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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9年全國青年諮詢組織及青年事務專責單位聯繫交流會 

成果發表紀錄 

時間：109 年 11月 29日(日)上午 11時 

地點：臺中兆品飯店 B1兆尹廳(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 306號) 

主席：陳署長雪玉                                    紀錄：陶中傑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開場及與會人員介紹：（略） 

貳、 小組成果發表： 

一、 第一組： 

(一) 主題：創業、職涯探索、公共參與 

(二) 成員：陳昱築（主持人）、蔡君蘋科長、黃宏光專委、何惠玫科

長、拉娃．布興科長、葉珅辰助理、范佩珍科長、林家安、曾

吉弘、沈軍廷、游璟蓉、馮輝倫、劉曜維、鍾育欣、沈運聖、

陳宥達、吳君薇、黃偉翔、洪以柔、沈煒庭、孫瑋成 

(三) 成果發表摘要 :  

1. 主題一：創業 

根據 2019 年政策白皮書統計，新創公司在 5 年內的存活機率

只有 1%。經過討論與回饋後，決定從補助的法規面向為切入

點，持續探討青諮委員和政府單位在當中的角色是什麼，可以

提供什麼協助？例如：許多補助案都會以產值做為評估項目，

不過新創產業的產值往往較難從前端就顯現，失去了資金挹注

的機會，就會進而影響到公司存活率；另外，評估的時程如果

從 1 年 1 次、拉長到 2 至 3 年 1 次，也可以降低營運者在準備

資料上的繁複程序，更能聚焦在公司運作上。 

2. 主題二：職涯探索 

依統計數據指出，51%的人並未從事和自己所學科系相關的工

作。為有效推動職涯規劃概念、廣泛傳達其重要性，規劃籌辦

跳脫於以往的制式職涯課程、說明會，以「職涯探索嘉年華活



 2 

動」為主軸，邀請明星擔任表演嘉賓、結合校園社團、職業

VR 體驗等闔家觀賞的綜合活動，讓家長及學生都能前來參

與、了解更多行業。明年有望可以在新竹市先行試辦此類型的

活動，未來希望可以爭取更多部會合作跟經費，落實城市巡迴

的想法。 

3. 主題三：公共參與 

為捲動更多青年投身公共參與，致力從教育過程中、或同儕影

響力開始，讓每個青年都能找到自己可以去投身的公共事務領

域。公共參與本來就有很多的層次，也鼓勵大家在參加相關活

動時，可以在自己的社群平臺發文、打卡記錄，擴大自身的影

響力。 

二、 第二組：  

(一) 主題：地方創生、青年創業、青諮能力提升 

(二) 成員：曾廣芝（主持人）、黃珞寧科長、丁美君科長、李育儒科

員、林厚成組長、陳惠婷股長、周慧婷科長、張心穎科長、張

維翰、曾莉敏、謝念霆、李怡臻、林楷庭、許芸嘉、温佑宸、

蔡宗佃、賴建宏、李軒瑩、邱淑怡、袁國盛、王欽泉、吳昭賢、

林宗洧、呂家媛  

(三) 成果發表摘要 :  

1. 主題一：地方創生 

針對地方創生補助申請及執行流程進行優化討論，在團隊向國

家發展委員會申請提案時，希望團隊能夠直接對口國發會，並

且增加與縣市政府的共識會議次數，由縣市政府做為向中央其

他部會串連資源的評估和把關，也期許青諮委員在當中的角色

是做為縣市政府的手腳，去了解每個現場的狀況，那中央的青

諮委員可以透過彙整的資料，協助國發會執行上做比較好的調

整或管考。 

2. 主題二：青年創業 

以想創業的青年身分，到政府公開平臺搜尋創業補助、創業貸

款等資訊，發現這些資訊並不是非常輕鬆易達的，足見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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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了一些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預計建立青年創業跨域整合平

臺，整合橫向資源，由 KOL 帶動資訊揭露，鏈結到育成中心

等等的諮詢平臺、或提供實作及討論場域的創客基地，吸引對

的受眾找到對的資源。 

3. 主題三：青諮能力提升 

專責單位想推動青諮的組織或者制度，但目前沒有太多的組織

或者運作方式可以參考，希望可以透過通則建置一些指標標

準，提供目前現有的青諮組織、或尚未建立青諮組織的單位，

來審視目前組織是不是符合這些指標。而在青諮委員的部分，

希望每位青諮可以回歸到自我管理的機制，可以在一段時間

後，檢視自己是否有符合對於青諮委員的期待。建議未來也可

以辦理小聚等活動，透過擔任青諮委員的成果或失敗經驗分

享，讓大家可以見賢思齊。 

三、 第三組：  

(一) 主題：公共參與、在地產業與就、創業 

(二) 成員：易俊宏（主持人）、劉佳綾科長、黃佳婷科長、邱怡玟科

長、李宜蓁組員、林佳玟科長、江昱欣副研究員、黃韋仁科長、

洪筱喬助理、張世拓、王郁晴、張嘉云、黃馨賢 袁齊笙、阮敬

瑩、李昶志、楊昀臻、胡詠新 

(三) 成果發表摘要 :  

