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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計畫名稱：110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討論主題：心理健康 
討論議題：探討社區支持資源布建策略與資源連結模式 
辦理時間：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心旅程會所 
 
一、現況或問題 

(一) 人際支持面 
1. 家人或朋友對於精神疾病之認知不足，相處上可能心生畏懼或歧
視。 

2. 與精神障礙者共同生活時，因實際面臨他們症狀引起之行為所造
成的困擾及困難，而感到排斥或挫敗。 

3. 可能由於在意社會觀感、污名化，所以拒絕與障礙者共同生活，
或是選擇不提供相關支援及支持。 

(二) 醫療系統面 
1. 醫療專業人力不足。 
2. 醫療人員本身對於精神障礙者也可能存在汙名化情形。 
3. 因目前健保制度，醫療從業人員提供治療時有現實營收上的考
量，往往無法提供符合障礙者期待或需求的服務時長及內容。然

而當他們去尋求非健保體制下的醫療服務時，又會面臨無法負荷

自費金額的窘境。 
(三) 社會資源面 

1. 社區無法提供障礙者所需的使用空間，例如社區家園常常面臨鄰
居抗議而被迫搬家的狀況。 

2. 社區中的專業人力不足、流動率高，再者是專業訓練的內容或方
式不一定能真正對接到障礙者的需求。 

3. 政府資源分配不均且需求服務提供的單位不一致，責任切割散佈
在不同的機關，因此無法真正達到資源統整，使障礙者接受到不

連續的服務。 
(四) 資訊教育面 

1. 因對於精神疾病認知不足，且缺乏相關教育資訊，造成民眾對障
礙者理解度參差不齊，普遍有排斥心理。 

2. 障礙者對自己本身的疾病或行為、心理變化等理解度也可能不
足，導致延後就醫或無法及時尋求適合的資源協助。 

3. 傳播媒體鮮少達到宣傳教育的效果，反而常負面渲染精神障礙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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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而導致嚴重的汙名化情形。 
 

二、結論或建議 
(一) 人際支持面 

1. 培訓康復者作為輔導員：訓練社區中的精神康復者擔任輔導員，
透過專業人員提供面試及評估，找到適合人選，並透過專業培訓

及考核後，藉由分享自身經歷有效提供障礙者同儕支持，且應將

此角色設置成一份工作，同時也創造社區中康復者的就業機會。

(此指的專業人員除了要包含醫療從業人員提供醫療背景知識外，
也建議加入社福單位、心理衛生專業、警政單位、里長等提供完

整面向的培訓。) 
2. 工作犬的設立：可訓練類似導盲犬之工作犬，加強對於精神障礙
者的陪伴，使他們獲得另一種心靈慰藉。 

3. 透過社區據點提供家屬相關疾病資訊，以提升認知度及支持性資
源。 

4. 設置醫療替代役，可以讓相關背景之役男在社區據點中擔任類似
觀察員及輔導員的角色。 

5. 在社區設立關於心理健康的守望相助隊，提升社區內的同儕支持
系統。 

(二) 醫療系統面 
1. 提供社區系統資源專業的培訓及相關資源(例如專線諮詢)。 

(三) 社會資源面 
1. 增加社區據點的設置： 

(1) 政府經費需增加。 
(2) 可透過獎勵方案或租金減免等方式提升據點開辦的誘因。 
(3) 利用社會企業模式經營，也能提供社區中的康復者或其家屬
工作機會，並增加其與社區的交流。希望能提供精神障礙者

友善的空間，此處所提的提供空間，不只是空間進駐，而是

希望產生社群連結，比如運用藝術共創的概念，與適合的精

神康復者進行媒合，讓他們去協助社區的藝術創作，或是參

加社區文創商品的設計等方式，提升這個族群和社區的連

結，讓兩者共同融合及成長，且也可以提供他們藝術創作的

分潤，這也類似社會企業的概念。 
(4) 社區友善店家開發：可由地方縣市政府負責，開發分為兩個
部分，第一是在商家本身開發職缺，提供適合的工作機會給

康復者及其家屬；第二則是將這些商家開發為資源的媒介，

可以讓有需要的人於此取得就醫或疾病等相關資訊的傳單、

海報等，達到宣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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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社區人力資源： 
(1) 提升專業人力的培訓及待遇。 
(2) 建置危機處理團隊，以提供在社區第一線的狀況處理，盡量
讓問題先於社區中解決，而非總是帶到醫療體系處理，造成

旋轉門效應。現階段若發生緊急狀況，通常都會打給警消人

員，但若是有專業人員進駐衛生所，包括醫療從業人員、轄

區警員、鄰里長等，並囊括培力後的同儕支持員及康復者家

屬，提供社區精神障礙者在碰到有緊急危機時，能獲得更即

時、更符合需求的處置。 
(四) 資訊教育面 

1. 政府端： 
(1) 建置資訊平台或專線，提供障礙者本人、家屬或是社區居
民，若遇到緊急狀況可以透過線上即時的專業諮詢，提供現

場緊急處置的辦法；或是對精神障礙有相關問題可以提供相

關資訊，推廣對於精神障礙的認知，提升意識。 
(2) 提供統一的資訊平台，以及公部門建立家庭教育中心(能以衛
生所或區公所為據點)，定期提供民眾相關資訊及諮詢，提升
大眾對於精神障礙的了解度與接納度。 

2. 媒體端及民間資源： 
(1) 透過中立的態度提供正確的資訊，或透過辦理市集、營隊、
電視劇(公視及大愛等電視台有提供劇本補助，可製作精神障
礙議題相關精良劇本去投稿)、教育廣告(如新冠肺炎防治廣
告，找有力的贊助商或是有影響力的代言人去做相關推廣)、
舞台劇(可以兒童舞台劇為主，從小開始建立正確的認知)等方
式提升民間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理解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