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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8年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6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文心 6-1會議室 

參、主席：曾主任委員能汀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林怡秀 

肆、主席致詞：(略) 

伍、本府社會局專題報告「打造婦幼安心城市」（略）                                                                           

陸、各委員建議事項: 

葉委員毓蘭: 

一、從社會局簡報中了解市府在婦幼安全上做了什麼，但更重要的

是要讓民眾知道市府提供什麼福利服務，如到宅做月子服

務，應多加推廣良法美意政策，讓使用者增加，才能增加民

間企業投資，進而提供價廉物美且方便的服務。 

二、 臺灣步入少子化，社會局對於托育政策應更積極，對於公托

倍增計畫，不要以倍增為滿足的目標，應先盤點民眾需求，

建立透明、公開、專業且讓人安心的公托服務。 

三、職業婦女因工作而有托育的需要，請研議性別友善職場，建議

先從市府號召做起，在市政大樓內或就近尋找空間，提供員

工托育或安親服務，讓公務員能兼顧工作與家庭。 

四、鄰里性別友善環境檢視表由鄰長、里長填寫似有不妥，應由鄰

里中女性或兒童填答，以鼓勵的方式公布性別友善鄰里，進

而帶動激勵其他鄰里改善。 

五、臺中市為國際化城市，女性人口之新住民占全市 4%，期望衛

生所規劃通譯服務時間，並善盡各種宣傳的管道，訊息傳遞

需明確，讓新住民皆能接收到。 

六、對於受虐兒童、受家暴婦女及新住民等特殊境遇、狀況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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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應有求助的管道，建議透過戶政系統，在其需要幫助時，

知道如何求助。 

 

許委員雅惠: 

一、到宅做月子從服務者的角度及使用者的滿意度而言是不錯的

婦幼政策，卻缺乏明確的機制處理到宅做月子相關問題，如

產家與做月子中心發生糾紛該如何處置?如何評比?因為這是

與民爭利的市場，或許可從社政的角色立場介入。另在做月

子中心及月嫂的推動部分，衛生局可在醫療院所宣導相關服

務。 

二、公托倍增計畫是否能追上年輕人口移入的速度?選擇地點是依

閒置空間或人口分佈?人口成長速度快的或年輕夫妻多的地

區，生育率較高，如大里、太平、北屯等區，需求較高應優

先規劃設置公托。 

三、社會安全網的問題相當複雜，社會局通常在出事後才篩案處

置，建議與衛生局、教育局、勞工局、民政局、警察局共同

關心。從小燈泡的社會事件來看，問題的源頭為社區的心衛

系統，長久以來資源挹注不足。建議要防患於未然，不應事

發後才由社會局介入，請問衛生局心衛社工對於精神疾病或

藥酒癮的人，其法規、社區處遇、治療方法為何?心衛社工人

員的訓練為何?及其服務模式如何布建?心衛社工薪資相對較

高，其績效為何?希望衛生局確實督導、運用及訓練心衛社

工，做出不同於其他社工領域的專業。 

四、高危機小爸媽及移工常見輟學、虐嬰、殺嬰等問題，請問警察

局、勞工局、教育局之預防性的計畫為何?  

五、近日臺中托嬰中心虐嬰案件頻傳，托嬰中心的保育人員勞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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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低、太過年輕化，其照顧的品質難以提高，此問題亦應被

關注處理。 

六、社會安全網是以社區為基礎，預防角色應由何機關負責?請警

察局、衛生局提供建議。 

七、學校中青少年霸凌、混幫派或網路霸凌是很大的問題，皆讓婦

幼無法安心，請問教育局目前狀況為何? 

八、請積極推動公幼倍增 2-3歲托育之倍力幼兒園政策，不但提升

保育人員的薪資，同時保障品質，並應加強宣導，讓家長了

解相關資源，能較安心托嬰。 

 

李委員君如: 

一、有限資源下的計畫推動，需求盤點應更精準，契合需求，並配

合預測，預先規劃相關設施或制度，可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二、婦幼安心城市可從軟、硬、韌體三方面來持續精進： 

(一)硬體面上：例如有些友善空間未站在使用者的立場做設

計，所以對於實際的使用者如女性或兒童而言，因未考

量其屬性特質、經驗或行為模式，造成相關的設計並不

友善的問題，建議可精益求精。 

(二)軟體面上：有些關鍵在於有些好的政策或許不為人知、

或是無法有效傳遞給需求者；建議政策需主動出擊，讓

更多民眾知道，尤其是一般無法接觸到資源的弱勢者，

可善用多元的媒介通路來行銷政策。 

(三)韌體面上：部分設施可逐步調整，如之前育嬰室多以女

性使用做考量，其設置位置與指標通常不利於男性使

用，這次有加入規劃，是很好的性別平權設計；建議若

有好的典範，可透過某些方式加以宣傳、分享，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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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務升級。 

三、建議跨局處建立效益共構機制，價值共創模式，舉例如下: 

(一)教育局：學童上學的交通動線盤點，淨空騎樓，從家到學

校需有安全的條件，才能平安回家。 

(二)利用文化局的社造點，瞭解在地需求，並可複合都發局的

社區規劃師將閒置空間再利用，例如調整為適合托嬰與安

老的場域，在三代的老少共生相互陪伴中，各自找到其價

值定位。 

(三)勞工局：新住民的跨文化議題，如新住民婦女與長輩的信

仰衝突，或是不同生活方式的移工對社會的影響，更好的

社會支持系統，是可以不斷精進的。 

(四)衛生局：數據或資料的盤點除提供生育率資訊之外，應更

著重健康，不同的區位人口屬性結構亦不同，如都市、農

業地區或移工較多地區，其婦女及兒童需求必截然不同。 

(五)民政局：對低收入戶及弱勢的掌握，進而提高政策規劃的

精準度。 

 

   楊委員朝棟:  

一、如何將好的政策推廣，資源必需統整，建議借由資訊通訊 ICT

技術，掌握數據，以利未來規劃。另相關配套措施及通報系

統亦應通暢。 

二、公托政策是值得肯定的，礙於政策及經費，成長速度有限，可

推動公私合作協力，惟應小心圖利，達到雙贏局面。 

 

 

柒、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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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婦幼議題及問題是媽媽市長盧市長相當關注的，亦為社會大眾

所重視，會後委員尚有其他關照層面，歡迎隨時提供。 

二、各機關回應委員建議事項會議之參採情形，比照上次採 2階段

追蹤，請結合實際政策執行推動狀況及數據，完整且專業的呈

現。 

三、下次委員會議亦期待各機關指派簡任級人員與會討論。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下午 4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