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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青年政策論壇-地方論壇討論議題 

議題背景參考資料 

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養育照護面向 

 

如何因應家庭結

構轉型，建立友善

的養育與照護環

境? 

 

關鍵字：長期照

護、幼兒安全、托

育政策、婚育政

策…等 

內政部(戶政司) 
現況： 
1. 我國近年來面臨嚴峻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的問題，造成人口

結構嚴重失衡。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於民國 99 年降至 0.895
人，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104 年雖升至 1.18 人，

惟離替換水準之 2.1 人仍有落差。 
2. 相關研究顯示，眾多因素造成我國生育率持續偏低，其

中，「婚姻內生育」之觀念深刻影響國人婚育選擇，且我

國高工時特性及擴張之高等教育，不斷延後國人結婚及生

育年齡，更加劇晚婚、不婚現象，並衍生相關問題。 
3. 因國人生命歷程仍以「先結婚、再生育」為主，故提升我

國結婚率實有必要。我國人口政策白皮書，針對少子女化

問題，訂有「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對策及「鼓

勵政府部門結合企業經常舉辦未婚聯誼活動」之具體措

施，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應積極辦理未婚聯誼活動。 
4. 近年來，本部屢接獲民眾來信或來電詢問或請求辦理單身

聯誼活動，刻正規劃辦理「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以

增加單身男女交往機會。 
問題： 
1. 面對國人初婚年齡延後與離婚率居高不下，年輕族群對進

入婚姻與家庭缺乏信心與憧憬，政府除舉辦未婚聯誼活動

外，尚可以規劃何種措施，以鼓勵年輕男女適齡婚育? 
2. 瀰漫於社會中之晚婚、不婚氛圍實為我國少子女化的主因

之ㄧ，政府除研擬並推動鼓勵婚育政策及措施外，該以何

種方式扭轉此種社會氛圍? 

1.規劃辦理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 
為增加未婚男女結識機會，提升我國結婚率，並喚起年輕族群對婚姻與家庭議題之重視，參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臺之眾開講蒐集之意見，規劃辦理旨揭聯誼活動。 
依目前規劃，參加對象為 25 歲至 45 歲在臺設有戶籍之單身者；活動時間、地點及類型：至 105 年 10 月底前，於

北、中、南及東部等四區辦理半天(5 場)、1 天(4 場)及 2 天 1 夜(3 場)等 3 種聯誼活動行程，共辦理 12 場次，旨揭

活動預計於 6 月開始辦理。 
為吸引單身男女參加旨揭聯誼活動，爰由內政部分攤 2 成活動費用，以減少參加人員之經濟負擔。 

2.歷年統計數據資料：登載於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資料庫/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http://www.ris.gov.tw/zh_TW/346) 
3.相關網頁：105 年度各機關辦理單身聯誼活動資訊(陸續更新)，登載於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常用連結/人口政策及統計

資料/本部推行人口政策資料(http://www.ris.gov.tw) 
4.其他建議參考資料： 
 (1)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

(http://join.gov.tw/openup/policies/detail/3e1ac158-1247-42f4-b4dc-b1a5e0277b0a) 
 (2)本部近年委託研究計畫(http://www.ris.gov.tw/zh_TW/181) 
   102 年：晚婚、不婚現象因應對策之研究 
   103 年：青年婚育態度與未來政策規劃研究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現況及問題： 
   我國婦女總生育率呈一路下降趨勢，99 年跌到 0.895 人的

新低點，近年在政府大力提倡婚育下，101 年始微幅提升 1.27
人，102 年度再度降低到 1.07 人，104 年再上升至 1.18 人，

為 10 年來第 2 高。但與主要國家相比，除與南韓、新加坡、

德國、日本相當外，均較其他國家為低。為因應少子女化趨

勢，行政院於 102 年 7 月 12 日核定修正人口政策白皮書，內

容包括 7 項對策 34 項具體措施，由各相關部會共同推動。在

人口政策推動中，衛生福利部為「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擔」

開辦育兒津貼，盡可能在財政負擔範圍內透過國家力量協助

家庭育兒。 

1.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101 年-107 年)： 
針對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自行照顧 2 足歲以下幼兒致無法就業的家庭，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5,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4,000 元，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綜合

所得總額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家庭，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2,500 元。 
2.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 
透過辦理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與落實居家托育登記管理制度，實現打造友善優質托育環境，確保兒童照顧

品質、管理托育人員收費價格，實質減輕家庭負擔、完善居家托育登記制度，維持專業服務品質，滿足家長托育需

求之計畫目標。 
3.推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 
自 101 年起推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及托嬰中心補助計畫」，鼓勵地方政府結合社區資源及地方特色，評估當

地托育服務需求，規劃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具體回應當地家庭托育需求，提供價廉、

質優、離家近之托育措施及服務。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http://www.ris.gov.tw/
http://join.gov.tw/openup/policies/detail/3e1ac158-1247-42f4-b4dc-b1a5e0277b0a
http://www.ris.gov.tw/zh_TW/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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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行政院主計總處近 30 年所做的「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

查」發現，15 歲至 64 歲已婚女性對未滿 3 歲子女的照顧方式

以自己照顧為主，祖父母及親屬照顧次之，托育人員照顧再

次之。從趨勢看出，雖然已婚女性親自照顧的比率已從 69 年

的 84.71%下滑到 102 年的 51.82%，但仍是主要照顧者；同時，

由祖父母或親屬照顧比率卻從 12.91%上升至 37.08%，托育人

員照顧的比率也從 2.17%上升到 9.07%，顯示兒童送托親屬及

托育人員照顧的需求逐漸增加，托育的品質應值得重視。 
   我國自 82 年起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 7%，邁入高齡化社會，

迄 104 年底，65 歲以上人數為 293 萬 8,579 人，占全國總人

口數 12.51％。另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至 114 年我國老

年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老人福利服務在高齡化社會中益

顯其重要性，向為政府施政重點。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之快速

變遷所引發新的需求，《老人福利法》於 104 年 12 月 9 日再

次修正公布。行政院並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核定「高齡社會

白皮書」，高齡社會照顧白皮書以全照顧概念整合跨部會資

源規劃，目標係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之高齡社

會。 

4.老人福利服務主要措施：  
(1)保障經濟安全：除軍、公教及勞保等社會保險之老年給付及退休金等為第一層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外，持續針對未

接受公費安置之中低收入老人，依其家庭經濟狀況，每月發給 7,463 元或 3,731 元「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並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年金保險，對於國民老年之基本經濟安全更多一層保障。 
(2)健康維護：全額補助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及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各地方政府並

提供老人預防保健服務、中低收入老人醫療費用補助、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協助經濟困難及減輕

老人繳納保險費或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負擔，以加強老人健康維護。 
(3)照顧服務 
○1 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為因應高齡與失能人口成長帶來長期照顧需求的增加，自 97 年起推動「我國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補助地方政府提供民眾「照顧服務、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老人營養餐飲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務，以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服務項目，建構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104 年度計服務 17 萬 465 人，同時活化閒置空間、運用護理機構資源及輔導社會福利

相關設施轉型佈建日照服務，104 年底已建置 178 所日間照顧中心。另為建立連續性照顧體系，自 94 年鼓勵民

間團體及社區發展協會投入社區照顧服務，截至 104 年底，共設置 2,476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在地人力及

資源，提供社區老人所需之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健康促進及轉介服務等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2 機構式照顧服務：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與縣（市）政府透過平時輔導查核、評鑑機制，及每年補助民間團

體辦理各項機構工作人員研習訓練、改善設施設備等措施，協助機構提升服務品質，並鼓勵機構多元經營，以滿

足日漸增加之老人長期照顧需求。截至 104 年底，立案之老人福利機構計 1,067 家。 
(4)社會參與 
○1 教育及休閒：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多元化長青學苑、屆齡退休研習、研討會、健康講座、長青運動會、槌球比賽、

