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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量化成果 

辦理日期 辦理型式 參與人數(男女性別比例) 

111.08.10 參訪活動-亞灣新創園 30人 男:19人(63%)；女:11人(37%) 

111.08.10 
參訪活動-高雄流行音樂

中心 
30人 男:19人(63%)；女:11人(37%) 

111.09.04 提案工作坊(1) 15人 男:10人(67%)；女:5人(33%) 

111.10.02 提案工作坊(2) 21人 男:17人(81%)；女:4人(19%) 

111.10.15 大專院校自治會研習營 51人 男:28人(55%)；女:23人(45%) 

111.10.16 高中職自治會研習營 56人 男:20人(36%)；女:36人(64%) 

貳、 計畫表/經費概算表 

一、 公民參與規劃原計畫表 

計畫名稱 2022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及多元培力計畫 

計畫範圍 本市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協辦機關 無 

計畫期程 111年度 

預估經費 新台幣 120萬 7,500元 

計畫目標 
瞭解目前推動青年議題進展，做為後續發展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

基礎 

計畫內容 

1、 依照第三屆青年事務委員會背景資歷提供，本府重大市政建

設供委員票選，透過實際觀摩體驗，深入了解市政並發想公

共議題。 

2、 邀請具公民參與專長講座或參與過提案工作坊的局處代表，

就後續辦理的提案工作坊流程，對參訪人員辦理事前授課培

力。 

3、 針對參訪後研擬市政議題，邀集青年事務委員、議題相關之

焦點團體及開放本市青年報名參與，提案工作坊中邀請市府

局處代表或議題相關之專家學者，採世界咖啡館方式分組進

行討論，產出最終得以實際執行提案。 

4、 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辦理相關知能課

程，如：經營公共組織，管理大眾事務的經驗與能力，提升

未來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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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天一夜的公民培力營（對象為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社團幹

部），研習內容包括：培力學生發展團隊願景形成向心力，

發想社團活動主題並妥善規劃執行，提升學生團隊合作達成

目標的觀念與能力，培育高雄未來的青年領導者。 

6、 後續製作5分鐘成果總影片1支及追蹤執行情形與檢討，以確保落實青年

提案能與政府政策結合。 

運用公民

參與工具

或機制(請

勾選) 

■工作坊                 □對民眾回應機制 

□參與式預算             ■議題討論共識會議 

■世界咖啡館             ■公參培力課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眾開講、參與式預算、想提議) 

■其他:參訪 

預期效益 

4場市政場域參訪、1場培力課程、2場提案工作坊、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各1場學生研習營、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各一場2天1夜公民培力

營，預計總參與人次約400人次。 

備註  

 

二、 原經費概算表 

項目 金額 場次 小計(元) 備註 

一、參訪活動 44,500 4 178,000 

1、車資、交通費。 

2、導覽費、講師費。 

3、餐費及茶點。 

4、臨時人員工作費(協助計畫執

行臨時人員鐘點費)。 

二、培力課程 60,000 1 60,000 

1、場地費、佈置費。 

2、講師鐘點費、交通費、住宿費

等。 

3、文具費(列印紙、海報等)。 

4、餐費及茶點。 

5、 臨時人員工作費(協助計畫

執行臨時人員鐘點費)。 

三、提案工作

坊 
65,000 2 130,000 

1、車資、交通費。 

2、導覽費、講師費。 

3、餐費及茶點。 

4、臨時人員工作費(協助計畫執

行臨時人員鐘點費)。 

四、學生研習

營 
80,000 2 160,000 

1、場地及佈置費。 

2、講師鐘點費、交通費、住宿費

等。 

3、文具費(列印紙、海報等)。 

4、餐費及茶點。 

5、臨時人員工作費(協助計畫執

行臨時人員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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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場次 小計(元) 備註 

6、培力證書 

五、公民培訓

營隊 
270,000 2 540,000 

1、車資、交通費、住宿費等。 

2、導覽費、講師費。 

3、餐費及茶點。 

5、場地及佈置費。 

6、臨時人員工作費(協助計畫執

行臨時人員鐘點費)。 

7、文具費(教材費、海報等)。 

8、培力證書 

六、成果報告

及紀錄影片 
10,000 3 30,000 

含成果報告書之撰寫美編及印

刷、成果照片及影片彙整存至隨

身碟等 

七、保險 2,000 11 22,000 全案各場活動保險費 

八、雜支 30,000 1 30,000 
郵資、印刷、文具用品等各項有

關專案必要支出 

九、行政管理

費或營業稅 
57,500 1 57,500 約 5% 

合計 
1,207,500(研考會補助總支出 40%，青年局自籌 60%) 

(上開項目得相互勻支) 

參、 活動辦理成效 

一、 參訪活動 

(一) 活動目的： 

為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及多元培力，本次進行「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與

