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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3屆第 4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1月 13日（星期五）14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高主任委員安邦(前)                         紀錄：邵沛怡 

鄭副主任委員貴華(後)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上次會議紀錄確定。 

陸、業務報告：略。 

一、委員詢問或建議： 

（一） 周委員麗華： 

1. 恭喜桃園市政府 109年度公益彩券盈餘管理運用考核成績為特優，在

長照評鑑成績亦為全國第一。 

2. 今年度因疫情影響致執行率偏低，部分單位預估至年底可達 90%以上，

提醒各業務單位截至年底尚有 1個半月，於能力範圍請盡力執行，提

高執行率，以利爭取考核佳績。 

3. 部分單位提到目前未有執行率係因該方案為年底一次性核銷，請說明

針對一次性核銷之方案是否會先行預撥款項，或係由單位代墊款項？

倘為年底才一次性核銷，民間單位在經營上有一定難度，是否會影響

單位營運，請業務單位說明相關做法。 

4. 老人日照中心現有 29家，至年底預計再增加 11家，共 40家，平均 1

區有 2-3家。因規定為 1學區 1日照，請問桃園市有多少學區？完成

設立 40家日照中心後，尚有多少學區沒有服務據點？針對前述狀況業

務單位掌握度如何，請說明規劃如何推動此政策。 

5. 身障婦女婚育資源手冊是不錯的規劃，請說明該手冊之印製是否有特

別針對某一障別進行規劃設計，如針對視障者設計語音版或點字版，



 2 

有易讀版或特殊設計可協助身障者瞭解手冊內容。 

6. 衛生局之「自殺個案關懷訪視」，請說明 109年 1-9月受益人次相較往

年落差之原因，是否有特殊因素。 

（二） 黃委員珮玲： 

1. 桃園市具備創新與多元，許多外縣市尚未開始，桃園市即開始提供創

新與外展服務，如身障服務據點、社福媒體行銷、女性培力計畫等皆

十分值得讚賞，另社區旗艦計畫之多元性及執行內容亦是全台之冠。 

2. 疫情趨緩後，明年將是後疫時代，請說明是否有因應之相關規劃，如

提升街友服務、家暴預防、脫貧服務等計畫之服務量，鼓勵各業務單

位在後疫時代之一級預防上可思考現在可進行哪些超前佈署。 

3. 老人福利科與社會工作科之經費執行率未達 70%，今年度係受疫情影

響，然去年執行率約為 65-67%，請說明是否有結構性因素影響。 

4. 「補助原住民族青少年成長營」之課程符合現代青少年之需求，然依

據青少年偏鄉中心輔導經驗，許多偏鄉學校在教育部補助下，業有許

多相似性質之營隊，建議未來執行前可先進行在地盤點，確認學校及

在地區域業有哪些類型之營隊及課程，針對前揭課程進行延伸，提供

更多社區參與、自我探索及職涯探索，或可進行其他進階創新課程。 

5. 相較於外縣市，本市辦理「社區育成中心」配置之人力較低，如台中

市約配置 10多名人力、台北市約配置 6-8名人力、新北市明年預計配

置 6名人力，可能係因桃園市對育成中心之定位與其他縣市不同，建

議可多參考各縣市作法，並思考社區育成中心可能成為各科推動社區

一級預防之平台及管道，因目前衛福部之一級預防大多請社區執行，

如「社區街坊出招」等業務，故育成中心在創新業務上應可再進一步

使力。 

6. 近期參與衛福部辦理之社區防暴共識營，密切討論老人防暴及心理衛

生等議題，未來可能是施政重點，此訊息提供各業務單位於未來進行

超前佈署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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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委員榮崇： 