老人歌唱比賽等各項老人福利活動，每年配合重陽節慶，辦理重陽節系列慶祝活動，展現老人活力與才藝，並提

供搭乘國內交通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半價優待；有關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行政法人經營

者，平日應予免費，俾鼓勵老人多方參與戶外活動，促進身心健康。 
○2 結合民間團體定期推展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利用巡迴關懷專車深入社區，提供福利服務、健康諮詢、

生活照顧、休閒文康育樂等服務，將相關資訊遞送至有需求的家庭。 
5.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101 年至 104 年補助人數及補助金額如下表 

年

度 

育兒津貼 
補助人

數 
補助金額(元) 

101 212,582 4,172,249,926 
102 254,331 5,255,001,697 
103 258,436 5,110,139,314 
104 255,722 5,045,091,349 

 (2)托育制度 
○1 自 97 年 4 月開辦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受益人數由 1 萬 2,146 人逐年增加至 104 年 7 萬 7,721 人，累

計受益人數達 31 萬人。補助金額由 97 年(4 月至 12 月)起的 2.03 億元逐年增加，104 年度補助金額達 14.4 億元，

8 年累計約 60 億。 
○2 103 年 12 月起實施居家托育服務登記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 71 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民眾托育

媒合、托育服務諮詢及社區宣導，並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及訪視輔導等。截至 104 年底已辦理登記並獲核發證

書之居家托育人員計有 2 萬 2,933 人，另有親屬托育人員 2 萬 5,748 人，合計有 4 萬 8,681 人接受輔導管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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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計照顧 6 萬 9,428 名兒童。 

○3 在機構式照顧服務方面，截至 104 年底已立案私立托嬰中心 735 家，實際收托 1 萬 7,316 人，其中公私協力托

嬰中心計有 92 處，收托 4,258 名兒童；成立 100 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服務超過 144 萬人次。 

 
(3)長期照顧服務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人數一覽表                 單位：人 

項目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居家服務  37,985 40,677 43,331 45,173 

日間照顧服務 (含失智症日照)                                                                                                           1,483 1,832 2,344 3,002 

家庭托顧  110 131 146 200 

輔具購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人次)  6,240 6,817 6,773 7,016 

老人營養餐飲  5,824 5,714 5,074 5,520 

交通接送(人次) 46,171 51,137 54,284 57,618 

長期照顧機構  2,720 2,850 3,127 3,426 

居家護理  18,707 21,249 23,933 2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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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社區及居家復健  15,317 21,209 25,583 27,417 

喘息服務  18,598 32,629 33,356 39,135 

依身分證統一編號歸戶 113,203 142,146 155,288 170,465 

6.相關網頁： 
(1)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VDetail.aspx?nodeid=92&pid=318  
(2)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球資訊網：首頁>主題專區>家庭支持>重要政策)：

http://www.sfaa.gov.tw/SFAA/File/Attach/4671/File_165223.pdf   
(3)公私協力托嬰中心：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8&pid=654  
(4)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8&pid=651 
(5)高齡社會白皮書：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767 
(6)高齡化對策(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球資訊網：首頁>主題專區>老人福利>重要政策>高齡化對策)：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385  
(7)中華民國國情簡介-社會福利(行政院全球資訊網>首頁 > 社會 > 社會福

利)http://www.ey.gov.tw/state/news3.aspx?n=C75E5EE6B2D5BAEB&sms=F0866217F17BDF5F 
7.其他建議參考資料： 
 (1)行政院全球資訊網首頁> 政策與計畫 > 重大政策 > 重大政策資訊 
   ○1 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875D6478C89A19B5  
   ○2 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B98BB79751164B4B 
 (2)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41 

教育部(終身司) 
現況： 
   在人口與社會變遷影響下，家庭結構與過去大不相同。核

心家庭增加、家庭人口數降低、社會的各項照顧功能，有取

代原先家庭的功能之趨勢。 
問題： 
   依據教育部(2010)調查，25 歲以上民眾大都覺得婚姻是必

須的。而進入婚姻必須面對配偶及其原生家庭的調適，亦須

做好進入婚姻的準備及處理婚姻生活所產生的問題。目前青

年對我國的婚育環境較無信心，對進入婚姻及養育小孩有較

大的疑慮。 

1. 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 
係整合各級政府推動家庭教育體系之相關資源，協助國人經營健康家庭生活，強化家庭功能，支援其家庭成員面

對現代社會各種挑戰。 
2. 相關網頁： 

(1) 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 ) 
(2) 「iLove 戀愛時光地圖」網站(https://ilove.moe.edu.tw/ ) 

教育部(國教署) 
現況： 
   年輕父母正值創業階段，經濟及托育負擔相形沈重，亟待

政府提供完善之教育及照顧措施，以協助家庭育兒及家長安

心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長。 
問題： 
   現行幼兒園公私立比例約 3.6：6.4，近 7 成仍須以私立幼

1. 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 
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為教育部現行重要政策，除持續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班）

外，並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以逐年增加幼兒就學機會，達到公共化及私立幼兒園比例達 4 比 6 之政

策，服膺幼照法提供平價、優質、普及、近便教保服務之目標。 
2.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教育部自 100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以下簡稱免學費計畫)」，提供

當學年度 9 月 1 日前滿 5 足歲且就讀幼兒園者「免學費補助」，就讀公立幼兒園入園即免繳學費，就讀私立幼兒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VDetail.aspx?nodeid=92&pid=318
http://www.sfaa.gov.tw/SFAA/File/Attach/4671/File_165223.pdf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8&pid=654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48&pid=651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767
http://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385
http://www.ey.gov.tw/state/news3.aspx?n=C75E5EE6B2D5BAEB&sms=F0866217F17BDF5F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875D6478C89A19B5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B98BB79751164B4B
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41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
https://ilov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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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兒園為主要之托育場域，而私立幼兒園收費額度差異甚鉅，

對於新生家庭支應子女教育經費之負擔相對沉重，不利幼兒

就學。 

園每生一學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3 萬元；至經濟弱勢家庭幼兒，再依家戶年所得級距，「加額補助」其他

就學費用。 
3.辦理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 

為支持婦女婚育，使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本署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鼓勵地方政府推動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措施，並就經濟弱勢幼兒參與課後

留園之費用予以補助。 
4.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幼兒園園數統計：（資料統計基準日，每年 11 月 1 日）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公立幼兒園數(園，含分班) 2,435 2,432 2,408 
非營利幼兒園數(園) 25 10 0 
私立幼兒園數(園，含分班) 4,357 4,496 4,644 

 (2)5 歲幼兒入園率：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整體 5 歲幼兒 96.05％ 96.18％ 93.74％ 
經濟弱勢 5 歲幼兒 96.60％ 96.08％ 95.75％ 

 (3)課後留園辦理情形： 
 104 年度 103 年度 102 年度 
幼兒參與人次 9.9 萬 7.7 萬 6.1 萬 
經濟弱勢幼兒受益人次 3.4 萬 2.8 萬 2.4 萬 

5.相關網頁：全國教保資訊網(http://www.ece.moe.edu.tw/ ) 
國家發展委員會 
現況： 
   由於過去長期生育率下降，我國人口朝少子高齡化轉型，

為提升國人生育意願，政府已啟動各項「樂婚、願生、能養」

策略，統整於「人口政策白皮書」等相關政策中，由各部會

落實推動。雖近年生育率已有小幅提升，惟與其他國家相較

仍偏低，再則，優質人力是國家發展的基礎，爰如何進一步

優化生養育環境，以提升生育水準，亦是因應人口結構變遷

政策重要一環。 
問題： 
1.如何因應國人可兼顧工作與家庭之需求，使國人樂於結婚並

願意生養下一代？ 
2.如何善用各界資源，提供育兒支持，以減輕國人育兒負擔？ 
3.如何建構友善托育政策，以滿足國人多元需求？ 

1.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本方案規劃「以孩子為主體，家庭為中心」之策略架構，透過強化家庭、社區、雇主、政府間的合作機制，提出「衡

