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編號 議題 主題 提案人或代表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權管機關 

執行管

考建議 

1 創新創業 青年創業基地 林泳成、李咨毅 李伯言 經發局 中期 

2 創新創業 成立鳳山新文創園區 林佩宜 瑪紹昂艾、徐乙仁 文化局 長期 

3 創新創業 文創產業新未來 徐珮玲 黃韋勳 文化局 長期 

4 就業媒合 青銀共耘 陳少萍、陳揚中 林文耀 農業局 中期 

5 社會福利 翻轉蚊子館/空間 顧崇德 鄒欣縈 
環保局、

經發局 
長期 

6 社會福利 公園設置的多元化、透明化、法制化 江昱欣、康紋翎 蔡亦婷、程偉嘉 工務局 中期 

7 國際參與 K-View 陳融 

廖 

品嵐 

行政暨國

際處 
短期 

8 國際參與 高雄國際城市 X青年 SDG啟航 張雅淨 蔣耀宗 都發局 長期 



9 國際參與 協助外籍移工學習中文 
賴紫晴、吳禹辰、趙湘

琳、張羽欣、廖韋婷 
許家豪 勞工局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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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1 

議題 創新創業 

主題 青年創業基地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創業者不易找人（社群）、資金、訊息、支持系統，因為

訊息管道破碎，分散在各局處單位。 

二、建立整合性的線上平台，同時帶動與連結各社群和基地。 

推動方向 

或作法 

由政府建置整合性與跨領域的線上平台： 

一、電話、app、網頁等單一窗口。 

二、分類方式：食、衣、住、行等民眾友善的使用方法。 

三、討論區：容易找人、連結和孵化。 

四、計畫進行、廠商、通路等相關資訊。 

五、銷售管道。 

六、宣傳各種創業中心和基地的服務資訊。 

預期目標 

或效益 

協助年輕人在短時間內媒合到合適單位，得到創業協助和資

源。 

提案人或代表 林泳成、李咨毅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李伯言 

權管機關 經發局 

執行管考建議 中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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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2 

議題 創新創業 

主題 成立鳳山新文創園區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創造文化記憶。 

二、開創鳳山文化商業價值。 

三、新創產業新基地。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建議黃埔新村為新聚點。 

二、跨局處協調，地方法令解套。 

三、整合創業輔導政策。 

四、提供及建立單一窗口服務。 

五、創造行銷故事，文化記憶連結。 

預期目標 

或效益 
翻轉鳳山開創新商業價值。 

提案人或代表 林佩宜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瑪紹昂艾、徐乙仁 

權管機關 文化局 

執行管考建議 長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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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3 

議題 創新創業 

主題 文創產業新未來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南部資源少，集中同一區域。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文創產業（15類）整合。 

二、通路（O2O虛實整合）。 

三、創業資源整合，成立文創產業單一窗口（資訊對等）。 

四、提供友善展演空間，進行資訊交流。 

五、定期舉辦課程、座談、說明會，提供市民朋友，包含學生，

了解文創產業的資訊。 

六、提供獎金鼓勵人才留在大高雄。 

七、場地：高科大、大東文化中心、高雄文化中心、駁二、台

鋁、衛武營或找新點。 

預期目標 

或效益 

一、提供臺灣文創相關系所聯合發展基地。 

二、此園區做為觀摩、交流、鼓勵創意發想。 

三、辦理競賽提供參賽者獎金。 

提案人或代表 徐珮玲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黃韋勳 

權管機關 文化局 

執行管考建議 長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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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4 

議題 就業媒合 

主題 青銀共耘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農業勞動力缺乏、人口老化。 

二、經濟規模及土地利用問題。 

三、科技如何有效利用於農業。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保障青年返鄉基本收入。 

二、整合資源，提升農訓課程趣味性。 

三、降低農務成本、提高收入。 

四、土地有效利用。 

五、增加學生實際與農民互動及對談。 

六、公私協力，地方創生（人、地、產）。 

預期目標 

或效益 

一、青年返鄉務農。 

二、解決缺工。 

三、共創區域經濟。 

四、資源整合。 

五、解決長照。 

提案人或代表 陳少萍、陳揚中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林文耀 

權管機關 農業局 

執行管考建議 中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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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5 

議題 社會福利 

主題 翻轉蚊子館/空間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高雄有許多閒置空間，讓民眾無法善加利用空間，導致民

眾觀感不佳。 

二、依案例中區回饋游泳館為例，廠商承租 2樓 300坪，卻僅

使用 200坪，故此發現廠商承租有低使用率的現狀。 

三、蚊子館定義需重新研擬。目前高雄市僅核定 3間「全空」

蚊子館，但現況卻有很多「低使用率」的空間存在。 

四、依案例旗津中興公有市場為例，廠商承租後，才發現維護

成本過高，導致閒置。 

五、民眾想善用空間，但現今無公開且明確的發聲平台，及資

訊公告平台。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盤點期：蚊子館有多少?重新定義全空或低利用率蚊子

