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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 

第 4屆第 4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11月 24日（星期四）14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2樓 2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高主任委員安邦                               紀錄：陳亭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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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委員文豪： 

1. 會議手冊第 29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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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請業務單位說明運用經費執行此

項方案之執行成果。 

2. 會議手冊第 45頁第 2項次身心障礙者手語翻譯服務，執行後 110年受

益人次 5萬 4,512人次，其中聽障者僅有 1,679人次，111年受益人次

8,136人次，聽障者僅有 1,566人次，想要瞭解除了聽障者需要手語翻

譯以外，還有其他什麼障礙別需要?為何聽障人士佔手語翻譯的比例這

麼低?110年僅佔 3.00%，111年佔 19.20%。 

3. 會議手冊第 58頁身障共融親子館，策進作為提到統計至 111年 8月至

10 月共計服務 23 組親子，到底是統計到 8 月或是統計到 10 月，或是

只統計 8月至 10月，敘述不太清楚，我認為應該是筆誤，再請說明。 

4. 會議手冊第 101頁第 4項次補助結合相關單位宣導資料費用，110年 9

月至 12 月運用電台節目方式播出 12 檔次，受益人次有 4 萬 7,000 人

次，效益看起來不錯；但在會議手冊第 103頁第 5項次補助費用，111

年使用電台輪播宣導 135 檔次，未寫到受益人次，不知道效益，用前

面比例推估應該很可觀，或許可達 50多萬人次，是否在此處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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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之回應，僅說明讓社區進行培訓及計畫申請，

並未說明執行成果與達成目標的狀況，是否可請業務單位於會後書面

提供補充說明本項服務之具體成果? 

（二） 林委員佳靜： 

1. 會議手冊第 136 頁第 1 項次衛生局委託辦理社區疑似精神病患關懷服

務計畫，雖然與後面計畫進行併案，112年起未再提本項計畫，但實務

執行上目前 111年執行率為 44.80%，給大家一個提醒建議，在社會福

利、暴力防治或心衛社工進行關訪及處遇方面，衛生局是否可與所屬

同仁提醒，盡可能把網絡單位共案方式更聚焦，以提升方案執行率，

有時候會發現在實務處遇時，因為衛生局相關單位像心衛社工，在評

估或處遇會與網絡單位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2. 會議手冊第 148 頁第 6 項次失智症照護輔導計畫，此項服務很棒，本

市也從 111 年起列入公彩基金提案本項計畫，但也要提醒衛生局，同

時也提醒其他局處，如果中央有專案可以申請計畫經費，應優先使用

其他財源經費，例如長照服務發展基金針對失智症共照中心及據點有

相關補助經費，可由縣市政府主動提案，建議業務單位優先申請中央

預算，若有不足需充抵，再至我們公彩提出本項補助之申請。 

（三） 林委員幸君： 

1. 會議手冊第 50 頁第 17 項次身心障礙婦女支持培力方案，這幾年是政

策重點，各縣市也看到這項服務的困難與挑戰，身心障礙福利科於本

項服務方案註記 112 年起移由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編列預算，想請

問對應我們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所編列的是哪項預算來執行本項服

務或做為銜接?例如是否為第 4 項次婦女支持與經濟培力計畫?還是在

其他提供相關婦女福利服務方案，或是聚焦在像是健康，由於我們身

障婦女樣態有一段是在個人能力充權，也有一段會是需要跨網路的育

兒指導，再請相關單位回應。 

2. 會議手冊第 78頁兒少安置資源中的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中央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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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一些團體家庭，感謝桃園市參與前瞻時期的服務試辦；不過在第

