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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青年好政論壇討論議題及對應部會 

序號 議題名稱 議題說明 對應部會 

1 

如何建構青年國

際化跨域共創能

力，以因應現今

全球化競爭？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日趨複雜化的社會及產

業問題，更需強化青年跨領域溝通、協作與整

合能力，以提升現階段整體產業翻轉過程中所

需人才；另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開拓與

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

聯盟關係，達成創造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

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願景將是未來趨勢，因此，

亟需嶄新的思維與系統性培育國際化跨域共

創人才。 

教育部、

外交部、

交通部、

經濟部、

勞動部、

文化部 

2 

如何結合青年投

入健康促進與照

護產業，以建構

更宜居之高齡化

社會？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除需持續推動長期照

顧和醫療，更應以宏觀的角度引導青年投入，

包括由上而下的政策帶動，以及由下而上的社

區發展，進一步吸引更多青年共同參與，並透

過創新思維重新定義對健康促進與照護產業

的想像，鼓勵「青銀共創」，協助建構更宜居

的高齡化社會正是首要工作。 

衛福部、

內政部、

國發會、

科技部 

3 

如何打造青年社

會創新的友善環

境？ 

社會在永續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需要以

創新的思維與方法來解決。創新就是面對既有

狀況的突破與行動，可能對既定的常規產生一

定程度的衝擊，於此同時，政府應如何主動調

整，針對不同情境青年提供其所需的協助；另

一方面青年又該如何在社會創新體系下自我

探索，找出自身定位、促進在地關懷，並提升

青年的影響力?因此亟待青年一同思考，並提

出打造社會創新友善環境的可行作法。 

 

※本項議題涵蓋面向較大，包含青農、返鄉、

創業等內容，將開放各場次好政論壇與會青

年依其地域性，討論出其關注焦點。 

經濟部、

國發會、

教育部、

勞動部、

科技部、

文化部、

農委會、

內政部 

4 
如何促進學生參

與公共事務？ 

隨著社會進步開放，校園民主的多元價值，與

學校自主經營已成為重要理念，青年所關心的

公共事務在校園中除了學生自治、亦包含學習

與受教權等。其中學生自治是大專校院青年踏

入公共參與最穩健的第一步，透過體制內的模

擬演練，青年可以學習公共事務的溝通、妥協

及分工合作，完善的學治制度，不僅可協助大

教育部、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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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議題名稱 議題說明 對應部會 

學治理，和緩學校與學生之間可能的衝突，亦

可豐富公民涵養，落實校園民主。而學生透過

校園中的服務學習、國內外志工、社團活動、

產學實習等，亦可因此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公共

事務，而獲得不同的歷練與經驗，因此目前各

大專校院無不積極倡導大學社會責任，以產學

合作、社會互動為基礎，推動產業創新、關懷

社會、永續環境和高教轉型，鼓勵師生參與社

會創新，以培育產業所需實務人才；另各部會

亦研擬相關計畫或方案，促進青年參與公共事

務。 

本議題期待透過青年的討論，了解如何可以促

進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以及透過參與公共事

務，進而累積職場競爭力。 

5 

如何提升青年婚

育意願，解決少

子女化問題？ 

少子女化現象的延續，將對勞動力、家庭養老

功能、教育體制、以及養育子女等問題產生衝

擊。根據我國「人口政策白皮書」，因應少子

女化社會之對策包括：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

庭價值、健全生育保健體系、建構平價優質多

元且近便幼兒教保體系、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

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落實產

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強化兒童保護體系

等。然而，實際上來看，以上所羅列的政策項

目，對於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尚未達到可觀的效

果。本項議題除了由上而下的政策措施，更期

待獲得年輕世代的討論，以研擬具有共鳴的提

案。 

國發會、

衛福部、

內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