館。盤點民眾感覺閒置的蚊子館。 

二、建構期：建構通報平台，作為資訊交流、平台人性化、全

空蚊子館曝光、低使用率通報機制。 

三、調查期：調查人口空間需求，如里民空間、長照空間、托

育空間。發展鄰里長或鄰里小尖兵，主動調查社區閒置空

間。可考量外包民間團體，執行聽取民眾需求及調查。提

供多元的調查方式，如 1999。 

四、媒合期：公部門統一窗口，結合閒置空間及民眾需求。建

置申請管道。透明化「活化蚊子空間」的追蹤及空間運用。 

預期目標 

或效益 
讓高雄市的蚊子館/空間妥善運用，符合地區居民需求。 

提案人或代表 顧崇德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鄒欣縈 

權管機關 環保局、經發局 

執行管考建議 長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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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6 

議題 社會福利 

主題 公園設置的多元化、透明化、法制化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缺乏大型遊具（特色）。 

二、較難對應多元族群及適齡發展。 

三、設計千篇一律，材質不適當地氣候、環境。 

四、中央法規使特色遊具發展受限。 

五、公民參與管道不明確也不足。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提出政策綱領： 

(一) 族群多元性：應考慮孩童、家長、社區及身障者等。 

(二) 設置流程：社區工作坊→發包設計（可跨年度編列

預算）→說明會議。 

(三) 社會對話：公民參與法制化。設計的泛用性。親職

教育。設立建議使用告示。舉辦相關研討會。由經

發局輔導相關產業轉型。 

(四) 進度追蹤：發展一區一特色公園。提高公園預算及

數量。成立跨局處協調單位。 

二、監督方法：定期公告階段施作進度。公園地圖視覺化。 

預期目標 

或效益 
公園設置的多元化、透明化、法制化。 

提案人或代表 江昱欣、康紋翎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蔡亦婷、程偉嘉 

權管機關 工務局 

執行管考建議 長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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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7 

議題 國際參與 

主題 K-View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認知到國際事務的人少，因此希望讓高雄青年從「不知道→知

道→有興趣」，最終提高「國際參與」的人數，並進行後續追

蹤及分析。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以影像或圖像的方式介紹國際事務，內容希望具高雄特色並與

在地連結，例：港都相關訊息，找了解高雄或在地團隊參與執

行： 

一、以市政府發動，盤點和連結既有的資訊露出平台（如新聞

局高雄款）。 

二、和不同的 Youtuber合作，推出系列影片。 

三、市府平台徵稿，邀請市民參與。 

四、以民間單位或提案人組織、執行，請市政府協助連結資源。 

預期目標 

或效益 
「高雄」擴散到「國際」，使認知人數提升。 

提案人或代表 陳融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廖品嵐 

權管機關 行政暨國際處 

執行管考建議 短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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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8 

議題 國際參與 

主題 高雄國際城市 X青年 SDG啟航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市府宜居城市、青年國際參與、SDG： 

一、高市目前做法-青年事務委員會、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二、國際論壇有對話？ 

三、參與青年有對話能力？ 

青年國際參與分四大面向：國際實質連結、參與品質、在地品

牌、在地議題聚焦。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現在籌備。 

二、2019年 9月辦理培力：  

(一) 對象來源：特定大學學生、不特定青年、在臺國際

生。 

(二) 方法：加入利害關係人（GOV、NGO）。引導工具、方

法。 

三、2020年 2月辦理議題工作坊：市民/城市共議議題確認（分

場域）。 

四、2020年 9月辦理國際論壇： 

(一) 工作坊發表：簡介、在地滲入、場域、提案。 

(二) 邀請相關 APYE、APCS亞太城市高峰會。 

預期目標 

或效益 
促進高雄在地青年與國際青年對話。 

提案人或代表 張雅淨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蔣耀宗 

權管機關 都發局 

執行管考建議 長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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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年參與式預算最終提案 9 

議題 國際參與 

主題 協助外籍移工學習中文 

緣起目的 

或現況問題 

一、語言溝通障礙。 

二、雇主不支持課程。 

三、缺少聚會場所。 

四、時間無法配合。 

推動方向 

或作法 

一、開設中文課程。 

二、提供誘因吸引移工上課。 

三、上課地點以火車站、捷運附近。 

四、假日雙週上課，1次 2小時。 

預期目標 

或效益 

一、一年 1,000人參與。 

二、課後滿意度調查。 

三、使移工融入高雄在地生活。 

四、移工學習第二外語。 

提案人或代表 賴紫晴、吳禹辰、趙湘琳、張羽欣、廖韋婷 

青年代表委員

（陪伴導師） 
許家豪 

權管機關 勞工局 

執行管考建議 中期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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