79頁的書面資料，統計方式以 5家「20床」來呈現，其實本項服務希

望發展「類家庭」的模式，這些孩子顯然在團體式服務上有相當的困

難與挑戰，在照顧上也比較需要費心，是否未來單位可調整「20 床」

的統計方式，改回歸「人」的統計單位，孩子生活其實不僅是一個床

位，整體思維希望回到孩子發展的面貌。 

3. 誠如剛才其他委員提到，許多服務都需要跨網絡，例如會議手冊第 69

頁提供脆弱家庭支持服務是業務單位具代表性特色的福利項目，對應

第 68頁，這個服務自 109年起開始努力，這兩年逐漸成長，但還有一

些成長量與執行率提升的空間，是否後續可考慮與一些高風險或其他

個管體系等進行網絡內的連結，畢竟這是最能接觸廣泛的服務對象，

也可以達成一些社區資源的延伸。 

4. 徐委員特別提到聯合國的永續，這是目前在人民團體，尤其社福團體

推動的重點，期待後續人團科的夥伴在這一塊加強宣導，不只是基層

的社區發展協會要了解，在一些社福團體的會務發展都可以在中長程

的規劃上考量納入相關指標，以作為引領，前提是讓大家知道核心的

17 個項目，像今年中央社福考核已經列為指標，也提供給各位作為資

訊參考。 

（四） 張委員馨云： 

1. 會議手冊第 13頁第 6項次辦理脫貧相關業務方案，是否會追蹤後續狀

況，依實務經驗來看，很多家庭擔心低收等相關福利身分被拿掉，會

拒絕取得工作或累積存款，以避免被取消福利身分，請問業務單位規

劃執行此項服務方案是否考量此部分，或設想後續配套措施以執行? 

2. 會議手冊第 59頁有關未來規畫希望增加社區式服務據點，方案規劃可

以讓身心障礙者就近選擇取得便利的服務，但業務單位在規劃社區式

服務前是否已先進行需求評估調查?因為書面資料顯示部分的社區式

服務執行率出現被排擠的情形，畢竟身障人口數就這麼多，願意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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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人也就這麼多，社區式服務布建這麼多，每一區都有一種服務，

相互影響下，可能會影響預算執行率。 

3. 會議手冊第 57頁身障共融親子館部分提供小建議，以我本身早療背景

的經驗，與家屬溝通時得到的反饋，家屬遇到的最大阻礙是交通不便，

尤其這個共融親子館位於八德區，像是我們的單位在平鎮區，要抵達

八徳區真的很困難，因此針對 6 歲以前的孩子，建議身障科可以與兒

托科的親子館討論，讓親子館能接納更多的身障孩子，例如相關無障

礙的設備，以能提升這些設施的使用意願與執行率。 

（五） 林委員惠珠： 

可能近兩年因疫情關係，影響一些社區式服務的預算執行率，有些方案

因為這兩年預算執行率低，大幅降低 112年度的預算，考量現在疫情趨

緩且逐步解封，明年度如果需求增加造成預算不足，例如會議手冊第

38-40頁的老人社區式服務，請問業務單位將如何調整預算與執行? 

（六） 鄭副主任委員貴華： 

1. 有關身障婦女支持服務方案，本屆身權會的委員亦相當關心此項議

題，對應的是身心障礙者婚姻與育兒指導，後續社會局將結合教育局

的家庭教育中心及衛政單位等，期待後續提出更具體的方案以加強辦

理。 

2. 身障共融親子館交通議題，目前多使用復康巴士或愛心計程車，社會

局和交通局正克服困難，例如交通路線等因素；另希望早療發展中心

能進入身障館以整合服務。 

六、社會局業務單位回應： 

（一） 人民團體科： 

1. 回應委員提問有關本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了解認識聯合國 SDGS 的

執行成果，目前皆由本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規劃 SDGS 相關的課程

與教育訓練，配合社區認證指標，以讓社區了解且融入撰寫服務計

畫，並能切合執行 SDGS服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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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委員請本科說明 SDGS 的執行成果，將依委員提議於會後補充

說明。 

（二）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第 101 頁及 102 頁兩個項次雖皆為宣導，但有所差異，第 101 頁宣

