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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3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2月 13日（星期五）8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游主任委員建華                          紀錄：邵沛怡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定。 

陸、業務報告：略。 

一、 委員詢問或建議： 

（一） 朱委員唐妹： 

1. 108年社福考核-公彩盈餘管理組，桃園市政府榮獲特優，值得肯定。

然考核指標中，預算執行率達 95%才可獲得滿分（8分），桃園市 107

年執行率是 86.3%，得分 4分，非常可惜，在此提醒各業務執行單位應

核實編列公彩預算，並積極執行，提高執行率，以爭取社福考核佳績。 

2. 會議資料 46頁「108年度桃園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方案」，108年 6月

已完成委託辦理，有關 108年辦理成果及 109年度預計調整規劃請補

充說明。 

3. 會議手冊 63-64頁項次 6「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心」，108年編列 6,300

萬，執行率至 9月僅 24%，請說明目前規劃幾處、已執行幾處；109年

編列 7,250萬，預計執行幾處，目前籌辦狀況如何，是否會再度發生

無法執行的情形？ 

（二） 周委員麗華： 

1. 108年有許多創新業務，感謝各單位的辛勞及努力。 

2. 有關執行率部分，自各單位業務簡報中可知年度執行率預期目標，經

費未執行原因包含：先使用公務預算及中央補助款、工程進度不如預

期、尚未核銷及無法預期之情形等，建議可設定執行率目標並規劃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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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方案補助案核銷頻率及相關規範。 

3. 有關跨科室、局處業務整合問題，如：婦綜科於新屋及大溪培訓中高

齡訪視員，訪視對象為福利需求長者，該業務與老福科關懷獨居老人

業務是相互結合亦或各自執行？各業務間應討論如何劃分及分工。另

老福科與身障科皆有編列緊急救援系統之預算，此業務為分開招標或

由同一單位提供服務？服務如何提供？有關前述跨科室議題，倘業務

間有相關應進行說明。 

4. 有關性侵及性騷擾防治宣傳，會議簡報資料 40頁提到，未來規劃區分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然法律

名稱誤繕，請檢視。 

5. 參與實地評鑑過程中發現，服務單位對性侵害及性騷擾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實務上機構之照顧者有較高機率面臨該問題，然工作人員對通

報處理流程較不熟悉，建議可深度宣導並介紹處理流程，可更為保障

其權益。 

（三） 李委員榮崇： 

1. 會議資料 14頁項次 2「低收入戶 25歲以下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就學生

活補助」，108年預算編列 4,392萬，因先行使用公務預算，故至 9月

執行率為 0，然 109年仍編列 4,172萬，倘預計先行使用公務預算，109

年預算是否不應編列過高。 

2. 會議資料 21頁項次 3「補助社區發展協會以聯合方式推動老人、兒童、

新移民等各項社區福利服務計畫」係為參與式預算，108年預算編列

700萬，該預算較屬可控制性預算，然預算超支 23%，應敘明原因。 

3. 會議資料 35頁項次 8推展老人休閒式文康服務，106年預算編列 177

萬，107年編列 106萬，108年編列 450萬，109年編列 200萬，該方

案執行率低，且每年預算跳躍式編列，差距較大，方案執行 2-3年，

應可掌握預算執行情形，此部分應加強注意。 

4. 會議資料 53頁項次 18「補助市內各級身障福利機構辦理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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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編列 130萬，然至 9月已使用 146萬，早期機構較少申請該項經

費，然經市府推廣各項服務，且桃園市目前有 24家機構，機構家數逐

年增加，辦理聯繫會報及研習等活動頻率提高，申請人數逐年上升，

故 109年編列 150萬有不足之疑慮，建議再考量。 

（四） 黃委員珮玲 

1. 桃園市運用公彩於社福業務上，不僅鉅細靡遺，且有許多創新，皆顯

現桃園市不僅做到本分，亦向前邁進，期望做到更好，幫助桃園市建

立更綿密之社福網絡。 

2. 人團科設立了非營利組織及社區育成中心，社區育成中心為衛福部重

點業務之一，現大量鼓勵政府建置，桃園市今年編列預算 250萬，明

年編列 300萬，然人事費即占據總經費約一半，倘欲邀請委員出席，

經費恐無法支應。請說明如何運用經費及人力進行相關服務。另非營

利組織在課程辦理及創新之成效佳，然未見其做為非營利組織平臺的

功能，未來建議可思考該面向，及非營利組織與育成中心間分工。 

3. 會議資料 21頁項次 2「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展各項志願服務」， 106

