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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4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14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12樓 12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鄭副主任委員貴華                             紀錄：程瀧德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修正上次會議紀錄標題為「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運用監 

督委員會第 4屆第 1次會議紀錄」，及「貳、審查委員」為「貳、 

委員」。 

陸、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納入集中支付評估報告：略(詳見手冊 7至 9頁) 

決定：洽悉。 

柒、業務報告： 

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業務報告：略(詳見手冊 10至 23頁) 

二、社會局：略(詳見手冊 24至 140頁) 

三、原住民族行政局：略(詳見手冊 141至 148頁) 

四、衛生局：略(詳見手冊 149至 166頁) 

五、警察局：略(詳見手冊 167至 177頁) 

六、委員詢問或建議： 

（一） 李委員榮崇： 

1. 手冊第 27頁項次 6「辦理脫貧相關業務」為擴大服務戶數及納入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追蹤訪視，其中方案加入對有工作

能力未就業追蹤陪伴人力，故 111年預算編列增加 500萬，此部分與

勞動局就業輔導有何差異？ 

2. 手冊第 32頁近 3年執行情形，其中預算數中有流用的金額，想請問流

用的意思為何。 

3. 手冊第 39頁項次 6「辦理社區培力育成中心」其中 110年執行數、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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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及受益人次有筆誤請修正。 

4. 老人福利科為因應老年化社會增加許多方案是很大的進步，惟其中方

案預算編列與執行上有很大的落差，而近幾年都有逐年調整預算因應

實際執行數，希望可以持續檢討及改善。 

5. 身心障礙福利館辦理共融親子館及身障體適能中心，讓本市身障福利

服務提升至與雙北有同樣的水準值得讚許；手冊第 66頁項次 26「身心

障礙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109年執行率達到 398.22%超出預算 477

萬，請說明如何支用及執行。 

6. 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新增考核指標十「公私協力情形」其中需訂有

補助民間單位作業規範，提醒本市須注意此項新增考核指標。 

（二） 張委員馨云： 

1. 每年各局處都有提出許多創新方案，尤其在社區培力等相關方案，例

如身障科有身障婦女培力等，破除以往只有活動型方案，此部分值得

嘉許，提醒培力服務對象時，需一併考量如何讓社區更友善接納我們

的服務對象。 

2. 辦理活動型方案時，不希望只是為辦活動而辦活動，需考量後續活動

成效。 

3. 今年在疫情下各方案執行率偏低，後續規劃或執行方案時，可規劃於

疫情影響下，轉換服務提供之方式；另執行率偏低除疫情影響外，在

編列預算時，或許可與委辦單位討論實際執行情況及補助方式，解決

執行率低之情形。 

（三） 蔣委員月琴： 

1. 手冊第 66頁項次 26「身心障礙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由執行率可看出

身障者臨短托服務需求已超出原本的預期，後續在編列預算時可適時

增加預算滿足照顧者需求。 

2. 今年兒童托育工作完成許多托嬰中心或家園之建置，但我們可以收容

的幼兒還是非常少，例如托育家園收托 204名幼兒及公設民營托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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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收托 750名幼兒，是否滿足桃園人口數之需求，及未來目標設定情

形為何。 

3. 公彩管理會中提出相當多的方案，而各方案中也有許多相似處，例如

藥酒癮方案有衛生局及家防中心的介入，脆弱家庭方案、長照服務倡

導人與社區訪視員等也各有不同單位共同提供服務，各單位都有看到

需求也有不同資源挹注但卻各做各的，建議能否讓資源整合讓服務效

益增大。 

4. 社會局能否盤點服務方案委託哪些民間單位，以瞭解桃園市公私協力

之情形，如委託同一個民間團體超出數個方案，是否有過度集中少數

團體之情形，並失去公私協力的用意及民間團體的多元性。 

5. 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十「公私協力情形」其中補助機制是否公

開透明，是否有公開資訊可參考。 

（四） 林委員幸君： 

1. 老人福利與身障福利同時談到長照服務倡導及身障婦女培力的議題，

倡導可能是指服務對象在過程中增加對自己生活的感知，目標是對自

身權益的發聲反映出對自身的處境，這些我們都可以去思考的部份，

服務方案是用課程的方式進行，而具體的目標還是要有階段性及持續

性的規劃。 

2. 社會工作與兒少福利的部分，在業務報告中服務方案以服務對象為中

心及社區為基礎的概念值得讚許，建議在服務過程中可以加強單位的

橫向聯繫。 

3. 婦女福利中引領中高齡婦女走出家門，擔任社區關懷訪視員，這是一

個很棒的思考，這方案是否有可能與長照或身障家照者服務方案彼此

合作。 

4. 肯定原民局的用心，提供許多原住民生活上的支持，其中健康促進也

是衛生局關心的重點，之後可互相合作。 

（五） 詹委員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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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救助業務預計年底執行率可達 9成，現在尚未達到其原因為優先

