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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會110年優點子提案交流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12月29日（三）14時至16時。 

貳、 地點：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 

參、 主席：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涂淳惠副局長              記錄：葉珅辰約僱助理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 主席致詞：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涂淳惠副局長： 

感謝各位委員這2年來參加定期大會關心市政發展，謹代表鄭市長表達感謝

之意。市政推動工作非常地龐雜，有未盡完善部分市府團隊會持續努力推

動，好的政策也期待委員透過個人影響力廣為宣傳讓市民知道。希望桃園

的生活環境愈來愈好，下一代也將承接我們的基業，接下來進行的優點子

提案，也是為了讓桃園成為一個宜居的城市。 

陸、 優點子提案簡報與交流重點： 

一、 提案六：桃園市 SDGs 永續蔬食指南地圖（提案委員：孫瑋成委員） 

孫瑋成委員： 

我是一名海鮮素食者，但大部分是以蔬食為主食，也發現這樣的行動讓

自己更健康，同時可以促進環境永續，因此我想分享我的提案，第一個

是可以建立以蔬食為主題的地圖，讓民眾發現桃園的蔬食店家，未來也

可以結合辦理桃園蔬食生活節，像台北華山舉辦的簡單生活節，另根據

調查，台灣的蔬食人口在109年底破300萬人口，是個相當大的基數，雖

然不是全素，但也顯示愈來愈多人加入素食主義行列，有關聯合國永續

目標（SDGs）所揭露，食用蔬食可以減少地球的負擔，而我本身選擇吃

海鮮素，原因是我有過敏體質，也確實在吃了蔬食之後過敏反應較為改

善，第二個是畜養牲畜會佔用可耕用地面積，使種植作物面積變少，成

為造成糧食分配不均的影響之一，如果我們漸漸將蔬食變成主食，也可

以減少饑餓貧窮和碳排放，現今社會對於蔬食食用的印象普遍是長輩為

主，例如美國有個名叫「未來肉」的食品，之前去美國到漢堡王吃飯點

餐，吃了一口覺得店員是否送錯餐，結果確認是蔬食肉，口感和味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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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肉品幾乎無差異，才發現蔬食製作非常進步，我也有看到局處夥伴

的書面回覆資料，確實目前有『人間福報』與『環保署全民綠生活網

站』等網站做相關整合，這兩個網站是提供搜尋，但也有些不太方便的

地方，所以我也舉我朋友製作的 APP 例子補充，例如打開 APP 就可以

知道哪裡有供水站，並且結合解任務拿點數的方式，另一個案例是『共

享傘』地圖，透過掃描雨傘上 QR code，或是打開地圖，可以看到附近

哪裡有傘可以借，所以我也補充行動方案，第一是我希望能透過 APP 形

式做蔬食地圖，當民眾打開 APP 就可以知道離他最近的蔬食餐廳在哪

裡，並且希望附加評分指標，例如餐廳使用環保餐具或是與在地小農購

買食材的加分機制，讓所有民眾可以更方便地做選擇，第二是建議辦理

青年蔬食生活節，鼓勵青年開始關注相關議題，相信就會慢慢改變，像

是有一個 Youtuber 頻道-找蔬食，常常拍攝過著蔬食生活的豐富，或許

在青年蔬食生活節時候也可以邀請相關青年 Youtuber 及桃園地區的蔬

食商家共同出席，讓民眾感覺到吃蔬食原來可以這麼潮流，也讓蔬食者

有更多的選擇。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拉娃·布興 科長： 

回應孫瑋成委員的提案，不管是 APP 的開發或是相關活動的辦理，這些

都有與本府環保局進一步地討論了解，也提供我們一些資料可以公開分

享，而我們也鼓勵第三屆青年諮詢委員與市府合作辦理活動，未來評估

是否有可能性是由委員主責辦理青年蔬食生活節方式，就像109年8月辦

理的2020桃園國際青年論壇，由青諮委員組成籌備委員會並且也在論壇

中擔任隊輔，有關 APP 部分，青年局目前有社會企業競賽，內容包含

APP 的開發，並且在過程中提供獎金給青年，任何 APP 的開發都是需要

預算的，青年局也有資源鼓勵青年並透過目前社會企業的永續發展指標

及活動支持，所以建議用參加社會企業競賽開發 APP。 

鄭琮翰委員： 

對於孫瑋成委員的提案有些建議，第一個是以政府機關要做 APP 需要考

量的成本及面向，APP 如果沒有營運管理的人就會被閒置，第二個是如

果要做可以找到附近蔬食商家的地圖，除了有 Google Map 外，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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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免費的地圖 APP 可以使用，建議可以直接使用現有的 APP 連結及查