「亞灣新創園」兩場次參訪研習活動，參訪內容包含「夢境現實」MR 

沉浸式劇院、5G 技術與青創人才培育和音樂文創產業發展，交通方

式將使用高雄市重大交通市政—高雄輕軌進行參訪活動，希望藉由交

流體驗過程中，帶領青年深入覺察高雄，關心土地、自身與社會，並

思考如何透過政策提案達成築夢高雄的願景。 

(二) 參訪地點： 

1. 參訪地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夢境現實 

(1) 海音館 

近年來積極培育文創人才及產

業， 以「打造音樂休閒觀光新

基地」、「創造音樂人才發展契

機」、「鏈結音樂特色及文創產

業」和「落實專業營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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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願景，開創多元化的流行音樂文創產值。本次參訪可學習

認識「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如何打造結合音樂與休閒觀光的

新基地，並發展在地的文創產業。藉由創造音樂人才發展契

機和文創產業的人才培育來開創流行音樂文創的永續經營模

式。 

(2) 夢境現實 

是全世界第⼀座 MR 沈浸式劇院。

由台灣動畫公司夢想動畫成立，

本次參訪可學習並體驗結合混合

實境與沈浸式投影，如何以科技

推進藝術的界線，打造新型態的藝術場域。藉由科技輔助讓參與

者在欣賞藝術的同時更全⾯、整體的投入前所未⾒的感官體驗。

混合實境是利⽤頭戴式設備 (例如 Holo-lens)，將虛擬空間或

物件疊加在真實世界中，在混合實境的體驗中，觀者可以在保有

真實環境的狀態下，與虛擬世界互動。 

2. 參訪地點：亞灣新創園 

為推動南臺灣新創產業發展，

經濟部中小企業擇定以 5G、AI、

IoT 為發展重點於高雄建置南

臺灣國際級創業聚落「亞灣新

創園」。本次參訪學習「亞灣新

創園」如何運用 5G、AI、IoT 技術與在地企業合作，帶動區

域性傳統產業轉型，增加高雄更多的就業機會。瞭解「亞灣

新創園」如何吸引招攬國外新創企業來高雄，接軌在地產業

供應鏈，促進國內、外人才交流合作。另外，如何結合內外

部資源和網絡，讓高雄成為南臺灣新創接軌國際之首站。 

(三) 活動資訊 

1. 活動日期：111年 8月 10日（三） 

2. 活動時間/地點： 

(1) 09:00-12:30亞灣新創園（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號） 

(2) 13:30-17:00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高雄市鹽埕區真愛路 1號） 

3. 活動對象：第三屆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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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規劃： 

時間 流程 備註 

參訪活動(上午場)-亞灣新創園 

09:00-09:30 報到 輕軌至 C7 軟體園區站 

10:00-12:30 亞灣新創園 

⚫ 空間導覽 

⚫ 亞灣新創園區邀請進駐青

創團隊代表進行座談分享

及 QA 

12:30- 賦歸  

參訪活動(下午場)-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3:30-14:00 報到 輕軌 C10光榮碼頭 

14:00-15:30 夢境現實 導覽+ MR沉浸式體驗 

15:30-17:00 海音館 

⚫ 戶外導覽介紹 

1建築歷史介紹 

2.場館設施說明與營運介紹 

Q&A室內座談 

17:00 賦歸  

 

(五) 活動照片紀錄： 

  

  
亞灣新創園 Startup Terrace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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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現實 Moondream Reality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六) 問卷統計分析 

 

4%

7%

26%
63%

亞灣新創園活動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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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工作坊 

(一) 活動目的： 

為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及多元培力，並創造共同期望的未來與願

景，本次「青年青為-提案工作坊」將藉由兩場次工作坊引導學員

深入覺察高雄，關心土地、自身與社會，並提出適當提案達成築

夢高雄的願景。 

(二) 活動資訊： 

1. 第一場次： 

(1) 活動日期：111年 9月 4日(日) 

(2) 活動時間：09:00-16:00 

(3) 活動對象：第三屆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 

(4) 活動地點：K-TV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高雄市鳳山

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2樓) 

11%

15%

74%

夢境現實活動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15%

26%59%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活動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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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場次： 

(1) 活動日期：111年 10月 2日(日) 

(2) 活動時間：09:00-16:00 

(3) 活動對象：第三屆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 

(4) 活動地點：PINWAY駁二八號倉庫(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8

號) 