年受益人次為 281人次、107年為 400人次，然至 108年增至 5,979

人次，請檢視資料是否誤繕。 

4. 會議資料 30頁「推動聯合社區旗艦方案」，桃園市的社區發展績效卓

越，不僅績優社區蓬勃發展，亦有良性競爭之效果。今年旗艦計劃補

助 12案，然聯合社區旗艦方案係自夥伴社區起即開始陪伴社區，故績

效除受益人次外，培力小雞社區之數量亦可呈現作為亮點。 

5. 家庭中心之社工為社區第一道防線，現家庭中心有許多年輕社工，在

其接觸個案前是否有提供相關裝備，如：社福資源或福利補助懶人包，

使其於接觸個案時能立即提供相關資訊，前述將有助於社工提供服

務，並穩定人力資源，另亦需注意人力補充以使人力充分，避免人力

流動過於頻繁。 

6. 會議資料 90頁「中高齡女性社區關懷方案」提供女性訪視員訓練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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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使其發揮優勢能力進行關懷及訪視。報告中提到有 357人次參

加，訪視 95名個案，然會議資料僅呈現 22人次，訪視 5人次，請檢

視資料是否誤繕。另訪視員培力完成後用人計劃為何，請說明。 

7. 警察局的婦幼防治網絡願景營需整合跨局處共同提供服務，並可做為

資訊提供平臺，然報告中未見結訓績效及後續作為。 

（五） 何委員麗梅： 

1. 家庭中心社工媒合兒少安置機構及寄養家庭不易，是否能結合一般育

幼院建立類似學校資源班及普通班之分類，設立身障安置區塊。 

2. 輔具定點服務貼近社區，然代步車及電動車等不在定點服務之範疇

內，建議定點服務之項目應更貼近實際需求面。 

3. 辦理創新業務建議於服務規劃前進行需求評估，可進行焦點座談或相

關宣導，以符合實際需求。 

4. 桃園市早療機構建置數量逐年增加，亦有相關補助，然實務上有部分

家屬為往返早療機構，每月需負擔沈重之交通費，建議福利規劃可進

行全方面思考，並注意相關細節。 

（六） 吳委員慧絹： 

1. 會議資料 37頁項次 3「辦理失智服務」為新增案，未見服務內容，請

說明。另請說明年輕型失智症服務是否被涵蓋於現行之失智症服務。 

2. 會議資料 45頁「桃園市委託辦理機構長期照顧服務倡導方案」，有安

排倡導人每月至機構關懷服務使用者之老年生活。然每月 2次之服務

是否不易倡導人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建議增加服務人員與服務使

用者之建立關係，透過多面向進行以完善該服務。 

3. 會議資料 46頁「認知休憩站設立」對桃園市失智症患者是重要服務，

包含法規補助外的家屬皆可運用。現有 7個人口密度相對較高之區域

有辦理認知休憩站，明年度預算有增加編列，倘明年於人口密度較低

之區域辦理服務，服務的受益人次應會相對的降低，故建議成效除呈

受益人次外，亦可呈現質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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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單位回應： 

（一） 社會局： 

1. 社會救助科： 

會議資料 14頁項次 2「低收入戶 25歲以下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就學生

活補助」，108年編列 4,392萬 4,000元，至 9月因優先使用公務預算，

故尚未使用公彩預算， 11月已將該款項執行完畢，執行率為 99%。另

109年預算調整編列為 3,000萬元。 

2. 人民團體科： 

(1) 有關數字誤繕部分會後將再行確認並補正。 

(2) 有關旗艦計畫超編預算問題，係因去年採總額制，由服務單位以競

爭方式申請，今年度為使 13區皆能有服務進駐，故鼓勵各單位皆

可提案，致總預算出現超支情形。考量今年度整體執行情形，明年

度調整為競爭型，預算將於原額度進行支應。 

(3) 服務成效除呈現人次外，應可呈現社區培力情形，如以培力小雞社

區數量做為成效亮點，未來將參照委員意見於成果部分進行呈現。 

3. 老人福利科：  

(1) 有關獨老關懷方案，桃園市列冊獨居老人約 2,700人，過往係透過

公所交由里幹事及非正式資源，如：社區關懷據點志工等來提供獨

居老人關懷服務，然如此一來市府對獨居老人及服務深化之掌握會

較為不足，故 108年 6月起委託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提供獨老

訪視關懷、電話問安及個案管理等服務，服務提供會依據獨老分級

計畫，透過風險分級以提供不同頻率之服務。執行至今列冊之 2,700

位老人已全面完成訪視，並針對個別分級進行適度調整。因桃園市

幅員廣大，故明年度會調整為南北 2區提供服務，藉由增加服務在

地性，以協助專業人員提供專業媒合、關懷訪視等服務時可更深化。 

(2) 有關跨科室合作部分，婦綜科在新屋及大溪培力中高齡婦女訪視

員，老福科在復興區亦有獨老服務措施，未來會加強相關合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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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檢視獨老服務能否運用現有之資源進行加強。另有關老人及身