詢，而且如果只是新增一個地圖基本上成本不會太高，以上提出供參

考。 

曾鈺婷委員： 

我本身有做平台及 Line@分享經驗，其實孫瑋成委員的提案不用花太多

錢只要用 Line 就可以做了，也就是把現有的地圖鏈結上去，讓民眾直接

查詢到周邊的蔬食店家，那如果想要看成品的話也可以再交流。 

二、 提案一：青年參與零距離（提案委員：葉佳蓁委員）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葉珅辰 約僱助理（委員請假委託由業

務科代為報告）： 

提案開始前帶大家回顧109年討論過的議題，二月份開始我們從富田農場

與農業局交流，到觀光工廠看市府推動經濟發展，也到新住民文化會館

了解多元族群發展，再到線上參與社會住宅、公共托育以及長照關懷的

政策等，另外也到新竹縣十二寮時光村與新竹縣教育處及第一屆青年諮

詢委員交流，很可惜我沒有參與到，但是我有看到青年局臉書都有貼文

以及會議紀錄，讓我有參與其中的感覺，也是收穫滿滿，不曉得各位委

員對哪一次參訪最有感，會讓你想與身邊的朋友分享你的所見所聞，又

或是透過個人的 IG 跟朋友分享所學習到的，希望給予最真實的力量，每

一次的參訪都讓我想探究議題背後的脈絡，所以讓我有了今天的發想與

提案，期待有個專業的平台，留存每一次市政參訪的經驗，這樣的平台

是以個案分析，像是用圖文、影音的方式表達，把具有創意洞察力以及

發揮影響力給大家，這個平台的雛形主要受眾當然是以青年有興趣的公

共議題為主，所以平台的定位為一個學習型組織、一個以社群媒體為互

動基礎的討論區，還有青諮與青年線上交流的大平台，也因應後疫情時

代，拉近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距離以及延續公共事務的美好經驗，找到

有效的政府資源，提高青年未來在桃園深耕的意願，不管是青諮委員或

是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共同思考提出更新的創新思維，我們希望可以

透過平台拉近彼此溝通的距離，提供青年所需要的資訊及資源，讓青年

可以學習用不同立場思考問題，同時用同理心包容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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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拉娃·布興 科長： 