(三) 活動規劃： 

提案工作坊安排一位主要主持人並安排引導人員掌握討論流程，

及擔任提醒程序之角色，由主持人參與討論情形，主要以使用者體驗

與議題分析的方式讓學員體驗政策提案激盪過程，並在討論有問題時

解惑或離題時協助引導回歸正。 

第一場次目標從不同領域中凝聚出重點問題並思考解方方向為

主；第二場次目標則是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和行動步驟，並收斂議

題提案或政策。 

1. 第一場次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09:00-09:20 報到、分組 
 

09:20-09:30 開場致詞 
長官致詞 

工作坊目標說明 

09:30-10:30 

提案工作坊流程說

明與分享審議討論

技巧 

主持人： 

曾廣芝｜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青年發展協進會 

10:3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00 議題討論 

組員依據提案流程進行議題

選擇的討論，由引導人掌握討

論的流程與時間。主持人適時

依據各個議題討論提供反饋

與建議。 

12:00-13:00 午餐 用餐與休息 

13:00-14:50 解決方案討論 

組員依據議題腦力激盪可行

的解決方案並彙整討論的意

見，由引導人掌握討論的流程

https://www.facebook.com/yd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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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主持人適時加入各個

議題討論並提供反饋與建議。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00 小組分享 

組員分享議題討論方向與解

決對策，主持人請專家針對小

組分享提供建議，並引導學員

相互提出反饋。 

專家學者： 

石岳峻/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

光研究所副教授  

16:00 賦歸  

 

2. 第二場次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09:40 
提案工作坊流程說

明和案例分享 

主持人依據第一場次組員的

議題方向，分享相關案例與經

驗作為參考並說明第二場次

工作坊流程與目標。 

09:40-10:40 方案討論 

組員依據第一場次可行的解

決方案彙整討論意見，由引導

人掌握討論的流程與時間，主

持人適時加入各組議題討論

並提供反饋與建議。 

10:40-10:50 休息  

10:50-12:00 繪製行動方案 

各組組員依議題共同繪製行

動方案，由引導人掌握討論的

流程與時間，主持人適時加入

各組議題討論並提供反饋與

建議。 

12:00-13:00 午餐 用餐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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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 行動方案分享 

每組成員以 20 分鐘分享行動

方案，由主持人專家給予反饋

和建議。 

⚫ 石岳峻｜副教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

研究所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調整後方案分享 

各組組員依反饋的意見調整

並收斂提案，主持人適時加入

各組議題討論並提供反饋與

建議。 

各組員分享調整後的方案 

16:00 賦歸  

 

(四) 活動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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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提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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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提案工作坊 

(五) 問卷統計分析 

1、 第一場次 

 

 

9%

91%

活動地點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18%

18%
64%

講師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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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場次 

 

 

9%

18%

73%

提案工作坊整體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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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規劃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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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研習營 

1. 大專院校自治會研習營 

(1) 活動目的: 

培力研習營將帶領大家了解學生自治會在校園內除了推

動校務發展的角色及定位，如何透過企劃提案、財務管

理和公共事務參與方式，培育學生議事能力與充分表達

意見之方式，促進大專院校自治會青年學子對社會之使

命感與在地參與的精神。 

(2) 活動資訊： 

I. 活動日期：111年 10月 15日(六) 

II. 活動時間：09:00-17:00 

III.活動地點：亞灣新創園(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IV. 活動對象：設籍或就讀於高雄市之學生並擔任自治

會或學生議會成員 

(3) 活動規劃： 

大專院校培力課程主軸為培養青年對公民事務的瞭解，

並藉由兩場次的分組研習，培育參與學員企劃能力、財

務規劃和公共議題的參與能力。培力課程也將邀請曾擔

任學生會的幹部或學長姐分享其經驗和方法，會後則以

綜合座談方式讓老師與學生有更進一步的互動，並進行

結業證書的頒發。 

 

 

16%

15%

69%

提案工作坊整體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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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說明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致詞 市府代表 

09：10-10：20 學生議會經驗分享 
曾廣芝｜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青年發展協進會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2：00 
從學生到政治參與

的多元實踐 

曾柏瑜｜ 

新北市在地深蹲協會理

事長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4：40 分組研習 1 

 企劃提案組講師：  

高捷｜ 

貝殼放大集資部內容議題組

部門副理 

 財務會計組講師：  

袁齊笙｜ 

臺灣青年事務協會理事長 

 公共參與組講師：  

廖郁雯｜ 

臺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員 

15：00-16：10 分組研習 2 

16：10-16：30 綜合座談 
三組講師共同列席和學生互

動，接受詢問並回覆 

16：30-17：00 頒發培力證書 頒發學員培力證書 

 

(4) 活動紀錄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yd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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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經驗分享｜曾廣芝 

  

  

從學生到政治參與的多元實踐｜曾柏瑜 

  

  

財務制度與監督-PDCA的全面實踐｜袁齊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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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群眾集資來與社會提案｜高捷 

  

  

公民參與議題規劃策略與挑戰｜廖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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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現場照片/合照 

 

(5) 行銷宣傳： 

  

青年局官方臉書粉絲團 

 
 

青年局官方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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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局官方 LINE@ 青年局官網 

 
 

Dcard 

 

(6) 問卷統計分析 

 

