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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0年全國青年諮詢組織聯繫交流會 

交流時段紀錄 

時間：110年 11月 21日(日)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一廳(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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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詳見簡報） 

參、 各縣市政府青年事務專責單位回應： 

一、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張主任秘書進逸： 

(一) 有關月經教學，臺北市明(111)年開始將創全國之先，在國中、

小校園放置衛生棉販賣機，並補助學校免費供應女性生理用

品，希望透過微小行動表現市政府對女性平權和月經教學的重

視，並培養學生對生理現象正確的認識。 

(二) 居住正義議題，雖然臺北市是全國興建社會住宅率最低的縣

市，但因為日常維運、用地、預算皆受到許多限制，市府未來

會推動相關補助措施，讓青年可以有更完善的居住環境。 

二、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温專門委員建源： 

今天的議題相當多元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與市府各局處有

關，如新創議題涉及經發局、文化局等，需要跨單位進行整合與

協調，感謝青諮委員提供青年的視角與觀點，期待委員透過自身

行動，持續發揮對青年對政策的影響力。 

三、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青年及綜合規劃科何科長惠玫： 

有關新創與創業補助資源重疊的問題，以基隆市為例，在創業方

面有階段性的資源補助與輔導，各縣市也都有創業服務窗口提供

便利的資訊回應；各大學也有許多創業輔導的計畫與資源，建議

青年朋友無論是在文化、地方創生、體育教育等問題，可以多與

地方政府窗口聯繫，都能獲得具體的建議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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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青年事務科陳科長宥婕： 

今天透過議題分享感受到各地青諮委員的熱忱，新竹縣青年諮詢

組織目前已召開 4 次會議，縣政府也會針對每個分組的提案給予

回饋，如果是能夠執行的提案就會納入政策考量；今天提到有關

創業、教育、運動員生涯等議題，縣政府會誠摯聽取青年建議與

聲音並持續關心與重視。 

五、 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青年事務發展科張科長翠予： 

今天青諮委員的分享，都十分貼近日常，並明確指出希望倡議的

議題，例如性平議題目前在社會上已經看見一些成效，但似乎還

需要再努力；其他包括青年居住正義、教育、體育選手生涯發展、

高中生生涯輔導等議題相當多元，但無法由單一單位協助處理，

會將寶貴意見轉達府內，整合相關單位一起討論如何讓大家共好。 

六、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科長佳玟： 

(一) 臺南市的研展暨青年事務科（下稱研青科）近期任務是促進青

年公共參，希望透過研青科作為青年發聲的平臺，將青年聲音

銜接到市政府，讓各項政策和青年關心議題都能持續帶入府內。 

(二) 目前臺南市正在推動青年公共參與培力，透過多元交流方式和

局處合作落實青年政策，如同青年引路人的議題，市政府不僅

邀請青諮委員出席會議，也透過委員們擔任講師，希望讓青年

們的觸角更往外延伸；今天議題不是一個單位能處理的，後續

會由研青科串連各局處聆聽青年聲音，一起協助讓青年關心的

事務做得更好。 

七、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青年事務科黃科長韋仁： 

(一) 屏東縣主要以農業為主，讓青年返鄉只能從事農業的狀況，或

是將當前流行的文創、手作或有機等版模，套用在打算返鄉的

青年身上，反而限制了青年創業的想像空間，藉由委員們的分

享也讓府內能反思與後續研討。 

(二) 月經教育議題顯現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倡議精神，但由於屏東

縣並非成立獨立的青年局，而是在既有的勞動處下設青年科，

因此青年業務在就業及創業的比例較重，顯少有公共事務的倡

議，藉由委員們的分享也希望屏東縣朝公共事務的領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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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青年事務科呂科長翼均： 