平職場與家庭」、「支持家長育兒」及「安親托育普及化」三項具體推動策略，全方位協助家長育兒，藉由營造可

以顧得好的環境，讓國人更樂於生養下一代。 
2.相關網頁： 
行政院-重大政策資訊-完善生養環境方案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875D6478C89A19B5 
 
 

高等教育面向 

 

如何優化高等教

育，促進高等教育

教育部(高教司) 

現況：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競爭與交流日益頻繁，高等

教育的品質對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加速社會之發展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各國紛紛重視教育的發展與品質，以因應全球

1.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為因應少子化衝擊並協助大專校院創新轉型發展，教育部業於 104年 3月公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方案

包含「高階人才躍升」、「退場學校輔導」、「學校典範重塑」、「大學合作與合併」4大執行策略。 

   在「學校典範重塑」方面，為因應國內外教育發展趨勢與環境變遷，教育部規劃以「創新」為主軸，強化大專校

院自我課責及調整政府防弊思維，突破現有管理機制及法令框架，透過試點實驗來體現「促進學校創新轉型，培育

http://www.ece.moe.edu.tw/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875D6478C89A1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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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的發展與轉型? 

 

關鍵字：高教轉

型、技職再造、學

用合一、公共化與

學費政策…等 

化的挑戰。 

高等教育品質的良窳和素質的高低，經常做為衡量國家競

爭力高低和國勢強弱的指標，我國高等教育面對開放性的全

球競爭，各校應持續追求卓越之策略，透過整體制度改革，

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以厚植國家競爭力。 

問題： 

我國受到少子女化影響，高中職新生人數自102 學年起產

生大幅度負成長，大專校院一年級學生則遞移至105 學年開

始銳減，人口結構的改變，除代表社會勞動力人口減少，連

帶增加大專校院財務風險、教職員工失業等問題。 

惟少子女化並非僅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人口結構轉變亦

促使我國重新思考未來之發展，經濟發展不能僅仰賴從事生

產之人力數量，透過適切的教育政策，將有助提升整體人力

素質，增加社會發展動能。少子女化積極面來看是教育再生

的機會，學校有多餘的閒置人力和校園空間，有更多創新發

展機會，亦是國家競爭力的轉機。 

多元創新人才」的理念，希望將高等教育資源重新整合，協助學校找到自己定位及利基，並藉由教學模式的創新、

學校版圖的擴大、知識力量的延伸，進一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故教育部於 104年 5月起推動「大專校院試辦創新

計畫」，規劃由產學合作、國際合作、教育實驗等 3面向，以法令鬆綁及經費獎勵，鼓勵學校依其優勢及特色發展，

提出創新計畫，並達成以下目標： 

(1)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增加學校收益，充實辦學環境。 

(2)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或產業發展。 

(3)提供學校彈性教育實驗場域，賦予辦學自由度，提升教育品質。 

2.為營造學校創新計畫友善環境，以「法令鬆綁為主，經費獎勵為輔」，並分 2階段推動。第 1階段先行調整「現行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令或行政規則，以利學校提出創新計畫；學校規劃時，得因應創新需求，向本部申請適用法令

鬆綁事項作為配套措施，並由本部審酌計畫需求及合理性，核定適用範圍。另學校亦得依已授權學校自主事項，逕

依規定辦理或自行於校內章則規範，並報教育部備查。另計畫如能增加學校收益、創造教研人員轉進的場域，或是

提升學習成效的操作方式，並有明確產出指標及學校自籌款項，除申請法令鬆綁外，可再申請獎勵經費： 

(1)種子階段：每案每年最高 100萬元的規劃經費(學校自籌 20%配合款)。 

(2)啟動階段：每案每年最高 600萬元的創新實驗經費 (學校自籌 40%配合款)。 

(3)開展階段：每案每年最高 1,000萬元的推展運作經費 (學校自籌 60%配合款)。 

3.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本計畫 104年分 2梯次申請： 

(1)第 1梯次受理 173件申請案，核定通過 41案。 

(2)第 2梯次受理 141件申請案，通過 43案。 

4.相關網頁： 

 (1)高教創新轉型 Plus (Facebook):(https://zh-tw.facebook.com/HEIT.Plus) 

 (2)高教創新轉型 Plus (網站):(http://heitoplus.edu.tw/) 

5.其他建議參考資料：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現況： 

   高等教育普及，升學管道暢通，近 10 年青年就讀大學比

率及數量持續攀升，其中以培養基礎技能之高職升大學比率

增幅最多，大學教育和職業學校分流式微，致中階技術人力

養成管道不足。 

問題： 

   青年學用落差問題日益嚴重，缺乏實務技能，畢業後無法

銜接職場。 

1.為縮短青年學用落差，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將職業訓練提早導入校園，結合教育學制及產業資源，辦理產學合作

相關計畫，以加強青年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能，相關計畫如下： 

(1)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針對大專校院日間部畢業前 1年之在校學生，引進業界專業人士擔任師資開設實務專精課程，同時安排共通核心

職能課程以強化青年軟實力，並輔以職場體驗以協助青年畢業後能順利銜接職場。 

(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為協助 15歲至 29歲青年於企業內學習成長，穩定就業，促進學用一致，由事業單位負責工作崗位訓練，同時由

學校進行學科教育，訓練期間 2~4年，以培訓契合企業需求之技術人力。 

(3)產學訓合作訓練 

結合學校學制、職業訓練與業界資源，由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專業技術養成訓練提供青年參訓，學員於日間、夜間

或例假日持續接受學校教育課程，並安排日間至事業單位受僱就業，以強化青年專業知能及就業技能，縮短學用

落差。 

2.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02-104年訓練人數及就業率統計： 

計畫名稱 

補助大專校

院辦理就業

學程計畫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產學訓合作

訓練 

https://zh-tw.facebook.com/HEIT.Plus
http://heitopl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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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102年 
參訓人數 29,869 7,007 1,231 

就業率 85.80% 92.13% 87.27% 

103年 
參訓人數 33,573 7,779 1,428 

就業率 83.41% 90.70% 90.80% 

104年 
參訓人數 25,842 6,944 1,782 

就業率 88.46% 95.50% 86.08% 

3.相關網頁： 

 (1)青年職業訓練資源網(http://ttms.etraining.gov.tw/eyvtr/main/index.aspx) 

 (2)臺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青年就業面向 

 

如何改善青年就

業與創業環境? 