9%

11%

3%

59%

2% 12%

4%

如何得知活動訊息

FB

IG

官網

學校

活動文宣

親友告知

網路部落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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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9%

22%

56%

活動地點安排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2%

13% 2%

26%
57%

課程講師滿意度-曾廣芝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9%
9%

17%

65%

課程講師滿意度-曾柏瑜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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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

9%

59%

課程講師滿意度-高捷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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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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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滿意度-袁齊笙

1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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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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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9%
13%

19%59%

課程講師滿意度-廖郁雯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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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職自治會研習營 

1、 活動目的： 

培力研習營將帶領大家了解學生自治會在校園內除了推

動校務發展的角色及定位，如何透過青少年權益培力、

學生權利經驗分享和公共事務參與，培育學生議事能力

與充分表達意見之方式，促進高中職自治會青年學子對

社會之使命感與在地參與的精神。 

2、 活動資訊： 

I. 活動日期：111年 10月 16日(日) 

II. 活動時間：09:00-17:00 

III.活動地點：亞灣新創園(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IV. 活動對象：設籍或就讀高雄市之學生並擔任自治會

或學生議會成員 

3、 活動規劃： 

高中職培力課程主軸為培養青年對青少年權益的認識與

瞭解，與藉由公民參與的觀念、心法與技巧培養學員對

議題討論的能力，最後則由老師帶領學員進行議題模擬

與練習，提昇青年對高雄公共事務議題的觀察力和組織

能力，讓學員能運用在學校相關議題與會務的討論。議

事模擬結束會後則進行結業證書的頒發。 

 

 

 

4%
11%

20%

65%

整體活動規劃滿意度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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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活動主題 活動說明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致詞  

09：10-10：20 
青少年權益專題講

座 

張育萌｜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2：00 學生權利經驗分享 

張育萌｜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 

巫愷政｜ 

高雄市政府第三屆青年事

務委員 

林思愷｜ 

高雄市政府第二屆青年事

務委員 

洪羽臻｜ 

高雄市政府第二、三屆青

年事務委員 

12：00-13：40 午餐及休息  

13：40-14：40 
審議討論的心法與

技巧 

黃彥誠| 

第 30屆東吳大學學生議會

議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30 校務會議模擬 

黃彥誠｜ 

第 30屆東吳大學學生議會

議長 

16：30-17：00 頒發培力證書 頒發學員培力證書 

 

4、 活動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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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青少年權益專題講座｜張育萌 

  

  
學生權利經驗分享|張育萌、洪羽臻、林思愷、巫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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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討論的心法與技巧、校務會議模擬｜黃彥誠 

 

5、 行銷宣傳 

  

青年局官方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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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局官方 Instagram 

 

 

青年局官方 LINE@ DCARD 

 

 

DCARD 青年局官網 

6、 問卷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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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頁、共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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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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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滿意度-黃彥誠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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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活動規劃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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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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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簽到表 

  

參訪活動-亞灣新創園｜

111.08.10 

參訪活動-高雄流行音樂中

心｜111.08.10 

  

提案工作坊(1)｜111.09.04 提案工作坊(2)｜1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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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自治會研習營｜111.10.15 

  

高中職自治會研習營｜111.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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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活動文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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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性別比例量化成果表 

附件二：公民參與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 

附件三：驗收證明正本（契約封面、履約標的等文件） 

附件四：提案工作坊紀錄 



1 

附件一：性別比例量化成果表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辦理 

「2022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及多元培力計畫」 

性別比例量化成果表 

辦理日期 辦理型式 參與人數男女性別比例 

111.08.10 參訪活動-亞灣新創園 31人 男:20人(65%)；女:11人(35%) 

111.08.10 
參訪活動-高雄流行音

樂中心 
31人 男:20人(65%)；女:11人(35%) 

111.09.04 提案工作坊(1) 15人 男:10人(67%)；女:5人(33%) 

111.10.02 提案工作坊(2) 21人 男:17人(81%)；女:4人(19%) 

111.10.15 大專院校自治會研習營 51人 男:28人(55%)；女:23人(45%) 

111.10.16 高中職自治會研習營 56人 男:20人(36%)；女:36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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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提案工作坊紀錄 