使用公務預算，而明年社會救助業務預算與今年相比減少約 1500萬，

是否因為部份現金給付可運用公務預算，而減少公彩預算的編列，如

果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2. 人民團體業務截至 9月底執行率為 25.8%，原因為疫情影響暫緩活動，

預估 12月底執行率可達 85%，請補充說明如何執行。 

3. 老人福利執行率約為 26%各項執行率也偏低，原因為疫情關係長輩使用

服務意願降低，請補充說明至年底如何加強執行率及預估執行率為何。 

4. 社會局各科業務報告年底執行率平均可達 86%，新住民事務科及社工科

相較執行率偏低，新住民事務科 110年預算 400萬，111年編列 1000

萬，預計 110年 12月底止執行率 76.2%，原因為部份方案預算編列調

整至公彩，請補充說明有哪些方案。 

七、社會局業務單位回應： 

（一） 社會救助科： 

1. 公彩預算之編列應避免現金給付，社會救助補助項目多為法定支

出，故 111年部份預算項目編至公務預算。 

2. 脫貧與一般就業輔導方案之差異，脫貧方案除就業外，著力在教育

投資、資產累積、社工關懷訪視及陪伴等面向，與勞動局就業輔導

方案有所差異，而 111年脫貧方案規劃資產累積儲蓄配合款金額約

有 140萬，方案人力 2名社工增加至 4名社工與 1名督導，並辦理

企業參訪與見習、創業與就業自我探索體驗。 

（二） 人民團體科：  

1. 每年對團體補助公益活動都會超出原本預估預算數，故從其他會計

項目項下支用，惟依會計用法「流用」應改為「調整容納」特此更

正。 

2. 手冊第 39 頁項次 6「辦理社區培力育成中心」數據誤繕，將依委

員意見修正，修正執行數為 113萬 3,895元，執行率為 37.8%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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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次為 1,030 人次；社區培力育成中心未來會積極輔導社區，

111 年規劃社區了解認識聯合國 SDGS，同時讓社區將現有服務對

應聯合國 SDGS的指標，並推展至社區服務方案。 

3. 執行率偏低係受到疫情影響，活動辦理人數需控制在 50-80人，而

11 月開放集會人數限制，目前團體辦理活動人數有增加，預估年

底執行率可達 85%以上。 

（三） 老人福利科： 

1.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目前長青學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服

務，已開放服務，而長輩及家屬對於疫情還是有疑慮，故目前服務

情形還是偏低，將請單位持續鼓勵服務對象參與活動。 

2. 110年預算編列將依預算執行實際情形核實編列，減少預算數及執

行數之落差。 

3. 長照服務倡導方案係，由社工每年至機構訪視公費安置長輩，評估

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弱勢長輩，安排倡導人每月 2 次至機

構關心長輩生活舒適度及照顧品質，未來將參採委員意見持續辦

理。 

（四） 兒童托育科： 

兒童托育服務包含公共化及準公共化，現依本市家外送托服務比

例佔 14-17%，其中公共托育佔 17%，準公共化包含居家保母及私

立托嬰中心分別佔 47%及 36%，中央社家署也期待提高家外送托比

例達 19%，故公共托育及準公共化服務將持續努力推展。 

（五） 身心障礙福利科： 

1.身心障礙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超出預算之原因，目前喘息服務分為

2類，長照喘息服務及身障臨短托服務，雖然 2種服務相互互斥，

惟身障臨短托服務服務時數優於長照喘息服務，因此照顧者會擇優

選擇身障臨短托服務造成需求量增加，將依委員意見調整預算數，

以符合身障者及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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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障婦女支持培力計畫將依委員意見，透過身障婦女自身生活經驗

及倡權過程中深入及持續性的推動服務。 

3.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十「公私協力情形」，中央希望透過與

民間團體合作增加服務效益，本市訂有「桃園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

服務補助要點」及相關補助要點等並公告於網站上，今年度也會辦

理「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機制說明會暨團體教育訓練」，期待運用公

彩盈餘結合民間資源達到公私協力之目標。 

（六） 新住民事務科： 

110年預算編列400萬，其中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計畫預算編列100

萬及新住民多元培力計畫為委辦案預算編列 200萬，預計年底前可

完成核銷，另外補助新住民相關團體辦理支持性活動與系列課程預

算編列 100萬，因疫情嚴峻取消辦理活動，民間團體減少活動補助

之申請；有關於 110 年預算編列 1000 萬，係因今年 10月 26 日於

中壢新民市場 6樓成立新住民培力中心，因應設施設備之籌備於公

務預算編列 600萬，111年起將 600萬調整至公彩以作為一整年營

運費用，例如課程規劃、創業諮詢等費用。 

決定：  

一、洽悉。 

二、各局處如有創新方案請提列報告，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

辦理。 

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7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