宜蘭縣的青年科除了辦理創業輔導外，也關注青年的職涯發展、

公共參與以及交流學習，希望未來宜蘭縣不僅可以關注地方上的

議題，也能創造跨領域、跨縣市的交流機會。 

九、 連江縣政府民政處勞動行政科曹科長祐誠： 

連江縣受限於人口數及行政人力編制，未能成立青年事務的專責

單位，但由民政處擔任綜理青年事務的整合平臺，積極接受青年

聲音，並每年辦理 2 次青年事務會議；今天各組討論的議題，府

內也會協助青年利用目前正在推動的合宜住宅、協助青年申請及

提報地方創生計畫，更鼓勵青年成立工作坊促進青年返鄉服務，

其中縣府正在整合與活化廢棄營區，作為未來提供青年創業的基

地；另外連江縣目前推動青年事務才剛起步，未來也將與更多縣

市交流並汲取經驗，成為縣政府推動青年事務的助力。 

十、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張簡股長芳儀： 

高雄市針對青年創業、成立 5 年後的新創有許多補助計畫，並舉

辦創新創業競賽鼓勵青年創業；今天提到和高中生職涯銜接的議

題，青年局目前正在著手進行，例如進入校園辦理職涯講座或體

驗活動，降低高中生面對職涯的迷茫；至於青年居住的議題，透

過委員們的分享，希望未來高雄市持續做滾動式調整，也會將今

日的寶貴意見納入市政研討。 

十一、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曾組員丰彥： 

新北市政府未來將成立青年局，之後會與各縣市青年事務專責

單位多請益，讓新成立的單位可以更穩健的運作，另希望青年

署能將今日的簡報公開分享，作為市政參考的資料。 

十二、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青年發展暨就業服務科黃科員鉦尹： 

彰化縣以補助方式鼓勵青年返鄉創業、自發性籌辦青年公共參

與的活動，並正在規劃青年社會住宅，期望透過政策促進青年

續留彰化；另外縣政府目前尚未有青年諮詢組織，相關規劃與

青年議題的研擬都在起步，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和各縣市多交流。 



 4 

肆、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回應 

一、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張組長䕒育： 

(一) 剛才青創議題提到新創和青創的資源重疊，就青年署的立場不

會特別將兩者做區分，以 U-start 為例，橫跨各類型的青年創業，

署內都相當鼓勵；再者，U-start 定位在從學校介接孵化的新創

團隊為主，目標是在校學生及畢業後 5 年內的學生為主，和其

他部會最大不同是 U-start 側重在創業輔導，輔導資源包含半年

的育成與陪伴、訪視輔導等，還有 U-start 門診提供團隊終身保

固協助解決疑難雜症。至於 5 年後的團隊，已經是邁入擴大門

檻的階段，U-start 會辦理 U-start Club 提供資源介接，並有前輩

帶領後進給予支援與幫助，讓新進團隊能繼續成長；如果不是

U-start 團隊，在地方還有許多創業資源，不論是新創還是社創

都相當積極協助，還有學校的育成單位不僅服務 U-start 團隊，

也會服務進駐育成中心的團隊；另外，一般青年對創業有興趣，

也可以參加學校辦理的工作坊、創業沙龍等活動。 

(二) 協助高中生職涯發展及生涯探索部分，明年青年署將有青少年

生涯探索號計畫，對象是針對高中中離學生協助生涯探索，至

於全體高中生因範圍較廣，希望再與「青諮引路人」團隊探討

合作協助中離學生生涯探索的方法。 

二、 公共參與組張組長靜瑩： 

(一) 教育實驗無隔閡議題，可以和國教署目前推動的特色學校結

合，並建立成功案例的模板，讓未來學子有更好的成就與人生

方向；月經議題須從教育層面去改變，而目前行政院青諮委員

也提出同樣的議案，後續可以和團隊聯繫合作。 

(二) 地方政府版本的青年村落計畫，團隊提出的中長程計畫，將青

年回鄉為地方連結做出美好藍圖，也有利青年署未來推動地方

創生與學習型青聚點。 

三、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吳組長正煌： 

目前國際組的 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正在報名當中，如果委員對

今天的議題期望繼續前進可以加入 Young 飛計畫，而且過去已有

許多團隊藉由 Young 飛的執行過程，成立非營利組織或創業團

隊，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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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署長雪玉： 

感謝各組青諮委員熱烈討論出具有深度的議題與未來策略，各組

完成的簡報後續將公開，讓大眾了解青諮委員關心的議題，期許

委員們能繼續深化議題，或利用相關會議進行提案，透過追蹤與

落實提案，促進社會一起共融、共存、共好。 

伍、 臨時動議 : 無。 

陸、 散會 : 中午 1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