一、 第一場次提案工作坊紀錄 

學生權益組 

遇到 /在

意的問題 

 青少年公共議題參與及敏感度待提升。 

推展相關活動與社會風氣有關，容易被認為是談論政

治，民眾也對政治參與抱持負面態度，影響校內推展相

關議題的動力與支持。 

 學生遇到權益受損問題若反應或檢舉易被發現身分，影

響意願。 

 學校之間的資源不均，模擬面試、選修課程、硬體設備

存在落差。 

解決方向 

 市府可鼓勵學校舉辦時事比賽（如：校內模擬公投），

或舉辦時事講座、展覽、討論，並發放參與證明，提升

學生對時事的接觸與了解。 

 增加哲學、公共行政選修課程。 

 鼓勵學生論述公共議題，如：撰寫時事週刊。 

 舉辦青少年代表活動，促進公共事務參與及素養。 

 增列示範學校，提供辦理模式。 

 經費應根據學生數分配。 

 市府應協助落實執行懲處，將反映管道匿名化，也可鼓

勵第三方單位透過調查等方式統一檢舉以保護當事人。 

 建立校規委員會制度，讓學生參與校規檢討、更新政策

方案。 

行動方向

回饋 

 現行規範中管道應需匿名化，若實務上無法落實需要檢

討相關的流程哪個環節出現問題，將流程挑出漏洞並改

善。 

 將方案內容詳細說明，三大主軸皆可獨立發展。 

國際、志工參與組 

遇到/在

意的問題 

在高雄的外籍人士可在高雄快樂生活，在地民眾也可增加與

外籍人士的交流。 

 國際交流機會有限，雖外交部、僑委會均有相關資源或

活動，但仍較少與臺灣在地民眾的參與及交流；雖有姊

妹城市，但實質國民交流有限。 

 志工參與相關資訊曝光不足，參與的動機也常是為了時

數等其他原因。 

 新聞媒體的國際新聞不足，媒體素質低落。 

 民眾常因無暇關心而未關注國際議題，應具更開闊多元

的視野，包含在地視野與國際視野。 

 教育以升學為導向，多填鴨式，無整體國際教育方針。 

解決方向 

 從青年局開始活動可發佈英文版，邀請在地的外籍人士

參與；可以媒合能有連結的其他部會、局處活動，邀請

在高雄外籍人士交流（如：異國市集、文化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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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測驗（如：更新版的興趣測驗）了解喜好及分流，

並推動相關活動，以及鋪天蓋地的宣傳（如：雷同紫錐

花的宣傳模式），提升主動參與的意願。 

 提升在地視野與交流，政府相關局處協助盤點相關外籍

人士社群，協助媒合，增加與在地社群的交流，與在地

社會產生連結。 

 政府網站（如：勞動局、經發局等）增設越文、印尼文

版本，讓外籍工作者可以獲取相關資訊。 

 由於外籍人士未必能夠瞭解局處網站，需提供方便在高

雄的外籍人士有友善生活諮詢管道，如：1999外語接線

生，增設外籍市民辦公室/委員會，可作為轉介功能等。 

行動方向

回饋 

 在地與外籍青年交流的管道：青年局、在地大學外籍生

可做跨校、上下連結（大專院校與高中職串接）。 

 案例分享：大學 USR利用科系專長走出校園做服務，台

科大等校已到國外從事協助，從事國際志工工作，符合

結合興趣、專長服務的方向。 

 外籍人士有自己的社群，若能盤整，就能將相關訊息充

分傳達，在觀光領域也有運用到在櫃台上允許人員即時

Call out的服務，讓有需求時可以找到相關通譯人才協

助。 

創業育成組 

遇到/在

意的問題 

 創業前或初期需先做好準備，釐清目標、商業模式、優

勢與差異化等，以免有容易創業卻難維持與發展。 

 創業後公司發展時期常有人才難覓的問題，在傳統產業

中因缺乏傳承造成人才斷層，難找到師傅；另一方面其

他產業在創業時也難媒合合適人才。 

 若遇大環境下產業需轉型，常遇到跨域知識不足或沒有

改變的意願。 

 與職涯中心等單位合作，實習生無法長期留下，影響公

司投入意願與發展。 

 社會與教育環境影響青年在技能發展方面的實力。 

解決方向 

 安排不同產業的顧問進行創業輔導，協助分析、釐清問

題及轉介資源（須具備實務經驗，了解產業趨勢以及政

府有哪些補助計畫符合需求）。 

 提供培育課程，如：公司資源與內部控制等多元面向。 

 協助創業者了解人才資源運用，透過獎勵計畫與補助提

升誘因。 

 人才培育過程中置入協助釐清目標與生涯規劃的課程。 

 以青委角色辦理講座、工作坊協助分享與轉介資源。 

行動方向

回饋 

 創業過程中最想看見創業者有沒有發掘市場上重要需求

缺口。 

 資策會過往有跟學校舉辦創業點子競賽，可以看到有沒

有人發現需求，可結合新科技、平台，未必需要技術，

可找技術人員協助實現，透過育成中心及公營事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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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提供初期資金、技術支撐，並協助釐清商業模

