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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第 3 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第3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3年3月15日(星期五)14時00分 

貳、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6樓簡報室 

參、 主席：召集人黃市長偉哲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紀錄：張詩婷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 第3屆青年事務委員會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3月15日執行

成果：經彙整第3屆青年委員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3月15

日止，參與各機關單位辦理活動或會議，邀請青年委員與

會，計有42場次，其中包含5場次會議、29場次交流活動、

4場次青年給問、1場次政策敲敲門、3場次工作坊。 

主席裁示：略。 

二、 第3屆青年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列管情形： 上次會議列管

情形，詳請見附表一。 

主席裁示：前次會議決議待處理事項皆解除列管。 

柒、 工作小組提案報告：  

一、 案由1：推動青年世代公民參與，培養學生關注公共事務，

請討論案。 

(一) 青年委員謝名准委員提案內容說明： 

1. 教育部於民國107年公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3條，臺

灣各高中職開始有學生會的成立，並參與校務會議、

學校重大政策與校務發展等相關討論，近年高中職

學生開始對於自身的權益日益著重，民國111年11月

25日臺南市有10所高中職學生會，發佈『挺18歲公

民權』聯合聲明，期盼臺灣社會能夠支持18歲公民

權，給予18歲的青年參與未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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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除教育部外，各縣市地方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學

生組織的發展，並開始辦理相關培訓活動、工作坊、

交流會，與各校學生組織，並建立聯繫管道，鼓勵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打造具備公民素養的青年實力。 

(二) 青委建議事項： 

1. 市府能協助本市各大專院校及公私立高中職學生自

治組織發展，推動青年關注及參與公共事務，提供

自治組織諮詢管道，並建立溝通平臺臺關心各校發

展狀況，推動本市學生自治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 

2. 定期辦理學生自治相關培訓活動，共享校園民主機

制建構共好的校園環境，期盼青年因參與臺南市政

府辦理學生自治相關活動後能跨出公共參與的第一

步。 

(三) 本府工作小組討論可行事項： 

1. 由教育局視業務相關（如性平、反毒、反詐騙）與

學生會合作辦理活動，建立合作模式。 

2. 各類活動補助仍由學校作為總窗口，支持學生自治

系統，加強合作傳承，同時提升學生自治組織間的

連結。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與研考會繼續研擬相關協助辦法。 

捌、 都發局專案報告：社會住宅推動政策與進度(略)。 

玖、 交流與討論： 

一、 青年委員發言: 

(一) 鄭委員富方： 

臺北有「青年創新回饋計畫」的社會住宅計畫，如果申請者具備

專業技能，例如為健身教練、桌遊專家或團康帶領者，就有機會

通過這個計畫評選獲得，成為社區的種子住戶，負責定期組織各

類團康活動。建議可以考慮將青年創新回饋計畫的機制應用到一

般戶的入住，並提供一定比例名額給青年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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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涂委員菀茜： 

目前台灣的社會住宅居住年限有限制，如租期6年可延長6年的規

定，對於弱勢戶在12年後的租屋需求，市府可能正在初步思考或

設計提供哪些協助。有些NPO承租社會住宅戶，例如2023年7月的

NPO承租萬華莒光社宅計畫。對於弱勢戶，誰會定期關心並了解

他們的需求，提供協助？共生社區特色包括融合社區與生活地區，

並照顧到社宅法第四條的弱勢戶。針對身心障礙者入住社會住宅，

市府可能正考慮其工作機會及提供協助的規劃和媒合。 

(三) 林委員柏源： 

關注到臺南公宅網站存在問題，即使用正常瀏覽器無法登入，必

須使用無痕瀏覽器才能進入。雖然手機版本無問題，但在分層顯

示上不如電腦版清晰，建議改善網站問題，以便公眾能更容易地

獲取臺南公宅相關資訊。 

(四) 陳委員姿蓉： 

簡報中缺乏軟性互動的規劃，像是社區活動等，這些能夠加強住

戶之間的情感聯繫，增進幸福感，建議未來納入此部分規劃。對

於社會住宅的疑問，是否每棟住宅都應設立負責辦公室，以便住

戶聯繫，也可減輕市府行政負擔。此外，社群網站上缺乏相關資

訊，建議增強社交平台上的宣傳與資訊的提供。 

(五) 楊委員立昇： 

租金保證金對於優先戶可能造成負擔，建議市府考慮減免或替代

保證金的方式，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其次是社會住宅的安全問題，

特別是對於受暴家庭等劣勢群體，可能面臨施暴者闖入社宅的風

險，建議市府與地方派出所合作，加強安全防護措施，以保障住

戶的安全。 

二、 局處發言: 

(一) 都發局：對於社會住宅，目前規範一般戶和優先戶，但針對特

殊類型如青創或共居計畫的戶數較少，未來將增加專案計畫。

弱勢戶的租屋需求，可能需要考慮提供包括包租代管和租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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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等方式協助，也在研究中考慮使用權利住宅。關於弱勢戶的

