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108年7月定期大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7 月 30 曰（二）14 時 00 分 

貳、地點：中壢五權親子館（桃園市中壢區正大街 55 號）  

參、主席：顏副召集人蔚慈                                           記錄：蔡聖玫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陸、業務問報及專題間報：（略）  

柒、討論交流重點： 

一、吳芝雅委員： 

(一) 時間問題：平曰上班時段無法來親子館，建議服務時間延長至晚上。 

(二) 公托議題：需求家庭眾多，一般（非特殊需求）家庭難以排到， 即

便有優先資格亦同。 

(三) 補助問題：私立托嬰中心、保母除了月薪之外，會編其餘名目要求

額外的獎金，建議訂定保母與私立托兒所收費標準表。 

二、邱弈洲委員： 

(一) 托育服務：建議提供針對家長與幼童互動的課程。 

(二) 建議親子館的服務人員具家具幼保、社工背景的專業人才。 

三、黃安委員： 

親子館是否成立特教專區，或開放特定時段提供相關服務。  

四丶張碩芳委員： 

(一) 照顧分責：孩子生病，多由媽媽請假照顧，男性被鼓勵認真於

職場工作，須建立性別照顧幼兒的正確觀念。 

(二) 托育議題：父母找保母資訊不易取得，難以確保服務品質，希

望政府提供安心托育的資訊。 

(三) 單親與外藉配偶議題：能力有限，難以抽身照顧小孩。 

五、簡安里委員： 



 
 

(一) 社會觀點：目前政策與法規針對已婚女性居多，可思考未婚女性

的生育福利。 

(二) 共融議題：婦托科 （育兒） 可以跟老福科 （托老）合作規劃共

用場域，白天搭配托老中心，夜間可考慮托嬰中心，讓老人可與

小孩互動，亦可延緩老人失智失能。 

六、李翎瑋委員： 

為解決少子化議題，政府提出不少補助方案，但大多適用於結婚

夫妻。對於在社會上因故無法結婚或是單身想要生育的女性，要

申請這些補助是相對困難，即使近年來針對單身女性已有大部份

的縣市放寬申請標準，仍存在著申請門檻較高或是補助金額較低

問題。希望政府提供相關補助案時，可同步修正執行方式，照顧

需要被幫助的民衆。 

七、曾露瑤委員： 

(一) 經濟補助：政府鼓勵父母自己帶，補助金額卻較少。 

(二) 親職教育：增加親子館的多樣化，可提供小班制度，孩子托育的同

時，可安排父母親子教育課程。 

八、賴振民委員： 

(一) 大學資源：婚姻課程較少，可推薦通識中心安排。 

(二) 繪本資源：兒童繪本書藉較多來自國外，與本地文化較無關聯性， 

建議多提供具在地文化的繪本。 

(三) 生態環境：孩子進行生態教育，學習成效會優於室內課程講授與書

藉資料。 

九、朱延堂委員： 
(一) 交通問題：建議提供多元交通接駁方式，如設立社區專車等。 

(二) 婦幼館顧名思義主要服務對象應為婦女及幼童，目前絶大多數的設 

施針對幼童所設計，建議可針對媽媽課程，提供媽媽喘息機會。 

十、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鍾梅金科長、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許雅蓓處長回應，整理摘要如下： 

(一) 鍾梅金科長： 

1. 開放時間：親子館上班時間周休一休館，週六或週曰仍有提供服

務；評估人力成本，目前不開放晚間服務。 

2. 托育補助：針對私托中心或保母的節慶、年終獎金等項目，政府

並沒有明確設定應該要給付標準，透過不定時辦理輔導及稽查管制

作業，亦可透過舉報來處理變相漲價議題。 

3. 托育服務：公托或親子館有提供親職教育， 每年會利用假曰提供

家長上課，亦有提供臨時托育服務。 

4. 人力資源：除了社工或專職人員以外， 會運用志工或固定的家長

來協助課程或活動的進行。 

5. 早療服務：目前有提供早療篩檢，桃園市內有八德身障福利館服

務給身障幼童。 

6. 特教補助：在市府權責分工屬於教育局。 

7. 宣導管道：透過廣播丶大型活動、短片、單張 DM 等方式持續加

強宣傳。 

8. 單親或新住民：每行政區都有設立家庭服務中心，編制社工督導

提供專業服務。另桃園現有6萬新住民，本府設置新住民聯合服務

中心協助新住民婦女面對語言、文化丶婆媳問題等， 亦辦理生活適

應輔導班。 

9. 共融現況：目前以長輩顧小孩居多， 讓年輕人放心去工作’親子館

推動結合在地服務，例如與社區關懷據點的合作等。 

10. 生育津貼：目前桃園市針對未婚者有相關補助。而父母其中 一

方設藉在桃園即可領取補助。 

(二) 許雅蓓處長： 



 
 

1. 托育補助：目前由政府把關與簽約對象的收費情形為主，不論是

保母、托育中心、幼兒園等，都希望真正協助到需要的家長。 

2. 托育服務：根據中央統計數據顯示至少7成會想自己照顧， （但

其中至少5成交由公婆或親人照顧，2成是自己照顧）剩餘的2~3

成是討論「送托」議題需求者。多數父母仍有育兒上的焦慮，無

論是在教養或是職場上掙扎，政府雖有育嬰留停等福利措施，但

仍無法滿足現況，減輕父母與兒焦慮是共同努力的方向。 

3. 家長教育：除提供親職教養的課程外，提供閱讀的文本，協助家

長在家育兒需求。 

4. 用共融的角度看親子館，現有的親子館中空間是平坦，方便身障

者進入館舍空間，針對其他聽障或視障的幼童，未來可增設點字

書等設備。 

5. 有開放早療和特教單位的特教老師預約時段，可帶特教團體至親

子館使用。 

6. 專業職能：每年均有規劃每人 18 小時職能訓練。 

7. 站在親子館的角度，樂見家長成立支持團體，並結合現有婦女課

程（跳舞、舒壓丶瑜珈…等），及親職角色支持課程支持媽媽喘

息服務。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17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