只要是青諮會所有會議及提案，原則在會議後都會作成會議紀錄，透過

現有平台如青年局官方網站，設置青年諮詢委員專區，將歷次會議紀錄

呈現在上面，也很感謝葉佳蓁委員的提案，但對於平台有幾個部分要一

起討論，例如平台的管理者是由誰擔任，如果主要以青諮委員線上和青

年做交流互動，就會需要管理者，另一個是以青年局現有的平台，各科

室也有各科業務平台，而青年局本身有臉書及 IG 與青年互動，目前本局

公共參與科也有『桃青參一咖』臉書，以志工、永續議題及青年關注的

公共議題為主，109年的粉絲人數也破萬，其中會有學生主動詢問志工擔

任以及參加永續計畫、論壇等活動，這邊可以針對葉佳蓁委員的提案在

臉書上設置一個主題性的區塊，另外再研擬如何進行活動與曝光，再來

提案中有關學習性的內容，業務科這邊建議可以用影片的方式做宣傳，

結合論壇的方式進行兩天活動深入交流，以1-2分鐘影片吸引青年關注議

題。業務單位這邊研擬的方向是以現有平台做規劃，也會涵蓋葉佳蓁委

員所提案的雛形，分為提案、資源分享與案例分析。 

三、 提案二：月經貧窮—推動桃園市內國中校園普設衛生棉販賣機（提案委

員：馮輝倫委員、劉曜維委員、謝芷芸委員、呂羽琹委員、李柏儒委

員） 

馮輝倫委員： 

討論月經貧窮之前我先就名詞作說明，因為有些人對這個名詞不是很熟

悉，國立台灣大學就有開課討論這件事情，也讓各大學開始思考及關注

這個議題，我本身是學生會所以也有關注到這個議題，今年參與全國青

諮交流會，行政院青諮有提類似案子，並且正在交由教育部研議中，而

教育部的回覆是鼓勵各縣市的青諮在地方政府提案推動，目前台北市政

府研擬相關的預算給國中幾所學校進行實驗性計畫推動，台南市議會也

有議員提出相關議題向市長提問，花蓮縣政府也有類似的案例，可以看

出這個議題愈來愈受政府重視，推動這件事最直接的是減少月經貧窮問

題，核心的概念是每位生理女性一生平均會花費9.12萬元在衛生棉或是

其他生理用品上，其實有些人負擔不起這樣的金額，當然也有人認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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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貧窮，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政策幫助他們，另外在全國青諮交流

會上討論比較多的是，如何有助於推動校園的性別意識，過往國高中性

別教育課程會將男女生分開授課，導致許多生理男性不理解生理女性的

生理用品，生理女性不理解生理男性面臨的問題，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改

變校園的性別意識，我有看到教育局的書面回覆，桃園境內所有國高中

學生如有需要都可以到健康中心領取衛生棉或生理用品，我的想法是覺

得這是比較被動式的關係，還是與設置販賣機供學生主動使用有些落

差，我也認為這兩件事是可以同時並行推動，還是希望可以保持這樣的

概念去實行。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葉珅辰 約僱助理： 

業務科彙整提案與教育局體育保健科討論也包含提到馮輝倫委員所提到

的主動與被動性，在書面回覆裡未能完全表達說明，其實教育局一直都

有在關注並處理這件事，不只是提供衛生棉也提供生理用品，也知道相

關的民間團體如小紅帽協會推動這個議題並給予實際的幫助，局處會視

不同地方的需要辦理相關活動及宣導，並且桃園各級學校在性別教育上

也已經是生理男性及女性共同上課，業務單位也會將委員的意見再整理

給教育局體育保健科提供建議及研議，後續也會追蹤。 

四、 提案三：青年創業向下紮根（鄭琮翰委員、馮輝倫委員、劉曜維委員、

張謙暉委員、高譽誠委員、呂羽琹委員、梁策委員、李柏儒委員） 

鄭琮翰委員： 

本提案主要是針對青年創業說明，我本身經營的暴風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進駐桃園新明青創基地，所以對桃園的青創政策更熟悉，我就針對我看

到的給予建議，創業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創新創業會促成新的產業

發展，教育部有 U-Star 創新創業計畫，參與完後公司不一定需要繼續經

營下去，據統計分析經過計畫出去就業青年，因為自己有創過業的模擬

經驗，所以表現通常優於一般員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目前青年局營運青創指揮部、新明青創基地及安東青創基地，各自有不

同的營運主題也都在時代趨勢中，當然不只要有成功商業模式，也需要

認真努力的團隊可執行，但是在創業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問題，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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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的創業想法很好但沒有實作的能力，這就需要開發團隊協助，就現