 

關鍵字：提升薪

資、社會企業、共

享工作空間、平衡

城鄉…等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現況： 
1.為建構優質的創業環境，協助青年創業圓夢，經濟部整合

13 部會創業資源，彙提「青年創業專案」，於 103 年 3 月奉

行政院核定，於促進就業之基礎上，提供青年職涯規劃之另

一選擇方向。 
2.行政院於 103 年 9 月 4 日核定「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透過

「調法規」、「建平臺」、「籌資金」、「倡育成」等 4 大策略，

營造有利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成長與發展的生態環境，鼓

勵青年關懷社會議題及投入社會企業。 
3.104 年 12 月 1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公

布修正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條文，增訂中

小企業得就每年增僱年齡在 24 歲以下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

資金額之 150%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減除之租稅優惠，以促進青年就業。 

1. 為建構優質的創業環境，協助青年創業圓夢，經濟部整合 13部會創業資源，彙提「青年創業專案」，於 103年 3

月奉行政院核定，於促進就業之基礎上，提供青年職涯規劃之另一選擇方向，提供輔導協助措施如下： 

(1)創夢啟發：協助青年建構完整創業能力，透過創業多元培訓課程、各類創業競賽等措施，來培養青年創業認知

與職能。 

(2)圓夢輔導：主要透過創業輔導、創業育成、資源媒合與國際連結等，協助青年創設事業與渡過早階創業階段。 

(3)投資融資：主要透獎補助、貸款、集資、投資等方式，協助青年取得公司成立前創業資金及成立後營運上所需

之資金。 

(4)創新研發：協助新創企業創業後積極投入創新研發，藉由技術深根與服務創新，使企業能成長茁壯、永續經營。 

2. 為落實行政院 103 年 9 月 4 日核定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營造有利於社會企業發展之生態環境，鼓勵青年關懷

社會議題及投入社會企業，經濟部提供之協助措施包括： 

(1)建置社會企業共同聚落：行政院毛前院長考量社會企業需求，104年指示將金華街前院長官邸釋出活化，作為政

府推動青年創業及社會創新的基地，同年 5月 29日正式啟用營運，提供社會企業及中介組織進駐。 

(2)百場社會企業小聚：串聯社企家、校園師生、育成中心及有意投入社會企業經營之在地社群，共同辦理社企小

聚活動，群聚各地的社會企業有志之士，投入社會企業，讓全臺灣更廣泛討論社會企業，對社會企業有更深的

認知。 

(3)社會企業輔導機制：設置「社會企業單一諮詢窗口」，提供免付費 0800-818-658 專線服務，透過協調與服務機

制，即時協助社會企業解決相關問題；籌組專家輔導團隊，包括經營管理、財務規劃、行銷策略、創業育成等

面向，並依照社會企業需求提供客製化輔導。 

3. 為促進青年就業，104年 12月 1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公布修正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條之 2條文，增訂中小企業得就每年增僱年齡在 24歲以下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之 150%限度內，自其增

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租稅優惠。 

4.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04年青年創業專案： 

(1)創夢啟發：培訓人數 31萬 753人；創業競賽或補助家數 282家，競賽獎金或補助金額 1億 1,249萬元。 

(2)圓夢輔導：104年協助成立新創事業 1,827家，輔導 2,094家(成立 5年內)新創事業順利營運，創造及穩定就業

人數 5萬 2,521人，帶動民間投增資額 171億 7,403萬元。 

(3)投資融資：協助創業貸款 3,353家，核貸金額 41億 1,481萬元。 

(4)創新研發：協助創新技術或產學合作 132件，政府補助金額 1億 2,506萬元，帶動企業投入研發金額 2億 4,640

萬元。 

104年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1)社會企業共同聚落 104 年 5 月 29 日啟動營運，截至同年 12 月底，辦理社會議題相關活動及講座共 175 場，逾

http://ttms.etraining.gov.tw/eyvtr/main/index.aspx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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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5,900人次參與，36個國內外團體參訪社企聚落，10家社會企業/團隊於 104年 10月進駐。 

(2)社會企業小聚:串連社企家、投資人、校園師生、育成中心及有意投入社企經營之在地社群辦理 100場社企小聚，

逾 3,100人次參與。 

(3)社會企業輔導：建置社會企業輔導流程與機制，以及免費諮詢專線 0800-818658，輔導 45家社企型公司。 

5.相關網頁： 
(1)青年創業圓夢網(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op=2) 
(2)青年創業圓夢網-社會企業專區(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e/) 

 (3)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網站-法令規章專區（http://www.moeasmea.gov.tw/mp.asp?mp=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現況： 

1.104年 15~29歲年齡層青年失業率 8.7%，雖較 98年金融海

嘯時期已有改善，但仍為總體失業率 2.3倍。 

2.青年富有創新與創意，但缺乏專業師資指導、跨領域學習

及動手實作之機具設備與空間。 

3.由於資金籌措不易與行銷管道問題多為青年的障礙，礙於

諸多限制，創業者往往選擇規模較小的批發零售業，但相對

地，因技術性低且取代性高，未來成長潛力也較有限。 

4.查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幣 20,008

元；每小時 120元。 

問題： 

1.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年「人力運用調查」,青年失業者在

尋找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包括「找不到想要之職業

(33.1%)」、「專長技能不合(27.2%)」及「待遇不符期望

(20.8%)。因此，缺乏專長技能為青年求職主要困難之一。 

2.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近 7 成青年從事服務業非技術職

類工作，因跨入門檻低，專業技能不易累積，不利就業。 

3.青年擁有高學歷但卻欠缺實作經驗的現象，導致進入職場

時產生學用落差或訓用落差。 

 

1.為了提升青年就業技能、培養其正向職業精神，勞動部依青年發展階段之不同需求，結合學校、事業單位及職業

訓練資源，推動各項專案訓練措施，除將職業訓練提早導入校園，協助在校青年縮短學用落差外。另，針對已畢業

之待業青年，運用以下先僱用後訓練的工作崗位訓練模式或一對一師徒制，以做中學的方式加強青年專業知能與就

業技能，促進其就業。 

(1)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結合具用人需求之事業單位，針對 15歲至 29歲缺乏工作經驗或專業技能之離校青年，以先用後訓模式提供最長

6個月之工作崗位訓練，強化青年就業力，並提升僱用青年之意願，增加青年就業機會。 

(2)明師高徒計畫 

針對年滿 15歲至 29歲以下非在學之未就業青年，透過經驗豐富之資深師傅帶領參訓青年學習技能，協助徒弟於

實務訓練環境建構職涯發展及就業能力，促進青年就業。 

2.為協助青年就業，勞動部依其不同階段辦理各項協助措施： 

 (1)在學階段： 

○1 訓練資源提早導入校園：針對在校青年，結合學制、職業訓練及企業，推動產學訓、大專就業學程及雙軌訓練。 

○2 結合學校及企業資源，辦理校園徵才活動、職涯講座及訓練機構與企業參訪等活動。 

 (2)離校階段： 

○1 訓練崗位訓練：提供失業青年 2年 12萬參訓補助或免費參加本部自辦職前訓練。 

○2 工作崗位訓練：針對離校青年，結合企業用人需求或業界資深師傅，以先僱後訓或一對一師徒制方式辦理工作

崗位訓練。 

○3 積極與企業、民間人力銀行合作，釋出職缺媒合就業、台灣就業通提供專人服務、舉辦主題就業博覽會及徵才

活動、運用青年跨域津貼及缺工就業獎勵等就促工具。 

(3)另將深入國中、高中職，引導學生參觀職訓園區及競賽活動，及早誘發技能學習意願，鼓勵青年投入製造業，

推廣職業技能尊榮概念。另將積極開發高薪職缺，強化媒合服務，協助青年就業。 

3.創客基地網絡推動計畫 

為鼓勵青年動手實作，引發自主學習動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自 104年度起依轄區產業資源設立具特色之創客

基地(物聯網、服裝、商品設計、農業社會設計、創意自造)，打造創客空間、共同工作空間及公共交誼空間，提

供機具設備與實作服務，並提供創新作品展示平臺，整合政府就、創業資源，鼓勵青年實現創新創業夢想，發展

新型態就業服務模式。 

4.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及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利息補貼 

辦理創業研習課程、創業顧問諮詢輔導及新創企業商品展售活動，協助青年新創企業永續經營及商品行銷。另藉

由提供微型企業創業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協助取得創業資金及減輕初創時期財務壓力。 

5.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102-104年訓練人數及就業率統計： 

計畫名稱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明師高徒計畫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op=2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e/
http://www.moeasmea.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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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102年 
參訓人數 3,856 

43 

(10月招生至 12月底) 