障之緊急救援系統，目前已進行整合。 

(3) 有關 108年度及 109年度之休閒文康車及日照中心預算編列，因近

2年密集討論前兩項政策並進行調整，以休閒文康車為例，由同仁

擔任駕駛進行宣導工作致服務量受限，今年度已爭取到 2輛捐助之

休閒文康車，明年將以委外方式進行，使文康車能更深入桃園各區

提供服務並進行宣導。在日間照顧中心部分，原係以公設民營之方

式進行規劃，故預算會依當年度布建規劃進行調整。今年透過公有

場地招租之方式，不以委辦方式進行，故減編日照中心經費。 

(4) 認知休憩站每年皆有調整並強化失智症及家庭服務，有關年輕型失

智症，今年係運用認知休憩站之專業人員及失智專業團體，辦理年

輕型失智之教育訓練，希望明年在服務過程中可加強相關服務內

容。在失智資源服務的運用上，今年編列 200萬係運用於修訂資源

服務手冊，包含對國中、小學生之繪本教材及教育訓練等。 

(5) 在倡導服務方案部分，經倡導後老福機構從原先之抗拒，現普遍已

可接受此服務，未來服務內容會參照委員建議，請倡導人針對機構

之專業人員與服務使用者之信任關係及輔助建立服務關係等部分

進行加強。 

(6) 未來認知休憩站之成效除呈現量化資料外，亦會在報告中呈現質化

資料。 

4. 身心障礙福利科： 

(1) 有關補助本市身障機構辦理活動部分，近年發現各機構在辦理項目

及次數上有增加之趨勢，故增編 109年預算，後續會持續關注此項

目需求量部分，並據以調整預算編列。 

(2) 有關輔具定點外展服務部分，因受限於空間故僅能提供部分器材，

如個案經事前聯繫，有需要相關評估需求工具或設備，倘車子可運

送，會配合據點外展時間提供服務。另因據點服務剛開辦，未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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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過程中將陸續檢視可精進之作為。 

5. 兒童托育科： 

有關會議資料 63頁項次 6「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心」，108年原規劃 13

處，至年底實際開幕 11處，有 2處工程未順利完成。明年規劃 17處，

今年因開幕期程多於下半年第 4季，導致營運費之收支及運用不如預

期。109年預算編列方式已進行調整，會視工程進度據以編列營運費。。 

6. 社會工作科： 

(1) 針對家庭中心新進同仁應提供充分支持及福利懶人包部分，目前機

制係運用雲端硬碟，所有同仁皆可運用此共通硬碟，透過手機即可

查詢福利申請表單及流程，不需隨身攜帶大量紙本資料。日後針對

新進同仁會再思考各式多元協助方式。 

(2) 因應委外方案人事經費調整部分，在中央公布政策後，杜副局長已

邀集各單位針對委辦案討論薪資結構，並進行相關調整。 

7.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1) 兒少安置機構，如育幼院，在設置上有相關的標準，目前可收容之

身障孩童係輕度以上，有關中重度部分，現中央有運用公彩回饋

金，本市亦有挹注資源，如改善設施設備以期未來有機會可收容身

障孩童及調整人力配置，然現今在硬體及人力上，倘欲服務身障孩

童仍有困難，為因應此議題，本市有進行其他規劃，如建置多元安

置資源，如團體家屋或規劃在閒置營區設置身障安置機構等。 

(2) 有關早療補助部分是否有可能支應家長交通接送所衍生之相關費

用，目前早療補助每人每月補助 3,000元，低收入戶為 5,000元，

現資源無法補足每一家庭往返之交通費用，倘該家庭有早資社工進

行協助，可請社工進行評估，運用其他替代資源以滿足因早療所衍

生之交通費用。 

8. 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 

(1) 有關中高齡女性用人計畫，主要係招募大溪區及新屋區之婦女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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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訓對象，並透過提供初階及進階培訓課程以確保其訪視相關知

能，後才會進入案家進行訪視。有關跨科合作機制部分，會列入

109年計畫推動重點。 

(2) 有關中高齡女性社區關懷方案手冊資料與口頭報告不一致，係因口

頭報告數據更新至目前最新辦理情形，爰至數據資料有落差。 

(3) 有關在計畫執行前進行焦點團體及宣導工作等需再加強之部分，焦

點團體明年度會依各障別進行細部規劃，以符合不同需求者之期

待，另宣導活動明年會提前辦理，以期可提高每場次之宣導人次。 

9.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有關針對身心障礙及老人福利機構專業服務人員加強性侵害及性

騷擾處理流程相關宣導部分，會後會再行研議。 

(2) 有關簡報法規引用錯誤部分，會後會再行修正。 

（二） 警察局： 

有關「婦幼隊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工作」及「辦理網絡願景營」之績

效及後續作為，呈現於會議資料 147頁項次 7及項次 8，經費合計 340

萬。辦理教育訓練部分，包含願景營訓練及婦幼人身安全及相關宣導

影片等，108年辦理 163場次，受益人次為 25,772人次。另經營婦幼

防治網絡，今年度辦理 1場，受益人次為 100人次，有關委員之建議

會比照前幾大項計畫之成效及策進作為來呈現並進行相關改進。 

三、決定： 

（一） 資料誤植部分請更正。 

（二） 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研議並列入業務執行之參考及修正。 

（三） 有關執行率部分請各業務單位參照過往執行率與執行狀況核實編

列並執行，使經費可有效執行。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