在各青創基地進駐規則來說，大部分團隊是有固定的商業模式或是市場

規劃，但對於較新的團隊來說根本沒有接觸過客戶，不了解市場需求，

進一步很難找到商業模式，所以在爭取進駐評分上就會較為劣勢，通常

青年創業會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以營利為導向需要商業模式，另一個是

學習導向，團隊有一定的技術及能量才有可能出來創業，但可能在營運

上會需要做調整讓團隊更成熟，現在桃園青創基地以學習輔導導向，但

我也希望可以建立以青創為導向的方向來實行，例如我和其他進駐青創

團隊討論發現，部分團隊需要足夠開發能量來研發產品或服務，如果可

以直接提供一些工作項目，就可以讓他們更快速地進入狀況，這就像是

母雞帶小雞的概念，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整個創業生態線更健康。綜

合上述我提出三個可行的做法，第一個是就現行青創基地進駐辦法調

整，目前是開放45歲以下的民眾報名，若可以將年齡納入加分項目，可

吸引更多青年加入，配套措施是團隊年輕經驗不足的部分，透過業師輔

導讓團隊精進，如此或許可以幫助青年從學生時期的專案轉變為可實現

內容，也可以透過基地中團隊與團隊的交流迸發更多機會，從第一年的

進駐輔導模式到第二年後就可以轉成商業模式；第二個是補助可以新增

一些項目，讓桃園的團隊更有機會，例如我們公司今年爭取海管處標

案，內容是將海岸線汙染偵測或是介紹導入 APP 製作，其實我們和另一

間競爭公司都有符合需求，但總體分數較低，所以變成是第二順位沒爭

取到標案，我想青年創業一定會有辛苦的地方，如果有多一些加分項目

或許可以讓更多桃園在地的團隊為桃園服務，也可以提升團隊的能量，

注入年輕的元素，給更多年輕的新創團隊機會；第三個是與桃園各大專

院校合作，一般學校團隊優先尋找校內資源，因為學校裡也開始推動創

業基地，我認為青年局可以不提供進駐空間，但可以提供更多創業資

源，例如媒合學生參與交流參訪，了解業界現在狀況，同時請不同性質

團隊共同交流分享，透過資源的串接讓青年更願意嘗試，讓桃園的創業

氛圍更加活絡。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職涯發展科 袁典文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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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琮翰委員的提案想法非常好也很具體，其實我們也正在規劃討論調整

桃園在地青創團隊相關補助方案，在標案的取得上，政府採購法就有輔

導一些青年團隊，協助他們通過經濟部的審核，但可惜的是有意願投入

團隊審核通過的數量也較少，以委員舉公司投海管處標案來說，我們在

輔導新創公司也有相同的感受，所以當初投入很多行銷通路輔導，都是

希望幫助新創團隊及公司在走出第一步的時候不會這麼辛苦，例如團隊

在過去實績上有與桃園市政府青年局合作成果，在爭取標案時能夠呈現

更多，我們也一定會持續地努力。再來我們也會參考委員建議研擬是否

將年齡加分納入相關進駐辦法，當初在審查團隊時候，業界加速器評審

也會以商業模式為重點評估，也看到有大專院校及研究所畢業組隊報

名，但或許在能力上還未能與經輔導過的團隊競爭，像是在簡報或計畫

書撰寫，又或是在計畫架構呈現都尚未成熟，所以評審時我們也有發現

這個問題，可考慮採用保留特定名額鼓勵方式，結合委員提案的第一點

及第三點一起採用，因為青年局在創業推動本來就是以幫助尚未成熟的

青年團隊為初心。另外我們也會跟學校密切接觸合作，如果團隊同時也

有教育部的案子則先以教育部案子為優先，如果委員有認識的新創團隊

需要協助，可以直接介紹給職涯發展科。 

曾鈺婷委員： 

我本身經營的環意有限公司同時是新創及 USR 計畫團隊，感謝青年局的

協助一路上慢慢成長過來，我個人認為可以將進駐團隊區分為兩組，一

是種子組、二是加速組，種子組可以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對象去輔

導，加速組則是學生學到經驗後進到下一個階段。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涂淳惠副局長： 

關於鄭琮翰委員提到將學生時期的計畫專案納入進駐審查是沒問題的，

因為在評選時應當是檢視團隊是否有潛力，而不是以已經具有商業模式

為主讓團隊進駐，另外協助學生團隊與社會接軌是可以納入研議，標案

得標與否是依照採購業主需求去定評分，所以我們以提供團隊合作辦理

活動累積經驗及成果為主，不干涉其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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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案四：青年諮詢列車（提案委員：鄭琮翰委員、馮輝倫委員、劉曜維