就業率 96.74%  

103年 
參訓人數 3,873 1,541 

就業率 98.75% 75.00% 

104年 
參訓人數 3,892 2,526 

就業率 99.47% 47.28% 

 (2)15至 29歲青年失業率由 98年 10.76%降為 104年 8.7%，顯示協助青年就業已具成效。

 
(3)勞動部 104年度於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規劃設置創客基地並展開試營運，辦理各式工作坊與講座，吸引創客參

與，凝聚社群，計開辦 261場工作坊與講座，計服務 6,760人次。 

(4)104年度共辦理 184場次課程，參與民眾計 13,419人次、接受創業諮詢者計 4,432人次、取得微型創業鳳凰貸

款者計 412人，透過本計畫之創業課程、諮詢陪伴輔導及創業貸款與利息補貼等服務協助 1,228人順利創業，

共計創造 3,114個就業機會。 

 (5)基本工資調整情形表 

 
6.相關網頁： 

 (1)青年職業訓練資源網(http://ttms.etraining.gov.tw/eyvtr/main/index.aspx) 

 (2)臺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ttms.etraining.gov.tw/eyvtr/main/index.aspx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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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3)vMaker( http://vmaker.tw/) 

 (4)微型創業鳳凰網站(http://beboss.wda.gov.tw/) 

 (5)勞動部網站/業務專區/工資、工時(http://www.mol.gov.tw/topic/3067/) 

內政部(役政署) 
現況： 

   為配合支持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振興國家

經濟與產業發展需要，規劃運用兵役制度延攬人才投入產

業，除現行研發替代役制度賡續推動實施外，105年已規劃辦

理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 

問題： 

   役男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即面臨兵役問題，致中斷所學技

術及研究專長，為避免役男不因服兵役而中斷所學，藉由研

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實施，使兵役義務與就業結合，以

達成人力資源妥適運用。 

1.研發替代役制度 
計畫簡要說明：具備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碩士以上學歷未役役男，得申請至民間產業從事

科技、產業研究發展工作。 
2.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 

計畫簡要說明：具備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副學士以上學歷未役役男，得申請至民間產業從

事技術服務工作。 
3.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推動辦理情形 

製表日期：105.04.22 

           年度 

項目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年度 合計 

（平均） 研發 產訓 

具核配資格單位數 480 487 433 573 686 773 674 769 797 184 5,856 

核配員額需求數 5,422 5,052 4,250 6,361 8,288 8,725 7,516 9,471 8,837 1,642 65,564 

役男審定報名人數 5,330 5,885 6,586 6,226 7,685 7,681 6,603 6,772 
  

52,768 

實際報到受訓人數 2,891 2,214 2,820 3,495 4,272 4,856 4,395 5,035      29,978 

   資料來源：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資訊管理系統。 

4. 相關網頁：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s://rdss.nca.gov.tw） 
內政部(營建署) 
現況： 

1. 我國隨著幾波經濟全球化及都市化再發展過程，已使得城

鄉發展失衡問題逐漸浮現，並在都市與鄉村地區產生不同

程度的發展課題。 

2. 在都市地區，因人口集中，土地需求增加，導致都市逐漸

蔓延擴大，侵蝕鄰近優良農田或保護區；因開發壓力大，

都市土地取得不易，也帶動房價節節高升，遠超過青年所

能負擔；高土地成本，同時也對政府公共建設財政支出，

形成龐大壓力。 

3. 在鄉村地區，因為產業外移造成部分城鎮、鄉村產業空洞

化，就業機會喪失，青年人力外流，也加速鄉村人口老年

化；加上生活基礎設施、輔助機能不足，無法吸引民眾定

居，又把青年推往都市。 

問題： 

1. 面對國內普遍低薪及都市高房價的環境，政府除推動在都

會區闢建公共住宅、住宅租金補貼等政策外，尚可以規劃

1.辦理「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打造富麗風情小鎮 
  計畫簡要說明： 
 (1)藉由「鄉鎮拔尖」，遴選具發展潛力之示範鄉鎮市，結合各部會既有資源整合投入，強化其服務機能，創造小型

成長核心，帶動周邊鄉村發展，短期希望減緩鄉村人口外流之現象，長期希望達成外流人口鮭魚返鄉之目標。 
 (2)推動範圍，以各縣之鄉(鎮、市)，以及升格改制前之原臺北縣、桃園縣、臺中縣、臺南縣及高雄縣等人口在 12 萬

人以下之鄉(鎮、市)為對象。並由本部成立均衡城鄉發展跨域整合平臺，邀集各部會就跨域整合示範點及部會分工

事項進行協商。 
 (3)本推動方案原則採由下而上之提案方式，由地方政府進行鄉（鎮、市）之整體規劃，從「產業輔導」、「人才運

用」、「基礎建設」、「資金融通」及「生活機能」等五大面向進行檢討，依地方未來發展需求，提出短、中、

長期之重要工作事項，包括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分工事項。 
 (4)以「一次購足」(one stop shopping)的概念，經跨部會整合平臺審議核定之示範案，即可依核定計畫分 4 年度執行。

核定補助計畫之各分項工作，均需符合各部會補助作業規定，並由地方政府依推動期程，循序向各部會提案申請，

各部會並應優先予以補助。 
2.本方案 103 年 12 月 16 日奉行政院核定後，於 104 年 7 月 3 日邀集相關部會共同遴選出宜蘭壯圍、新竹竹東、臺中

后里、臺南新營、花蓮瑞穗等 17 個示範鄉鎮，104 年至 107 年將整合投入資金達 110 億元，由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 17 個富麗風情鄉鎮，成為臺灣在地發光亮點，創造青年人可就地在地拼人生、找幸福，並提升臺灣整體

競爭力。 

http://vmaker.tw/
http://beboss.wda.gov.tw/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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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何種措施以提供青年更多元的就業與住居選擇。 

2. 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政府如何協助具有發展潛力之鄉鎮，

加強投資，提供青年返鄉創業環境? 

3.相關網頁：魅力城鄉主題網 http://trp.cpami.gov.tw/ch/index.aspx  

農業委員會 
現況：  

1.近年來生態環境、糧食自給率與食安問題因公民意識覺

醒，引起社會大眾密切關注，消費者也開始注重地產地消、

低碳里程、食品安全、農地之永續與生態維護等環境永續議

題，確實彰顯出農業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及「環

境價值」。 

2.參考每 5年辦理 1次的 99年度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畜牧

產業從業部分，從業人員總數 47,288人，男女比例為 58：

42，另按僱用性質區分，常僱工及臨時工僅占 25%，自家未

支薪人員比例超過 75%；如僅以一般農牧戶資料觀之，自家

人力投入經營比例接近 84%，顯見現階段仍以中小農經營規

模者居多，且以家族共同投入為主體。依 101年農家戶口抽

樣調查報告的從業人口年齡觀之，從事農林漁牧業的經營管

理者已趨高齡化，平均年齡達 61.7 歲，且 65 歲以上之經

營管理者占比高達 44%。 

3.我國農業近年來面對全球社經與環境諸多重要改變，包括

氣候變遷、亞洲等新興國家之崛起、消費者多樣性需求、新

興技術發展及知識經濟興起等，復以我國刻正面臨國際間雙

邊或多邊之經濟合作協議快速發展，故必須改變原保守防禦

之策略布局，加強創新加值與產業結構調整，俾迎頭趕上其

他國家之經濟貿易自由化程度，確保我國競爭力與經濟永續

成長。 

4.國內有機農業發展受限自然環境、氣候變遷影響、栽培管

理不容易、產銷不具經濟規模，以致生產成本較高與受國際

化影響，必需與進口有機農產品競爭，造成國內有機農業發

展速度相對於鄰近國家較為遲緩與困難，如能在有機農業的

推動策略與輔導措施上，擴大經營規模、降低生產成本、落

實認驗證管理、提升生產技術輔導、加強品質監測、拓展多

元行銷通路管道及引導有機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及消費者建

立正確之有機生活消費教育觀念做起，以加速國內有機農業

蓬勃發展與藉由有機農產業的大力推動，激發國人重視環境

保育、友善大地的意識及參與。 

5.我國農地規模零散，生產者高齡化，屬小農經營模式，但

人口密度高，農業生產地區緊鄰消費市場，具有發展在地消

費的優勢。 

6.為協助青年農民從事設施生產，俾擴大輔導對象及設施普

及率。 

1.農民學院： 
農委會自 100 年度結合轄下各試驗改良場所之農業研究、推廣及學校教育資源，設立農民學院並建構完整之農業教

育訓練制度，包含系統性的農業入門、初階、進階、高階訓練課程，提供有意從農的一般民眾及需要進修的專業農

民終身學習之管道，並依產業別訂定農業職能基準，以作為標準化訓練課程規劃之參考。同時媒介學員至農場見習，

透過實地操作訓練，強化其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實務能力，以培育具國際觀及現代化專業經營能力的優質農業人力。 
2.青年農民輔導： 