式，是否容易被複製，是否存在利基點。 

 釐清現有計畫是否有訊息無法到位的情況，及其無法到

位的相關原因，可提出整合方案，讓有相同問題的可獲

得解決（如：一站式服務）。 

主持人綜合回饋： 

 一一釐清問題點，到提案需要更聚焦，說明問題發生的原因，如何

做、牽扯哪些對象，進行更細緻的說明與盤整。 

 目前初步的方向多數沒問題，接下來需雕琢細部。許多資訊可能現

場無法確認，回去應進行確認，釐清有哪些相關的計畫、政策與案

例。 

第二場次前建議準備事項： 

 搜索所觀察到的問題與提出的行動方向，目前國內外有無相關案

例、數據、研究或觀點。 

 搜索是否有既有政策與計畫和所觀察到的問題與提出的行動方向相

關。 

 

二、 第二場次提案工作坊紀錄 

學生權益組 

決 定 先

提案/操

作 的 行

動方案 

提案：模擬面試工作坊 

 背景：高中資源分配不均，想從升大學模擬面試這部分著

手，18學群都有專門教授協助模擬面試。 

 模式：學習歷程工作坊＋面試技巧（專業人士對談機會）

＋實際模擬；名額需要注意：高雄市很大，希望能夠參考

110偏鄉地區學校 19區，解決偏鄉更需資源的問題。偏

鄉可以細分，在小區域辦課程；市區 1-2場人數較多的場

次。 

 報名：建議提供申請書、學習歷程等。採取志願序，依照

報名人數狀況調整。 

方 案 所

需 資 源

及 角 色

盤點 

1、 現有資源： 

 青年局：場地資源、有辦理職涯工作坊經驗。 

 勞工局：有辦理職涯工作坊經驗、可能有業界的人才

庫。 

 教育局：協助聯繫、媒合及邀請高雄區域之大學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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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面試師資。 

2、 尚缺資源及修正方案： 

 偏鄉偏遠地區的場地以及前往辦理的人力、物力：模式

修正為市區、偏鄉、線上各一場面試，共三場。 

 面試不是只有 1對 1，還有不同的模式，如果每個都 1

對 1，也會耗費長時間：根據各系所多數採取的模式進

行面試規劃。 

 需要考慮到學習歷程的時程以及現在有英文面試的現

狀：更正為 18+1（英文），盤點最多採用英語面系的學

系，進行英文面試安排；暫先取消學習歷程相關課程與

諮詢。 

3、 相關角色： 

 青年局：青年事務專責單位，有市區場地資源，可提供

辦理工作坊經驗。 

 勞工局：有辦理職涯工作坊經驗，可能有業界的人才

庫，提供技高體系面試師資人才。 

 教育局：教育主管單位，可連結偏遠地區學校場地資源

以及發佈相關調查或公告。 

 青年委員：可以調查了解學生的需求以及各校資源現

狀，規劃及協助工作坊活動。 

4、 相關方案/計畫/資料： 

 110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名單。 

 110學年-112學年偏遠地區(29)及非山非市(28)高級中

等學校名單。 

 青年局｜履歷製作暨模擬面試工作坊。 

5、 高雄青委在方案中的下一步： 

 搜集各校資源，了解各校現狀：但自己搜集可能會缺少

五專、技高的部分。 

 藉由學生跟 18學群老師認識，提供各局處相關教授名

單（南部相關師資）。 

 擬定工作坊的企劃。 

6、 行動步驟說明： 

 確定高雄各高中職現在的資源與需求。 

 根據面試所需時程規劃活動時程。 

 盤點各系所常見面試模式。 

 確認合適的師資。 

 確認場地與時間。 

 推廣活動開放報名。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63F5AB3D02A8BBAC&sms=1FF9979D10DBF9F3&s=A8441F4B7D2B1D62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_id/cc8ae514-2fc5-4000-8023-1fbe7a89149e/doc/%e6%95%99%e8%82%b2%e9%83%a8%e6%a0%b8%e5%ae%9a110%e8%87%b3112%e5%ad%b8%e5%b9%b4%e5%ba%a6%e4%b9%8b%e5%81%8f%e9%81%a0%e5%9c%b0%e5%8d%80%e5%8f%8a%e9%9d%9e%e5%b1%b1%e9%9d%9e%e5%b8%82%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5%ad%b8%e6%a0%a1%e5%90%8d%e5%96%ae%e4%b8%80%e8%a6%bd%e7%b0%a1%e8%a1%a8.pdf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_id/cc8ae514-2fc5-4000-8023-1fbe7a89149e/doc/%e6%95%99%e8%82%b2%e9%83%a8%e6%a0%b8%e5%ae%9a110%e8%87%b3112%e5%ad%b8%e5%b9%b4%e5%ba%a6%e4%b9%8b%e5%81%8f%e9%81%a0%e5%9c%b0%e5%8d%80%e5%8f%8a%e9%9d%9e%e5%b1%b1%e9%9d%9e%e5%b8%82%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5%ad%b8%e6%a0%a1%e5%90%8d%e5%96%ae%e4%b8%80%e8%a6%bd%e7%b0%a1%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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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組 