委員、張謙暉委員、高譽誠委員、呂羽琹委員、謝芷芸委員、梁策委

員、李柏儒委員） 

鄭琮翰委員： 

今年我以教育部青年諮詢委員身分參加全國青諮交流會，在討論過程中

有提到目前桃園設置青年諮詢委員計39位，如果可以嘗試讓更多青年參

與及關注市政議題，可以把青年諮詢會平台發揮得更大、更有價值，所

以我們希望可以進入校園當作起點，讓更多的青年關注不同議題，或許

可以從大專院校開始，因為大專生在課餘個人時間較多以及關注度比較

高，透過青諮會可以建立與學生對話的管道，具體的做法是由青年局或

是委員發起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青年諮詢委員座談會，每次三至五位委

員參與討論，可以透過議題對話寫下簡單的計畫書，也可以將計畫書給

學校參考與市府局處合作，同時委員針對議題提出初步的構想，能透過

座談會匯集學生想法後請相關單位交流及回覆，讓學生明白他們的聲音

是有機會被政府聽到的，後續視大專院校推動狀況後延伸至高中職，希

望可以透過這個管道，讓各方彼此聯結。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拉娃·布興 科長： 

業務單位向委員說明，本提案可評估與桃園市大專院校合作，每年年初

我們都會與各學校教務處交流，但考量與青諮委員的對話非一次性而是

長期性的，所以也建議與校方研擬結合現有的學程或是專題，透過青年

局補助經費支持一起努力。對學生來說參加活動是有很多意涵，一個是

可以完成學分，另一個是學生可以參與得到志工時數。待較完整資料出

來跟學校合作後，會接續洽詢學生是否也有興趣參與。另也補充說明本

局社會參與補助是一次性活動為主，可以考慮如何長期規劃，近年不少

議題受到關注如18歲公民權、永續發展等，面向廣泛議題也能活絡討

論，我認為委員們都滿努力的，甚至提案也會經過討論配合彼此意見，

委員本身的社群平台也是一個很好活化青年參與公共議題的方式，例如

把參加定期會的想法放在自己的社群上跟大家討論。 

鄭琮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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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18歲公民權議題來說，其實執行難度有點高，大部分學校偏保守，所

以聽到公共議題會馬上反對，所以我補充提出想法是，因為青諮委員的

組成是比較多元包含公、私部門團隊，所以可以用例如生涯講座方式進

入校園，讓委員們分享與公部門對話的經驗，再引導出他們想要討論的

議題，讓學生可以自己查資料而非我們直接提供他們，如此執行難度也

會降低，也較容易與學校合作。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涂淳惠副局長： 

鄭琮翰委員所提的內容很好，我們39位青諮委員算是青年代表，可以與

學生共同討論有興趣的議題，尋找多元合作機會，像是辦理講座或是工

作坊，過程中可以請學生提案，也能與委員交流提出多元具內涵的案

子。  

六、 提案五：成立青諮之友、青委學習社群（提案委員：李誌偉委員、孫瑋

成委員） 

李誌偉委員： 

前面提案有非常多有趣及具體內容，我認為青諮委員在自身領域累積許

多能量，而我跟孫瑋成成委員有個共同提案，希望可以成立青諮之友或

社群平台，透過自身力量協助青年朋友們，例如在學生或是準備就業、

創業的夥伴，使青諮委員貢獻更多影響力和資源，或許是以 APP 的建置

或是平台的建置，透過這個平台共同瞭解大家的專業，串聯資源提供交

流學習的地方，剛剛鄭琮翰委員也提到如何進到校園與大專院校生交

流，我們想法是透過青年局了解各校的辦學狀況、學生生涯的規劃以及

未來學業及就業期待，再找相關領域青諮委員一起進行專案，讓青諮委

員對於青年及社會有更深遠的影響力，並整合資源幫助更多的年輕人，

最後想說的是，台灣要站起來，年輕人要先站起來。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 葉珅辰 約僱助理： 

提案的內容主要目標是連結各界的青諮委員，業務單位可以透過 Line 社

群協助媒合，而社群主要以分享資訊為主，像是一個資源共享的空間，

委員們也可以分享活動內容，另外我們可以用現有粉專「桃青參一咖」

分享相關資訊，不會再另外經營社群網站，畢竟涉及營運管理等等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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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剛剛委員所提出的進到校園調查將再行研擬可行性，也許可以與學

校合作媒合委員擔任學生專題顧問，也是一個正向的溝通及交流方式。 

鄭琮翰委員： 

我們公司正在做一個線上的系統平台，目前推出線上校園徵才博覽會，

是有整合網頁、遊戲互動及視訊，如果套用在青諮委員平台推動可以讓

每位委員都有自己的個人介紹頁面，功能性會更齊全，同時也思考如何

吸引大家使用，全台灣17縣市有青年諮詢組織，期待整合資源讓青諮委

員之間也有不同的交流，我們做這個平台也不用青年局支持經費，剛好

有可以一起學習如何讓平台功能被發揮，委員的資料可以依照意願選擇

是否提供在平台，這剛好是我們公司想做的事，也呼應到委員的提案。 

柒、 散會 ：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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