1. 桃園市近年之服務有目共睹，主因是各局處十分努力瞭解問題所在並

落實執行。近年實地參與社會救助科方案評鑑，皆聘請專家學者實際

瞭解問題，並落實執行以改善問題。桃園市會向雙北看齊，然經費僅

有雙北的一半，卻能有如此成績，十分值得肯定。 

2. 今年度因疫情關係，公彩經費之執行有好幾個月停頓，倘執行率預計

達到 90%，尚有許多預算需消化，建議請示中央有關執行率之評鑑指標

能否適度調整，以避免各局處為達到執行率，毫無目的的運用經費造

成浪費。 

3. 有關人民團體科第 1項「補助各級人民團體辦理各項公益性活動」，

107-108年度執行率皆超出預算編列，第 3項「補助社區發展協會以聯

合社區方式推動老人、兒童、新移民等各項社區福利服務計畫」108

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116.92%，109年度 1-9月亦達 97.7%，前揭項目預

算皆超支 100萬以上，請控管預、決算之編列及落實情形。 

4. 老人福利科第 19項「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計畫」，108年編列

3,055萬 4,000元，109年度增加經費編列至 1億 75萬 4,000元，預

算增加 3倍，然受益人次卻未增加，請說明原因。另受益人次達 200

多萬，建議可分別呈現各據點數、服務人數及服務人次。 

5. 身心障礙福利科積極布建日間作業設施，並超出目標數，未來亦積極

布建日間照顧服務據點，然在社區居住方案，因中夜班人力不易聘請，

補助單位預算經費有限，承辦單位需自籌經費才可進行，故至今僅有 3

處服務據點，數量偏少，建議可瞭解承辦單位之困境並適度調整補助

計畫之內容，以利推動社區居住之進行。 

6. 兒童托育科預算金額高，然方案皆面臨館舍尋覓困難及館舍工程進度

落後，致近 3年執行率偏低，建議調整計畫內容，分年度、階段進行，

如第 1年經費編列以工程為主，第 2年以營運人力為主，以免受工程

進度影響，造成預算與執行數落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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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張委員馨云： 

1. 預算編列請重新審視並核實編列，應以預算實際可執行之角度出發，

避免出現承辦單位窒礙難行，致無法有效執行預算之情形。 

2. 部分方案為年度核銷，另有方案僅核銷至第 1季，請說明核銷方式，

是有預撥經費予單位，或皆由單位先行墊付。 

3. 會議手冊 54頁項次 20「補助復興區多元照顧量能提升方案」，因復興

區尋覓服務使用者不易，然 108年服務人次達 11萬以上，又 109年度

服務人次下降至 720人次，請說明服務方案內容及服務人次計算方式。 

4.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設置 4處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另規劃於 110年

度設置兒童發展中心，請說明服務方式及內容。 

（五） 何委員麗梅： 

1. 人民團體科於疫情期間辦理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課程運用線上課程，

並開發外縣市參加課程，值得讚許。另旗艦社區計畫係運用母雞帶小

雞之模式，立意良好，惟提醒計畫執行時須審慎評估，避免錯誤。 

2. 衛生局項次 1「桃園市委託辦理社區（疑似）精神病患關懷服務計畫」，

思覺失調患者對社會安全網一直是重要議題，倘疑似精神病患者可提

供服務，能否針對確診思覺失調者提供服務及增加訪視頻率，透過與

社區發展協會及鄰、里長結合，加強彼此連結，避免社會事件之憾事

再次發生。 

（六） 吳委員慧絹： 

1. 桃園市辦理失智服務相當用心，如設計兒童繪本及動畫對國中、小進

行推廣，業有國小將此議題作為學習單，對照中央失智政策，以達到

將失智議題融入國中小課程，值得讚許。為提高執行率，建議明年度

可將對象擴及至公教人員，提高對失智症認識之比例，至 2020年目標

值可達到 20%以上。 

2. 針對「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除關懷訪視服務及電話問安等，服務

期間倘發現特殊個案，會提供即時之介入及處遇，在服務期間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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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鄰、里長已建立信賴關係，故當緊急狀況發生時，鄰、里長會於

