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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37 號 委員 提案第 24807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婉汝、許淑華等 23 人，鑒於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比率於民國 82 年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預估於 115

年，此比率將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台灣人口老化趨

勢已然形成，老人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查現行老人福利

法由於缺乏「最佳利益」之老人保護基本原則，加之受「家

醜不外揚」等社會輿論壓力影響，我國老人在遭受羞辱對待

或虐待時，常拒絕接受保護服務，使社福人員面臨老人保護

工作的倫理兩難抉擇，而難以及時提供保護。爰提案修正「

老人福利法第八條條文」，以促使主管機關制定倫理專業判

斷原則，利於社會工作人員在從事老人保護業務時有所依據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計，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於民國 115 年超過 20%

，成為超高齡社會。另，107 年老人保護各類型計有 11680 人次，其中以無人扶養為最多數

、其次為身體虐待及精神虐待、再其次為遺棄。由上開數據顯示，老人受虐待情形是多樣

性，其受虐待需要保護之議題應受重視。 

二、「聯合國老人綱領與人權」揭示，老人有權利不受忽視或任何肢體和精神的虐待，「老人

最佳利益」是從事老人受虐待保護時，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在執行服務過程中之

最高指導原則，將「老人最佳利益」入法，有利於中央主管機關邀請專家、學者、專業團

體及相關部會，就人身安全、自主選擇、隱私保密及最小傷害等事項，研商出倫理專業判

斷原則。 

三、援參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立法例，明定「老人最佳利益」保護基本原則，

作為政府與公、私立機構及團體推動老人受虐保護服務之準則，方能符合保障老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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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各本其職掌，

對老人提供服務及照顧。政

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

老人相關事務時，應以老人

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提

供原住民老人服務及照顧者

，應優先遴用原住民或熟諳

原住民文化之人。 

前項對老人提供之服務

及照顧，得結合民間資源，

以補助、委託或其他方式為

之；其補助、委託對象、項

目、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各本其職掌，

對老人提供服務及照顧。提

供原住民老人服務及照顧者

，應優先遴用原住民或熟諳

原住民文化之人。 

前項對老人提供之服務

及照顧，得結合民間資源，

以補助、委託或其他方式為

之；其補助、委託對象、項

目、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人口推計，我國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將於民國 115 年

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

。另，107 年老人保護各類

型計有 11680 人次，其中以

無人扶養為最多數、其次為

身體虐待及精神虐待、再其

次為遺棄。由上開數據顯示

，老人受虐待情形是多樣性

，其受虐待需要保護之議題

應受重視。 

二、「聯合國老人綱領與人權

」揭示，老人有權利不受忽

視或任何肢體和精神的虐待

，「老人最佳利益」是從事

老人受虐待保護時，社會工

作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在執

行服務過程中之最高指導原

則，將「老人最佳利益」入

法，有利於中央主管機關邀

請專家、學者、專業團體及

相關部會，就人身安全、自

主選擇、隱私保密及最小傷

害等事項，研商出倫理專業

判斷原則。 

三、援參照「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立法例，明

定「老人最佳利益」保護基

本原則，作為政府與公、私

立機構及團體推動老人受虐

保護服務之準則，方能符合

保障老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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