關懷，市府也計畫與NPO單位合作，尤其關注住房樓下店鋪或辦

公空間，定期關心弱勢戶，已參考其他縣市的類似案例並評估。

肢體障礙者的協助與就業主要由社會局和勞工局負責，市府與

其密切合作，提供住宅需求和相關協助。都發局將學習其他縣

市的經驗，在未來社會住宅的規劃中納入相關處理，對於網頁

問題，市府將檢討是否有改進空間，並在下半年開始租賃時進

行相關宣傳，另外對於弱勢戶一個月的保證金的問題，目前尚

無特定協助方案，市府將進一步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來協助。 

(二) 研考會：針對青年委員市府有政策敲敲門機制，可與都發局進

行深入瞭解，由於時間有限，建議針對具體議題提出一個重點，

今日討論結束後，將有興趣的委員，再安排政策敲敲門到都發

局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三、 主席裁示： 

(一) 對於優先戶的保密問題：在住宅法中，優先戶多半屬於經濟困

難者，部分可能是社會中最弱勢的一群。他們的個人資料應該

受到嚴格保護，以避免歧視或安全風險。因此，在住戶評選中，

必須做好個人資料的保護工作。 

(二) 保證金問題：優先戶可能無法負擔一個月的租金保證金。市府

將需要再次與中央討論是否可以減免或修改保證金政策，以減

輕優先戶的經濟壓力。 

(三) 社會住宅的成本問題：政府在興建社會住宅時需要龐大的資金

支出。這些資金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負責編列預算，需要與中央

政府討論如何分配財政負擔等問題。 

(四) 青年戶的專案：討論是否應該針對青年戶設立專案，以解決年

輕人在住房方面的問題。這需要進一步討論如何界定青年戶，

以及他們的評分標準，並考慮提供日照服務或托嬰服務等額外

服務，以提高住戶的生活品質。 

(五) 請都發局彙整意見，希望將所有提出的意見整合，並歡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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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提供他們的建議。 

壹拾、 臨時動議： 

一、 青年委員發言： 

(一) 涂委員菀茜： 

1. 詢問市府對於各民間組織的督導和服務品質維護是

否有何機制，特別是針對保姆和社工這樣的組織。 

2. 對於社工和保姆遭受負面標籤的現象，詢問市府是

否有相應措施來維護其心理健康，並避免這些負面

影響。 

3. 針對近期發生的虐兒案件，詢問市府是否有相應措

施來預防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尤其是在收出養、

托嬰和保姆等方面。 

二、 局處回應： 

(一) 社會局： 

1. 社會局已在一週內對所有安置戶進行了深入訪查，

以應對最近發生的悲慘案件。 

2. 對於承辦兒童、身心障礙者等安置戶的機構，原先

已有訪視評估計畫，社會局將切實執行該計畫。 

3. 在社工部門，社會局已加強對社工的督導和諮詢，

尤其針對年輕社工在家訪時可能遇到的挑戰，並計

畫啟動警政或民政系統來協助年輕社工提升經驗和

能力。 

壹拾壹、 會議結論： 

一、 建議文化局未來在規劃展覽活動時，可根據各地區的特色加

以強化，並加強與在地設計師、學校和返鄉創業青年的合作。

請提供設計展覽和文博會相關地點、資訊和呈現方式供本府

青年委員參考。 

二、 針對未來臺南400活動，包括觀旅局、文化局等局處，若有與

網紅、KOL等的合作需求，建議參考其粉絲追蹤數。歡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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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委員提供相關建議或合作對象。 

三、 請工務局提供騎樓暢通計畫的期程和相關競賽方式，供青年

委員參考。請思考計畫後的延續性，並持續稽核管理。計畫

期間，除了邀請青年委員參與，也請社會局邀請部分兒少代

表參與討論，並提供相關資料供青年事務委員會參考。 

四、 請交通局提供科技輔助危險路口改善等相關資料，包括人行

道轉角外推、標線規劃、圓環禁止右轉、開放機車行駛內側

車道以及路口直接左轉等更改資訊。針對火車站出站後的公

共運輸搭乘指示，請交通局與台鐵局協調加強引導。 

五、 有關青年出國貸款與創業貸款利息調降部分，請研考會與財

稅局研擬相關規劃。 

六、 除了透過舉辦競賽活動給予學生社團支持外，請教育局和研

考會研擬其他相關協助辦法。 

七、 針對青年委員對於社宅議題的想法，請另行召開都發局政策

敲敲門，並邀集青年委員進行深度交流討論。 

八、 請社會局再行檢視本市青年社工心理健康協助與各機構的檢

視計畫，並提供相關資料供青年委員參考。 

壹拾參、 散會：16時1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