決定先

提案/操

作的行

動方案 

提案:改善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英語資訊推播 

 背景：Line官方帳號集合了市府認為的重要消息，並會

主動進行推播，適合作為了解資訊的窗口。但是外籍人士

不知道有這個帳號，LIne帳號又都是中文為主，對他們

也不友善。 

 內容：建議可以有選單，選英文、中文、越南語的方式，

很多政府單位已經有英文頁面，可以透過點選這個選單跳

到相關網站串連。 

 推廣帳號：市政府可以去透過勞工局等單位，讓外籍人士

去了解帳號；此外民間單位，如：派遣公司或是其他企業

也能提供相關資訊；針對外籍學生，從大專院校國際事務

處或是學生社群串連推廣。 

 人力資源：可招募諮詢顧問志工。青年局有志工團，可以

招募志工服務，讓志工對他們去做諮詢或是顧問。 

 使用者需求：討論過程中馬上做使用者調查，問目前在臺

灣、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受限於有限的中文能力，目前也

有通過地方政府 Line帳號了解資訊，但看不懂、不了解

訊息是什麼。知道這些訊息可能攸關停水停電、資訊，主

要還是透過在臺灣的社群了解內容，但目前這些諮詢可能

因為翻譯有偏誤或是漏洞、缺失。想要直接在帳號以加入

插件翻譯或跳出頁面（如：Google）的方式，針對既有已

經翻譯的，也可以整合一頁式，彙整問題（FAQ）翻譯。

在社群裡面可以找到這些問題，可以先被整理處理，或者

透過座談讓局處更知道目前在臺外籍人士社群的生活、就

業有哪些困難或需求。 

方案所

需資源

及角色

盤點 

1. 現有資源： 

 Line帳號。 

 部分局處已有英文網站頁面。 

2. 尚缺資源及修正方案： 

 翻譯人才、穩定的內容維護：結合志工團或者如文藻

等學校的力量，進行有品質的翻譯及維護。 

 FAQ的建置：透過座談會以及調查問卷先釐清具體需

求。 

3. 相關角色： 

 勞工局：協助將帳號推廣給移工以及民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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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院校國際事務處：協助將帳號推廣給國際學生。 

 志工團：協助翻譯工作。 

 青委：協助籌備調查問卷以及座談會，列出 FAQ。 

4. 高雄青委在方案中的下一步： 

 規劃調查問卷以及焦點座談會，釐清在高雄外籍人士

的具體需求。 

 根據使用者需求，列出在地生活常見問題及相關解

答。 

5. 行動步驟說明： 

 以調查問卷或焦點座談會，釐清在高雄外籍人士的具

體需求。 

 根據使用者需求，列出在地生活常見問題。 

 根據常見問題，邀集相關局處回應以及留下聯繫窗口

資訊。 

 媒合志工團、學校等翻譯人才，將相關解答翻譯成英

文甚至其他常用語言（如：越南語、印尼語等），並

可放置於外語版網頁與 LINE選單。 

創業育成組 

決定先

提案/操

作的行

動方案 

提案一:創業前職涯調查及輔導 

 背景：發現高雄創業成功率不高，為了提高創業品質，在

投入創業之前先了解自己是否適合或是準備好創業是重要

的，因此希望能夠透過調查與輔導，幫助評估與釐清是否

適合創業，或者先就業了解產業狀況以及公司營運所需基

本條件，之後確實有需要再行創業。 

 內容：創業前以模擬創業評估表、職涯評估測試（UCAN

人力銀行），尤其針對技職體系，協助評估與輔導。 

方案所

需資源

及角色

盤點 

1、 現有資源： 

 職涯評估（UCAN）。 

 媒合實習。 

 創業論壇活動。 

2、 尚缺資源及修正方案： 

 學校端的輔導與評估如何與創業補助端串接：業界創

業需有 3-5年工作經驗及上過創業課程；學生創業，

則增設具有相關產業實習經驗的條件。 

3、 相關角色： 

 教育局：連結與媒合高職學生完成相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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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局：媒合實習、創業論壇（官網找資源、輔導資