農委會自 102 年起推動青年農民輔導，已選拔第 1 屆及第 2 屆共 206 位「百大青農」提供為期 2 年的輔導，透

過各地區農業改良場建立陪伴與資源整合輔導平臺，並透過「1 對 1」的陪伴輔導策略，解決農地、設施興建、經

營資金、技術提升、財務管理、資訊工具、加工研發、行銷等各項問題，甚至給予設施設備補助、3 年最高 500 萬

元且零利率之專案貸款等協助，讓青年農民穩健經營，進而擴大規模或創新加值發展。 
農委會也輔導各縣市農會建立 16 個在地青年農民交流服務聯誼平臺，吸引在地青年農民加入，營造出在地青

農交流、激盪、互助合作、農事傳承的良好環境，藉此認識從農的好夥伴，讓青農展現活力、熱情與創意的揮灑空

間，學習許多生產技術外的課程，並持續引導在地農業人才加入。 
3.新世代農業工作者培育計畫： 

   農委會向行政院提出「新世代農業工作者培育計畫」，希望完善青年投入農業職場發展的導引藍圖，作為推動

農業生產力 4.0、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電子商務與農產行銷、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等重要施政計畫之推升動

能，引領青年以創新思維投入農業，透過跨領域合作、市場價值導向、智慧生產管理、創意服務加值等策略，為農

業發展注入新動力，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新世代農業工作者培育計畫」共規劃 4 大策略、12 項推動措施及相關分支計畫推動，希望能全方位培育優質農

業青年，帶動農村產業發展與活化再生。第 1 項策略「扎根萌芽」，以學校教育為發展基石，銜接並延伸青年農業

工作者培育歷程，提升農學校院學生投入農業職場比例，並激發跨領域學生或青年對農業之興趣；第 2 項策略「深

耕成長」，依產業趨勢與動態發展，提升農業專長價值、促進人才與需求資訊流通，完善在職培訓體系、建置人才

需求資料平臺，並加速產業實務人才育成；第 3 項策略「茁壯精進」，協助青年農民透過群聚交流合作穩健經營，

發展出合作或創新經營模式，進而企業化經營成為新興農企，打造小而美的地方特色群聚產業或大而優的品牌農

業，提升農業競爭力；第 4 項策略「結實傳承」則是讓青年深耕農村，以創新加值與推廣產業六級化為目標，連接

農產業專區運作機制與資源，透過創新思維打造具生產、生活與永續之農村。 
4.連結教育體系及農民學院能量，建構畜牧產業從業人員良好基盤能力： 

   為提升農牧業人力素質與強化後繼者培育工作，農委會自 100 年 11 月啟動「農民學院」，並由畜產試驗所開設

「畜產產業訓練中心」，該中心已制定畜牧產業職能基準及建構標準化訓練課程，依家畜、家禽及畜產加工等三大

業別，其所需基礎及核心能力，開設入門、初階、進階及進階選修之課程，透過專題授課及牧場見習，並輔以經營

諮詢服務體系，成為有意從農者及在職專業農民的終身學習管道。另外，農委會持續透過辦理農學校院及高農職校

學生之職涯探索、農場暑期見習及打工等經營體驗等活動，以留住願意深耕在地農業的青年，於「新世代農業工作

者培育方案」中試辦農業公費生培育計畫，初期先以農家二代和農校畢業生為優先招收對象，對於該等專班畢業後

實際從農者，接續導入青農專案輔導、育成基地等資源。另外，畜牧產業團體也全力配合暑假職涯探索，提供高農

或大專院校在校生到場學習，以消弭農校生和農場主間的認知落差。 
5.擴大畜牧產業產業團體服務能量，強化經驗傳承及專家現場諮詢診斷： 

   為加速新式生產技術及飼育管理模式的導入，農委會持續補助畜牧產業相關團體、中央畜產會及農業科技研究

院等單位，成立專家團隊，協助國際資訊蒐集、輿情因應及與國外學者專家進行產業技術交流國際交流等；並結合

http://trp.cpami.gov.tw/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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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7.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自 98年 5月起推動，大專業農年齡須

介於 18歲以上至 55歲以下。 

 (1)輔導經營面積：99年經營面積為 5,649公頃，104年底

已達 16,041公頃，成長近 2.8倍。 

 (2)小地主人數：簽訂租賃契約地主人數由 99年 8,121位增

加至 104年 33,880位，成長約 4.2倍。 

 (3)大專業農戶數及年齡：由 99年 703人增加至 104年 1,782

人，成長約 2.5倍；平均年齡 45歲，較國內農民平均年

齡 62歲年輕 17歲。 

 (4)大專業農平均經營面積：平均經營規模達 9.0公頃，為

國內農戶平均農地面積 1.1公頃之 8.2倍。 

 (5)企業化經營輔導：補助 919件大專業農經營計畫，輔導

購置農業生產設備，降低生產成本，簡化人力作業。 

8.青年農民從事農業經營需投入營農資金。 

問題： 

1.臺灣農業每戶可耕地面積小且零散，農民高齡化程度嚴

重，面臨經營管理者斷層、學用落差與缺乏規模效益等相關

問題，因此亟需加速引進青年農民，為臺灣農業注入新血。 

2.參考農委會「101 年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農牧戶所反映

之經營遭遇困難，除「農畜產品價格不穩定」為最重大困難

外，居次的就是「農牧業勞力不足」。這些情況都顯示，如

何穩定產業的基層勞動力來源，以及持續提升畜牧人力素

質、培養優質接班人力，才能因應內外在環境的挑戰，維繫

我國畜牧產業的永續發展。 

3.面對新局勢的挑戰，如何充分運用知識及資源，以促進產

業創新及強化競爭力，已成為我國農業重要課題。 

4.鄰田農藥污染與乾淨水源確保，為農友轉型有機最難掌握

問題，需從生產環境及水源，國內如何規劃適合有機農業長

遠發展區塊，營造友善生產環境，以確保供應安全無虞有機

農產品。 

5.農村人口老化、外移，有機耕作欠缺年輕人投入，需改善

有機經營型態，輔以省工，自動化、機械化耕作，如何獎勵

青年回鄉投入經營，以提高經營效率。 

6.臺灣位處亞熱帶季風氣候，高溫多濕，作物受病蟲害危害

嚴重，有機農業病蟲草害防治技術，為農民轉型有機農業最

大經營障礙，亟需研發各種作物有機栽培標準作業程序

(SOP)，推廣農民採行，易於轉型投入。 

7.有機農產品欠缺完整之流通管道，有機產業如何導入二級

加工及三級行銷，創造新農民工作機會，提升產值。 

8.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認識不足，需推動有機食農教育，將

生活有機化，有機生活化，帶動樂活商機。 

產業實務專家診斷畜禽飼養現場之關鍵需要，提出有效改善策略。 
6.運用網頁整合多元資源分享，強化畜牧產業農民運用與新知學習： 

   運用資通訊技術有助於政府擴展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力，亦可提供更好、更廣泛的服務範圍，農委會建置青年農