第一時間致電通知獨居老人的服務人員。然以現行之人力狀況，1位社

工員之案量約為 400位獨居老人，在服務過程中，單就訪視個案工作

量便十分高，倘需針對特殊個案進行較深入之個案管理，確實十分辛

苦，建議明年度服務規劃及人力配置可再重新評估。 

3. 衛生局「桃園市 109年度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補助計畫」執行率偏低，

現今民眾對不施行急救(DNR)之認識較高，然對預立遺囑(ACP)之理解

較低，目前除針對醫療小管家推行，可規劃結合社會局，社區民眾在

未遇到相關議題前甚少主動思考，然實際面臨時心理壓力大，故建議

醫療小管家可結合長照 B單位，實際運用長照服務之個案及家屬，對

相關觀念接受度較高，可藉此推行該方案並提高執行率。 

（七） 朱委員唐妹： 

1. 會議手冊 29頁項次 4「安家實物銀行方案」，109年度受益人次為 5,464

人次，然 108年度受益人次達 2萬 9,217人次，請說明受益人次差異

原因。 

2. 會議手冊 50頁項次 11「委託辦理桃園市到宅沐浴車服務委外服務方案

費用」，此服務對長期臥床長輩是很好的福利，109年度服務人次為

1,188人次，請說明現有幾部到宅沐浴車投入服務，共服務幾位長輩。 

3. 會議手冊 55頁項次 22「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經費」，108年度

編列 770萬元，執行率為 58.18%，109年度編列 1,460萬，至 9月執

行率僅有 28.48%，另 110年度編列 1,362萬 5,000元，請說明經費增

編原因及年度預估執行成果。 

二、業務單位回應： 

（一） 社會局： 

1. 社會救助科： 

(1) 有關項次 4「安家實物銀行方案」服務人次，108年度服務 2萬

9,217人次，於今年度年初調整物資提供指標及急難救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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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現此標準過於嚴苛，且會影響服務人次，故已恢復原發放

標準，使民眾捐贈之物資可有效運用，以服務有需求之弱勢民眾。 

(2) 謝謝李榮崇委員近 2年針對遊民外展服務提供許多指導與建議，

未來會持續推動並精進街友及脫貧服務。 

2. 人民團體科：  

(1) 有關項次 6辦理「社區育成中心」人力配置問題，今年度計畫僅

有 3名人力，含行政人力 1名，並配置督導及社工各 1名以進行

社區輔導工作，故參考台北市、新北市及台中市之經驗，明年度

計畫預計增加主持人，並將行政人力改為輔導員，故將增加 3名

人力共同執行社區輔導工作，另依據明年執行績效，視需要增加

執行人力，並於明年度預算編列時進行規劃及爭取經費。在只有

3名專業人力之情況下，旗艦社區、選拔社區及發展中潛力社區

皆係業務執行重點，以發掘更多具有潛力之社區。 

(2) 有關項次 1「補助各級人民團體辦理各項公益性活動」及項次 3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以聯合社區方式推動老人、兒童、新移民等

各項社區福利服務計畫」經費超支問題，近期有參考審計室意見，

將針對團體屬性及歷年成效調整補助要點，使補助條件具有優先

性。另在社區補助部分業已修正明年度補助要點，社區需辦理超

過 2個月之福利社區化方案才可申請到最高案數，倘未辦理前揭

方案，則可申請補助案調降至 4案，前述規劃應可使社區申請補

助經費下降。 

(3) 感謝委員肯定，NPO線上課程會持續推廣，明年度知識學院在線

上課程部分亦會持續精進，讓更多關心桃園的在地組織有參與機

會。 

(4) 有關委員提到旗艦計畫之個案，係因蘆竹區之社區發展協會，為

鼓勵社區於執行旗艦計畫時可多辦理與身心障礙相關之服務方

案，考量社區之身障服務經驗較不足，故社區規劃與身團合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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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禁止，可能是溝通過程中有不足之處。年底針對明年度旗