料，青年局都是媒合或轉介資源，不是自己有平台或

輔導，如何有單一輔導窗口或平台）。 

 青委：可建立模擬創業評估需有的指標。 

4、 相關方案/計畫/資料： 

 針對高職生的調查：25%升學、77%就業；47%想創業 

[26%零售、21%餐飲、17%製造] 。 

5、 高雄青委在方案中的下一步 

 建立模擬創業評估需有的指標。 

6、 行動步驟說明： 

 透過討論，有創業經驗的青委可結合自己的社群人

脈，建立模擬創業評估表上需有的指標。 

決定先

提案/操

作的行

動方案 

提案二：地方性 SIIR 

 背景：之前常常討論中央 SBIR（採取隨到隨審），但其實

另有針對服務創新進行補助、一年一次的 SIIR，但這樣

的計畫並沒有地方型的計畫。在臺灣產業中，有些是有一

定的技術跟服務創新模式，但因為不具研發創新的條件，

在 SBIR難以得到補助，且在委員認知上不符相關要求，

因此思考是否應當有服務創新類型的計畫補助。 

 內容：參考中央 SIIR，18-45歲設籍在高雄的行號或

NPO，會對到的局處包含青年局、經發局跟研考會，補助

計畫主要在服務創新與地方創生。設定條件是將 SDGs設

為加分，除了評估商業化模式外還有永續發展模式，也可

以變成評分標準之一。有些計畫一年做完有困難，因此提

案者一開始需要有架構，說明要一年還是兩年，兩年就要

明確訂出 KPI，只有提一年，隔年度同樣再提的時候就要

提跟前一個計畫的差異在哪，避免重複補助。另外，補助

金額不能大過資本額。一案約補助 60-100萬。 

 評審：青年委員、地方人士、中央。 

 考核：有期中審查跟期末報告，且經費分期撥付。 

方案所

需資源

及角色

盤點 

1、 現有資源： 

 中央 SIIR計畫。 

 國發會地方創生計畫。 

2、 尚缺資源及修正方案： 

 服務創新創業的需求有多大，一年大概需要補助幾

案：組內討論後，評估一年以 25案為原則。 

https://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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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是否應該設置創業年限條件：公司行號、非營利

組織應為設立 7年內始能申請。 

 和國發會地方創生計畫的重疊與差異：國發會一個縣

市最多三案，包含舊案延續，會有許多遺珠，因此這

個計畫可以針對遺珠撈出來。為了避免有代辦的情

況，才會設置期中審查及期末報告。 

3、 相關角色： 

 青委：除了擔任評審可以做一個平台，媒合行銷顧

問、宣傳、育成。 

4、 相關方案/計畫/資料： 

 中央 SIIR計畫。 

5、 高雄青委在方案中的下一步： 

 完善計畫的細節說明與文字化。 

 建立行銷顧問、宣傳及育成人才庫，協助媒合。 

返鄉就業 

遇到/在

意的問

題 

 勞工就業機制不夠符合需求 

 職訓階段不算失業 

 就業輔導課程沒有輔導勞工就業能力 

 中央與地方的資源沒有確實同步資訊及整合 

解決方

向 

 失業及就業輔導機制的改善，課程應符合實際需求 

 增加就業博覽會的參與度 

決定先

提案/操

作的行

動方案 

提案：就業輔導運作機制策進方案 

 背景：擁有良好的輔導就業機制，能讓勞工對於回高雄就

業更具信心。因此從調整就業輔導課程以及增加就業博覽

會參與度著手。 

 內容：可以透過勞工職業想像，作為開課方向（三大內

涵：勞工局認為勞工需要的、勞工需要的、產業需要

的）。可從就輔員調查了解勞工對課程的需求，向產業諮

詢了解人才需求是什麼，這部分可以從就業博覽會廠商名

單媒合。另外可以透過「參與就業博覽會可以折抵就業課

程時數」的方式，鼓勵參與，此外博覽會也要符合勞工需

求。 

方案所

需資源

及角色

盤點 

1、 現有資源： 

 既有課程以及就業輔導調查。 

 就業博覽會廠商名單。 

2、 尚缺資源及修正方案： 

https://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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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數位化：現階段仍是紙本表單，建議更改為線上

表單，以利未來可以更有效率地收集數據進行分析。 

 問卷設計：目前線上無法找尋到具體問卷內容，建議

除了基本資料外，也應補充已有技能、期待產業、希

望的工作時間等項目，也應於表單含超連結，提供勞

工當時開缺的企業清單及期望人才需求，勞工也需進

行意願排序，後續就可在就業博覽會或由勞工局進行

媒合。 

 就業博覽會的參與動機：除了認列時數外，也可以讓

就業博覽會從一般攤商會展形式，加入更具互動性的

環節，如論壇、講座，增加對話機會，也可從對話過

程收集質性回饋與需求。 

 方案的主要對象：中高年齡。 

3、 相關角色： 

 勞工局：主辦就業博覽會、就業輔導以及媒合廠商 

 業界廠商：提供人才需求的期待以及就業名額 

 青委：協助最佳化既有問卷調查以及就業博覽會舉辦

模式 

4、 高雄青委在方案中的下一步： 

 進行田調及搜集相關背景資料及勞工回饋 

5、 行動步驟說明： 

 透過田調與問卷，搜集相關背景資料與勞工回饋 

 根據回饋需求，調整課程與博覽會模式 

綜合回饋： 

在青年局提供提案單前，建議大家仍可保持聯繫、持續討論，補上

這次討論時發現仍未知的資訊，讓溝通時可以更有依據及說服力，也能

讓未能參與討論的局處更明白相關的內涵與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