民單一入口網站及農業客服諮詢服務，蒐集整合農業訓練、農地取得、資金籌措、農業法令、生產經營技術及行銷

等資訊，提供單一窗口式服務，讓初期從農者獲得現代化企業經營觀念進而穩健經營與創新加值發展。 
為強化畜牧農民掌握市場交易動態，協請中央畜產會及全國性畜牧產業團體，建置畜產行情資訊網，提供畜產品批

發價格即時查詢服務，俾利有意現職畜牧農民，能透過網頁資訊主動獲知交易行情及價格變動，以進行產銷調節與

因應作為。另外，畜產試驗所也建置畜產種原資訊、畜產新知、研究成果及創新育成等相關資料，以分享科技研究

成果或新知，導入數位化精準管理等模式。 
7.農業育成中心：由畜產試驗所、水產試驗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及農業科技研究院的育成中心組成，做為孵

育農業新創事業的搖籃。 
8.農業科技研究院：為農業科技產業化及新創事業化的發展平臺，並媒合創業投資資源，協助業者於資本市場募集資

金。 
9.農業好點子群眾集資競賽：與群眾集資網站業者合作，促進農業之創新產品、服務或商業模式之發想與實踐，透過

獎項的激勵，激發農產業創新發想與實踐。 
10.輔導青年農民從事有機農產品生產： 

(1)各區農業改良場已成立「有機技術服務團」，指導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2)於農民學院開辦有機栽培管理技術進階課程，提升有機農業經營人力素質。 
(3)加強對有機農戶生產設施（備）及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補助。 
(4)酌予補助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 
(5)提供有機農糧產品經營業者低利貸款。 

11.拓展青年農民有機農產品多元行銷通路：推廣地產地消，輔導辦理農夫市集、農民直銷站、國道服務區道農市集

及地區性展售活動等，提供或媒合青年農民參與，並於大型展售活動及定期定點展售提供青農專區(如希望廣場)。 
(1)建置有機團膳食材供應體系，輔導有機農場與通路業者契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食材。 
(2)輔導超市、賣場設置有機專櫃，方便消費者識別與採購。 
(3)設置有機農夫市集，協助小農銷售，鼓勵地產地消。 
(4)輔設有機農場電子商店，並建置 QR code，方便手機 APP 線上查詢，拓展有機農產品通路。 

12.現代化生產設施計畫：輔導從事設施生產之農戶，設置現代化溫網室生產設施，提升生產效能，生產高品質安全

農產品，鼓勵設施集中設置，擴大生產規模及經營效率，穩定農產品供需。 
13.彰化縣及雲林縣輔導黃金廊道溫網室設施計畫：輔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公告適用之區域(包含於

彰化縣南部與雲林縣高鐵沿線兩側各 1.5 公里範圍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農業用地)實際從事蔬菜、花卉及果

樹栽培之農民，發展低耗水農業，興設節水溫網室設施。 
14.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 

(1)政策目標：改善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調整農業經營規模擴大化。 
(2)重點輔導措施： 
○1 小地主輔導措施：提供資深農友「離農獎勵」，符合農保年資滿 5 年且年滿 65 歲之農民，將農地出租給大專業

農者，每個月每公頃可領取 2,000 元，最高上限 3 公頃，即每年 7.2 萬元。 
○2 大專業農輔導措施： 

A.租用農地改善補貼：大專業農承租 100 年連續休耕地復耕，補貼每公頃 1 萬元，惟僅補貼 1 次為限。 
B.轉(契)作補貼：獎勵大專業農承租基期年農地種植土地利用型之進口替代、外銷潛力、地區特產及有機栽培等

作物，依種植作物給予 1.5~5.5 萬元之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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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9.農民欠缺現代化經營管理與創意行銷知能，偏鄉或原鄉部

落相關資源闕如，導入企業資源協助發展有機農業。 

10.農業人口高齡化，在鼓勵青年農民返鄉從農同時，應營造

有利就業環境，除協助生產面向外，應協助媒合銷售通路。 

11.因應極端氣候環境變遷，減少天候影響及災損風險，輔導

青年農民改善蔬菜、花卉及果樹產業生產環境，轉型精緻化

栽培。 

12.年輕專業農民較不易承租農地之原因如下： 

(1)農保、農會會員資格等福利制度，以農地面積為認定農

民身分要件之一。 

(2)老農出租農地仍有 375減租條例，失去土地所有權之擔

憂。 

(3)年輕專業農民與地主間尚未熟識，地主不放心簽訂長期

租賃契約，需有熟識人士引介或年輕專業農民先以 1~2

個期作試種，以取得地主信任。 

13.大專業農平均經營面積高於國內農戶平均農地面積，惟經

檢視其經營區塊分布，多有分散不集中情形，不利農機作業

及生產管理。 

14.青年農民缺乏擔保品，不易自金融機構取得營農所需資

金，或需負擔較高之貸款利率。 

C.企業化經營輔導： 
a.補助購置生產設備：依據「小地主大佃農企業化經營補助基準」，補助購置生產設備。 
b.驗證輔導與補助：輔導申請有機驗證及產銷履歷等健康安全農產品驗證。 

D.租金無息及經營資金低利(1%)貸款：提供農地租金無息(0％)貸款及經營資金低利貸款(1%)之優惠措施。 
○3 「農地銀行」服務(http://ezland.coa.gov.tw /)：提供農友直接在網路上搜尋適合的農地，增加承租的機會。 

15.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提供青年農民營農所需低利資金，另青年農民如擔保能力不足，並有農業信用保證機制，最

高保證成數可達 9.5 成，協助青年農民取得營農資金。 
16.歷年統計數據資料： 
 (1)99 年度農林漁牧業普查。 
  附表 1.畜牧業之農牧戶(場)從業人數按僱用性質區別表 

 總計 常僱員工 臨時員工 不支薪資人員 
農牧戶 
(一般農戶) 

41,366 
3,430 
(8.3%) 

3,452 
(8.3%) 

34,484 
(83.4%) 

農牧場 
(指獨資、合資、公司、民

間團體及機關學校者) 
5,922 

3,701 
(62.5%) 

1,142 
(19.3%) 

1,079 
(18.2%) 

合  計 47,288 
7,131 
(15.1%) 

4,594 
(9.7%) 

35,563 
(75.2%) 

 (2)101 年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附表 2.臺灣地區農牧戶內滿十五歲以上人口年齡結構，2012 

年齡別 人數（人） 結構比（％） 

總計 2,584,898 100.00 

15-19 歲 141,358 5.47 

20-29 歲 309,654 11.98 

30-44 歲 564,226 21.83 

45-64 歲 848,478 32.82 

65 歲以上 721,182 27.90 

   附表 3.臺灣地區農牧戶之主要經營困難按地區分，2012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總計 
% 排序 % 排序 % 排序 % 排序 % 排序 