導係指包含家防中心及網絡單位針對家暴、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的

宣導，9到 12月以電台方式宣導的受益人次是本中心以電台閱聽人

數進行粗估，進而計算受益人次；第 102 頁的宣導係針對每年 6 月

的家暴月，進行一系列相關主題的響應與宣導活動，例如今年主題

為男性關懷，並以該主題在各個電台節目進行宣傳推廣，今年此部

分電台輪播檔次為 135 檔次，確實並未推估受益人次，未來將依委

員建議補充推估之受益人次。 

（三） 身心障礙福利科： 

1.第 45 頁第 2 項次身心障礙者手語翻譯服務，110 年及 111 年受益

人次總計 5萬 4,512人次及 8,136人次，計算方式除了書面資料顯

示提供聽障人士手語翻譯服務以外，還涵括各項宣導場合及辦理活

動所提供之手語翻譯服務，謝謝委員建議，後續說明方式將依委員

建議調整。 

2.第 58 頁身障共融親子館有關統計數字部分，111 年自 8 月起本科

與兒少科合作，邀請居托保母、寄養家庭帶身障孩童到共融親子館

參加活動，此部分成果展現為 111年 8月至 10月的區間共計 23組

親子到館接受服務。 

3.社區式服務資源布建規劃，本科會依循中央整合性計畫來持續布建

社區資源，也會從需求評估的面向進行整體的盤點與規劃，進行逐

年的分布與調整，經費上也是依循此布建規劃向中央申請經費，並

運用公彩基金作為地方配合款。 

4.有關共融親子館委員提及交通可及性議題，後續將與交通局研議與

規劃；另身障共融親子館將於 112年起轉型為共融兒童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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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有的服務型態，年齡層向上延伸，以能接納更多年齡層的身

障孩童與兒少，後續將由兒少科推展相關服務，以使更多身障兒少

能使用服務。 

（四）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本市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目前共 5 家由 3 個單位承接，中央目前

推動以家庭是照顧為主，後續將配合委員意見修正文字。 

（五） 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 

有關身心障礙婦女支持培力計畫，112 年起由本科編列經費 148 萬

元，111年及 112年由身心障礙福利科與本科共同執行該項計畫。 

（六） 社會工作科： 

謝謝委員提醒，針對第 68-69 頁家庭支持服務資源服務布建方案，

本項方案經過幾年來的梳理與盤點，我們持續開發脆弱家庭服務時

所需的資源，在資源連結上，不僅本方案的 7 個單位，本局各科的

服務方案也都是可以運用的資源，受益人次與執行上，會持續努力

提供家戶所需資源與服務。 

（七） 社會救助科： 

本項脫貧服務方案每個家戶最長可接受服務的時間為 3 年，在這 3

年期間內會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15-1 條規定，使用縣市政府

職訓或就業措施所取得之收入可予以放寬，原則上不影響該家戶這

3+1 年的福利身分別，如果離開這項方案，就會依據社會救助法規

定審查動產與不動產等，由於本項方案目前進行到第 3 年，因此下

一個年度會要求方案進行脫貧方案家戶的追蹤，包含孩子的就學與

家長的就業情形，也會作為本項方案推展的評估依據。 

（八） 老人福利科： 

這兩年確實因疫情影響，導致據點開辦意願降低，明年度概算業以

實際預估布建目標數量進行預算推估，倘不足再進行調整。 

七、衛生局業務單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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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委員提出有關共案的建議，將提醒同仁持續加強共案關懷。 

（二） 第 148 頁失智照護輔導計畫，誠如委員提出，本局已向中央申請

經費，惟中央補助金額有限，不足以支應本市更多據點，故向公

彩基金提出申請補助 2處據點，其餘 27處據點皆向中央申請經費。 

決定：  

一、洽悉。 

二、請社會局人民團體科會後依委員提問提供補充說明資料。 

會後補充資料（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111年本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規劃社區了解認識聯合國 SDGS執行成效： 

一、 SDGs課程相關培訓： 

(一) 該中心於 8月 30日辦理之 112年旗艦計畫提案培訓課程中說明

SDGs理念，共計 25個社區、45人參與。 

(二) 9 月 1 日辦理「社區永續發展─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社

區培力線上課程，共計 25個社區、30人參與。 

二、 本府補助之 112 年 本市福利社區化旗艦領航計畫提案中，共計 3

個社區於社區服務方案中融入 SDGs指標： 

(一) 龍潭區九龍社區於「攜手齊心關懷社區」方案中運用志工關懷

新住民、身心障礙家庭及生活協助、提供弱勢兒童學期間課後

陪伴、家暴防治宣導等，延伸 SDGs 之「SDG3 健康與福祉」及

「SDG10促進均等」。 

(二) 楊梅區員本社區於「揚帆續航、臻愛楊梅」方案辦理愛心菜園

同時結合福利人口群服務及 SDGs 指標之「SDG2 消除飢餓」、

「SDG3健康與福祉」及「SDG10促進均等」。 

(三) 大溪區仁善社區於「大嵙崁‧新故鄉」方案中藉由社區資源盤

點調查，同時結合福利人口群的服務及 SDGs指標之「SDG11永

續城市與社區」及「SDG10促進均等」。 

柒、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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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4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