艦計畫進行審查時，倘該社區仍有提出身障相關服務計畫，會請

委員針對計畫內容及執行細節進一步瞭解，以助身障服務可擴展

於社區中。 

3. 老人福利科： 

(1) 有關盤點學區設立日照中心，桃園市現有 59學區，業有 26個學

區已有設立日照中心，達 44%，另已規劃 13個學區，故已設立及

已規劃之學區約達 66%，經盤點尚有 20個學區需尋覓服務場地及

鼓勵民間單位進駐，約占 33%。 

(2) 近 2年因長照政策轉換及方案執行模式調整等因素，前年度編列

預算時考量執行方式微調，故大幅減編預算，如「委託辦理社區

式長期照顧機構費用」雖為延續案，今年度起採公有場地招租方

式以大幅降低政府機關之人事費及補助費，並使營運單位可增加

運用服務場地之彈性，致影響執行率，後續會持續檢討執行率。 

(3) 項次 19「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計畫」因疫情影響執行率及

受益人次，未來資料會呈現各據點數及受益人數等數值。 

(4) 項次 20「補助復興區多元照顧量能提升方案」109年度有調整容

納予人團科，此方案係中央欲推展復興區微型日照，為扶植在地

機構之設立及維持原鄉人力資源，故 109年度有編列中央補助前

期之相關預算，惟因場地及人力等問題，且偏鄉服務據點設置不

易，開辦期程不如預期致影響執行率。 

(5) 感謝委員對「辦理失智服務」之肯定，後續會研議將繪本推廣至

公家機關相關人力。 

(6) 項次 8「辦理獨居老人服務」會視今年度執行情形，據以調整未

來方案人力及經費。 

(7) 有關項次 11「委託辦理桃園市到宅沐浴車服務委外服務方案費

用」，桃園市現有 3輛到宅沐浴車，截至今年已服務 623人，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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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透過長照中心 CMS評估後，由 A個管擬定照護計畫及服務單

位提供到宅沐浴及泡澡服務，未來會持續盤點桃園市需求量，期

待可增加服務車輛至桃園市提供服務。 

(8) 項次 22「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經費」預算增編係考量老年

人口逐年大幅提高，故在預算上調整人力相關經費，因中央亦會

編列相關預算，故會依執行情形優先向中央申請相關經費。 

4. 兒童托育科： 

有關預算編列及執行率平衡情形，公共托育供給量包含社區機構及托

育資源中心，預算編列因前端場地、移交及移撥等問題，致無法如期

營運，使營運執行率較低，未來預算編列會檢討實際服務需求及規劃

期程。 

5. 社會工作科： 

108年度預算執行率不佳主要係因「弱勢民眾安置服務」，倘弱勢民眾

有取得身障證明，則會連結身障安置補助，致約有 1,000萬之經費落

差；109年係因「脆弱家庭多元服務方案」去年僅有 5個團體，今年擴

增至 10個團體，故增編預算，惟因今年中央補助項目增加，如心理諮

商、到宅服務及臨托服務等費用，故優先使用中央補助經費，另因疫

情影響， 2-6月暫停服務，志工交通及誤餐費未使用，致影響執行率。

110年度因應前述情形已減編預算 1,002萬 2,000元，期能更符合實際

執行需求。 

6.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有關於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設置兒童發展中心之規劃及服務內容，會

保留現有通報轉介中心及第 2區早療社區資源中心，前述服務將一併

規劃於服務空間內以提供一站式通報、轉介、個案管理及療育等服務，

倘未來療育需求有擴充，會再與衛生局進行相關合作。 

7. 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 

(1) 年度服務方案除按月或按季核銷外，針對一次性活動方案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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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預付款。 

(2) 身障婚育手冊未分障別，身障婚育婦女皆可運用，手冊分為五大

部分，含：孕前健康檢查及產前遺傳診斷補助資訊、孕前健康檢

查及遺傳性基金檢核醫療資訊、身障女性產檢醫療資訊、育兒資

訊(含公托、準公托、居托及親子館等資訊)、發展遲緩及早療資

訊、其他身障資源(如需評中心、身資中心、輔具及家照資源等)

等資訊，關於婚育手冊提供視障者點字部分將研議納入未來方案

規劃。 

8.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因應委員提醒明年會面臨後疫時代，此議題在社區防暴上十分重

