除應妥

善管理及運用，並應公開徵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辦理實物給付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民間組

織，於募集或接受捐贈實物

給付物資，應符合公益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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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勸募行為之管理，依

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 

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之四 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

得協調、收購生產過剩之農

產品，作為實物給付物資。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運用生產過剩之農

產品，爰於第一項定明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農業主

管機關得協調、收購農產品

，作為實物給付物資。 

第二十七條之五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

、團體或民間組織辦理實物

給付；對自行辦理實物給付

之法人、團體或民間組織，

得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對於績效優良者，得予以表

揚。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委託法人、團體或民間

組織辦理實物給付，以利實

物給付之推動。 

三、為利法人、團體或民間機

構自行辦理實物給付，明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提供其必要之輔導或協

助。 

四、另為鼓勵辦理實物給付，

明定主管機關得表揚績效優

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