無困難 47.7 
 

24.7 
 

27.0 
 

41.8 
 

30.6 
 

農畜產品價格不穩定 9.5 (2) 23.0 (1) 31.2 (1) 21.1 (1) 23.5 (1) 
工資負擔太重 7.1 (3) 7.8 (4) 4.8 (4) 1.6 (8) 6.3 (4) 
農牧業勞力不足 13.2 (1) 15.3 (2) 9.0 (3) 12.7 (2) 12.5 (2) 
耕地面積太小 4.9 (4) 3.2 (5) 3.7 (6) 1.4 (9) 3.6 (5) 
農牧業資金缺乏 0.7 (11) 2.1 (7) 1.6 (9) 2.5 (7) 1.7 (9) 
受進出口衝擊 0.2 (13) 0.4 (13) 0.3 (13) 0.0 (13) 0.3 (13) 
灌溉水源不足 4.6 (6) 1.6 (9) 2.5 (8) 2.7 (6) 2.5 (8) 
環境或水質污染 1.3 (9) 0.7 (11) 0.5 (12) 0.2 (12) 0.7 (11) 
農藥成本負擔太重 4.8 (5) 14.4 (3) 10.3 (2) 5.3 (4) 10.7 (3) 

http://ezland.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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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病蟲害防治技術不足 1.2 (10) 1.3 (10) 1.4 (10) 0.4 (10) 1.3 (10) 
農牧業產銷資訊缺乏 0.4 (12) 0.4 (12) 0.8 (11) 0.2 (11) 0.5 (12) 
天然災害侵襲 2.1 (8) 3.0 (6) 3.8 (5) 4.8 (5) 3.2 (6) 
其 他 2.3 (7) 2.0 (8) 3.3 (7) 5.3 (3) 2.7 (7)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農業育成中心：共計 113 家業者進駐，其中 67 家順利畢業。 
 (4)農業科技研究院：促進衍生新創事業 2 家，並媒合另外 4 家農企業取得創投資金 6,449 萬元。 
 (5)農業好點子群眾集資競賽： 2015 年 4 月至 10 月競賽期間，計有 51 隊正式提案上架募資，最終成功募資共

計 24 案，共計募得 868 萬餘元。 
 (6)近 3 年通過有機驗證面積為 102 年 5951 公頃，103 年 6071 公頃，104 年 6490 公頃。 
 (7)自民國 98 年至 104 年，計輔導直轄市、縣(市)興設蔬菜、花卉及果樹溫網室設施計 860 公頃。 
 (8)99 至 104 年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輔導戶數及面積 

年/月 

大專業農 
小地主 
人數 戶數 

面積(公頃) 

租賃 自有農地 合 計 

99/12 703 4,056 1,593 5,649 8,121 

100/12 1,002 6,549 1,884 8,433 13,912 
101/12 1,328 8,004 1,575 9,579 18,265 
102/12 1,578 11,268 1,919 13,187 25,724 
103/12 1,670 12,995 2,075 15,070 29,049 
104/12 1,782 13,912 2,129 16,041 33,880 

(9)青年從農貸款自 101 年 10 月開辦迄 105 年 3 月底，已貸放 395 件 6 億 3,307 萬元 

年度 核貸件數 核貸金額(萬元) 

101  (101.10開辦) 6 405 

102 32 5,015 

103 72 11,889 

104 224 36,009 

105(3月) 61 9,989 

合計 395 63,307 
17.相關網頁： 
 (1)農委會首頁/重大政策 /青年農民輔導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059  
 (2)農業創新育成中心 http://incubator-coa.nat.gov.tw/  
 (3)農業科技研究院 http://www.atri.org.tw/  
 (4)農業好點子群眾集資競賽 http://www.agribiz.tw/2015goodidea/http://www.agribiz.tw/2015goodidea/ 
 (5)農糧署網站：http://www.afa.gov.tw/ 
 (6)有機農業全國資訊網：http://info.organic.org.tw/  
 (7)希望廣場網站：http://www.nfa.org.tw/farmers/default.aspx?TfaID=996 
 (8)小地主大專業農網頁：http://www.afa.gov.tw/peasant_index.aspx?CatID=1280 
18.其他建議參考資料：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059
http://incubator-coa.nat.gov.tw/
http://www.atri.org.tw/
http://www.agribiz.tw/2015goodidea/http:/www.agribiz.tw/2015goodidea/
http://www.afa.gov.tw/
http://info.organic.org.tw/
http://www.nfa.org.tw/farmers/default.aspx?TfaID=996
http://www.afa.gov.tw/peasant_index.aspx?CatID=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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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況及問題(參考) 現行政策或計畫 
科技農企業諮詢服務中心 http://agr-consulting.atri.org.tw/ 

 

青年文化面向 

 

如何鼓勵青年發

展多元文化，激發

創造力? 

 

關鍵字：數位文

化、休閒運動、文

史社造、網路參

與、流行趨勢…等 

文化部 

現況： 

1.鼓勵青年發展多元文化，激發創造力為現今時代趨勢。 

2.臺灣具有豐厚的人文內涵底蘊，創意人才輩出，極具潛力

及優勢，文化部為鼓勵欲投身文創產業之青年勇於創新、拓

展市場，針對不同創業階段之事業，給予不同之扶助與獎助

措施。 

3.社區村落普遍面臨人口老化、青年人口流失，傳統文化傳

承危機及社區缺乏青年參與及實踐管道。 

問題： 

1.欠缺支持年輕人主動從事國際文化交流平臺及機會。 

2.如何鼓勵青年投入文化創意產業。 

3.針對青年申請文創貸款，有何扶助措施。 

4.如何提供青年創新動力參與社區村落機會，促進城鄉資源

流動，發展多元文化，並提升藝文發展環境及創造社會影響

力。 

1.青年文化園丁隊--臺灣青年至東南亞交流合作補助。 

為鼓勵我國青年藝文工作者與東南亞社區及藝術家交流，並將臺灣經驗帶入東協文化網絡，文化部推辦東南亞「青

年文化園丁隊」計畫，期培育我國青年團隊擔任跨文化交流的耕耘園丁，運用文化部補助及計畫實作指導資源，

深入東南亞國家之社區，以社造概念與草根社區或校園連結互動，播散臺灣文化創意種籽，藉以提升國際視野及

跨文化交流的能力，進而橋接兩地文化及社區營造之能量。 

2.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 

文化部辦理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提供創業第一桶金，鼓勵人才從事文創產業，凡年滿 20歲且未辦理公司或商

業登記之個人或團體，或公司或行號設立一年內之文創事業，均可撰提計畫申請。文化部提供實務輔導與諮詢服

務，輔導通過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決選之文創業者，以提升企業之創作能量及產品價值，助長文創產業之發展。 

3.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 

文化部為輔導藝文產業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補助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提供進駐空間及管理諮詢等軟硬體

資源及服務，給與藝文產業有關技術、知識、資金等諮詢與協助，以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 

4.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建立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協助各經營階

段之文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金。申請者遞送計畫書及相關文件經本部審查通過者，即可獲文化部推薦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協助擔保，且如獲金融機構同意核貸，文化部另按年利率補貼 2％利息。 

5.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1)激勵青年因應當代文化社會經濟等問題挑戰，連結社區與社群網絡，展現創新實作及公民行動力，以厚植多元

文化能量及營造協力共好社會之目標。 

(2)策辦競賽活動徵選實作計畫，並頒給實作獎勵金。 

6.歷年相關數據資料： 

103年度辦理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獲獎計畫計 83案。 

104年度各項計畫辦理情形： 

 (1)104年度辦理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協助 60家文創新創公司成立及營運。 

 (2)104年度辦理「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核定補助 11家育成中心。 

 (3)104年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協助文創業者通過 64件申請案。 

 (4)104年度辦理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獲獎計畫計 42案。 

105年度各項計畫辦理情形： 

 (1)105年度辦理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協助 60家文創新創公司成立及營運。 

 (2)105年度辦理「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核定補助 10家育成中心。 

 (3)105年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協助文創業者通過 6件申請案。 

7.相關網頁： 

 (1)文化部網站(http://www.moc.gov.tw) 

 (2)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 http://cci.culture.tw/cci/cci/index.php 

 (3)新聞稿(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45441.html) 

 (4)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網站(http://youthgo.moc.gov.tw/home) 

 (5)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youthgo.tw/) 

 

http://agr-consulting.atri.org.tw/
http://www.moc.gov.tw/
http://cci.culture.tw/cci/cci/index.php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45441.html
http://youthgo.moc.gov.tw/home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go.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