要，家防中心 110年度預計辦理高階宣講師培力，期待透過培力

培育更多宣講種子，結合社區及里辦公室以落實宣導。 

(2) 因疫情影響會減少孩子活動參與，致在家使用網路之數位暴力提

升，含散播、傳播影片及照片等，故會以數位性別暴力為宣導主

軸及方向。 

9. 身心障礙福利科： 

(1) 有關向中央反應公彩考核在執行率部分能否因應疫情進行調整，今

年業有縣市函詢中央，中央表示有陸續接獲各縣市之意見，但目前

暫不鬆綁執行率考核指標，考核前會讓委員知悉各縣市有此反應意

見並進行共識。 

(2) 社區居住方案確為維運成本較高之方案，目前係參照中央補助項目

及基準，另市府亦自籌社工人力及部分經費，在維運經費部分也曾

與其他縣市討論，目前尚屬可行範圍內，未來會再與實際執行單位

討論補助經費及項目是否需調整。 

（二） 原住民族行政局： 

桃園市原住民族以移居居多，且遍及 16族群，故規劃 109年度營隊係

以特色性、多元性、文化力及科技力為目標，亦配合學員參與率及環



 10 

境場域，規劃泰雅勇士營、原力探索營及創新科學營等，其中泰雅勇

士營係針對環境生態多為移居且為 2、3代之學子，讓其進行部落學

習，也把服務場域帶到復興區進行體驗；原力探索營則係運用原民局

業管之文化會館，體驗原力探索並進行綜合性活動；創新科學營則係

實地至科學營區進行科技力學習。雖受疫情影響，惟辦理時間為暑假

期間，故學子參與情形踴躍。110年度會依委員建議方向辦理。 

（三） 衛生局： 

1. 有關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服務人次落差係因 109年度資料統計至 9月，

服務人次為 2萬 6,324人，預計至年底可訪視約 4萬多人，超越 108

年度服務情形。 

2. 為使社安網能有更多積極作為，針對精神病患訪視服務，業已納入整

合型服務進行相關規劃並執行。 

3. 有關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補助計畫，後續會積極與社會局及鄰、里長聯

繫，並於接受長照服務之個案中發掘個案，以提高執行率。 

三、主席裁示：  

(一) 有關經費係按月、按季或按年核撥，如何使委辦案經費到位，避免影響

單位營運，後續請社會局(婦綜科)進行全盤檢視檢討。 

(二) 有關失智業務，中央已公布行動方案，衛生局為主責單位，社會局在宣

導方面會共同努力，另桃園市有辦理失智認知休憩站，明年度會併入 C

級巷弄站作為特色據點。 

(三) 本市十分重視獨居老人議題，社會局社工科負責 13區家庭中心，倘獨

居老人有較嚴重之議題需協助，如自殺、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及多重問題

等，可轉介至家庭中心。 

(四) 有關執行率不佳之問題，編列預算應核實，倘有需求可調整容納。另有

關函詢中央執行率考核部份，先前中央業已函示暫不鬆綁，後續會持續

與中央進行溝通。 

(五) 到宅沐浴車對失能長輩係屬重要服務項目，市長對此服務方案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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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後續會持續募車，增加可服務人數。 

(六)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婚育支持培力計畫已經完成之資源手冊後續應評估

該如何精進，如婚育諮詢、資源連結及支持團體等。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 

提案人：何委員麗梅。 

案由：有關國中升高中極重度身障者之就學權益，因現今審核更加嚴謹，現

桃園市極重度身障者在家教育資格多未經過審核，相對多為轉銜至長

照體系，如復興鄉有 1名插 3管之個案，透過就學津貼可補貼生活費

及醫藥費等，國中教師亦會帶學生與該名個案進行融合活動，惟國中

畢業後，教育體系認為其應轉至長照體系接受服務，可家屬完全無法

接受，認為家屬原 24小時照顧個案，現長照介入後家屬即失功能，

但對家屬而言真正需要的並非長照服務，而係有專業人員如老師，可

以讓個案學習並有些微進步，惟針對此類個案究竟可以提供何種協

助？ 

決議：此議題涉及身障者之教育權益，本月月底即將召開「身心障礙者權益

委員會」，請於該會議進行正式提案。 

拾、散會(17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