1. 主題一：公共參與 

由公、私部門發起的公共參與活動很多，希望透過定期追蹤活

動效能的方式累積每次的行動、延續每場活動的效益，例如：

在公部門的部分，可以在會前盡可能詳盡地提供相關的資料；

青諮委員也能依據這些資料，提供 1 個或數個行動方案、企劃

書，具體敘明內容以及解決的方法，加強現場人員討論與交

流，加深與會者有感參與；私部門部分，可以透過建立青年諮

詢組織公民參與指標體制，了解青年諮詢組織公民參與的權重

比例排序是什麼，還有各地方不同的組織辦理公民參與真實的

情形內容，青諮委員每屆的交流與傳承，也能透過議題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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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沙龍的活動，不定期舉辦聚會以利相互熟絡、合作。 

2. 主題二：在地產業與就、創業 

透過盤點地方產業缺工或實習的機會，與學校串連，幫忙補足

一些季節性的缺工以及培訓的部分，讓學生去現場或職場實

習，達到互相補足的共好局面。也希望在這個職場體驗的過程

中，地方能得到青年力量的挹注，協助保存傳統產業，並期許

青年發揮創新力，協力研發新技術或新設備，活化、翻新舊文

化。 

四、 第四組： 

(一) 主題：文化傳承、國際交流、生涯探索 

(二) 成員：張希慈（主持人）、高蘇弘科長、戴麟藹科長、呂翼均科

長、林嬋娟科員、屈彥辰、簡銘翔、汪尚柏、林聖恩、陳慶元、

彭丞惟、劉欣祥、王錦儀、林庭旭、曹庭昇、陳政良、許匡毅、

方子維、鄭予彤 

(三) 成果發表摘要 :  

1. 主題一：文化傳承 

老一輩的長者擁有故事，但說故事的應該是年輕人。青年如何

說故事？預計朝兩個方向進行：方向一，首先盤點出地方有哪

些文化？並從中找到值得被保留和傳承的重點；方向二，如何

由中央開始發起全臺的發展，再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建立

完整行銷面？例如：設定臺灣文化月，發掘每個縣市專屬的文

化故事，輔以地方旅遊補助，達到全面的觀光行銷包裝。 

2. 主題二：國際交流 

觀察到部分青年覺得國際交流是一件門檻很高的事，較難普及

化。預計從青年署國際組現有的計畫去推廣（包含海外志工、

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等）；在教育體制內，也鼓勵教職人員

能將國際案例、SDGs 永續發展目標概念納入課程中，讓國際

交流變成意識形態、向下扎根。 

3. 主題三：生涯探索 

跳脫以往傳統的職業探索模式，以生活化的方式讓學生體驗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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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例如：套用「一日新進員工」的概念，讓學生以新人的身

分實際去體驗該職業一天的生活，從早上需要幾點起床工作開

始了解，去想像自己能否接受這樣的生活。而政府部門方面也

可以成為資源共享的平臺，邀集各行各業有經驗的人進行分

享，並鼓勵學生不要害怕嘗試、勇於當個斜槓青年，讓所有的

體驗過程都成為人生的價值與經驗。 

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陳雪玉署長結語 

一、 經過本次會議大家熱烈討論，無論對於職涯與生涯發展、公共參

與如何落實或與中學生結合，還有國際交流體驗、地方創生等議

題，都提出未來可以進一步合作的行動方案，例如職涯嘉年華活

動，或許可以由教育部與勞動部一起合作辦理。 

二、 期望青諮委員和各縣市的青年事務專責單位，透過本次交流後，

未來可以更加積極合作、資源分享，透過中央與地方的縱向聯繫、

青諮委員的橫向合作，還有更多努力發展的空間，鼓勵公部門攜

手作為青年行動的支援後盾，並與青諮委員合作，透過經驗交流

共同努力落實政策推動並邁向國際。 

三、 公共參與、職涯發展、國際交流等可結合學校向下扎根協助中學

生，例如與國教署青少年諮詢會的青少年代表一起合作，尤其因

應 108 課綱，本署也盤點相關業務和中學連結，運用在社團、公

民課、自主學習課程等方面，也能合作共推方案。 

肆、 臨時動議 : 無。 

伍、 散會 : 中午 12 時。 



 6 

成果發表海報翻拍 

第一組-主題一：創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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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主題二：職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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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主題三：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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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主題一：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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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主題二：青年創業 

 



 11 

 

第二組-主題三：青諮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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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主題一：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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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主題二：在地產業與就、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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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主題一：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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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主題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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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主題三：生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