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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第 4屆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4月 27日 18時 

地點：點子空間 PWD IDEA SPACE 

主席：劉主任委員和然                     紀錄：曾丰彥 

出席：如簽到表                              

壹、市長致詞：略 

貳、青委會會務報告：略 

參、主任委員致詞：略 

肆、討論事項： 

一、 委員市政參與管道及形式討論。 

（一） 說明：為促使市政規劃更貼近青年朋友之需求，並讓委員得

發揮所長，協助政策規劃更為周延，應規劃明確市政參與管

道及形式。 

（二） 決議：委員得依下列 4種模式參與市政。 

1. 主動：委員主動提出欲參加之本府會議，並經幕僚單位與權

責機關彙整評估後，邀請委員於會議中列席。 

2. 被動：本府各機關規劃青年相關政策，將邀請委員出席及提

供建議。 

3. 建議：委員得提出成熟之建議，並由幕僚單位彙整後，交由

權責機關評估執行。 

4. 提議：委員得隨時於分組會議或線上軟體提議（例如：實習），

並由幕僚單位彙整辦理。 

二、 委員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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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說明：青委會下分為職涯發展、文化美學及安居成家三組，請

委員依據個人意願及專長選擇分組。 

（二） 決議：委員分組名單如下。 

1. 職涯發展組（13名）： 

李昀城委員、邵璦婷委員、張建焜委員、陳宥儒委員、陳凱

莉委員、黃偉翔委員、廖雅琴委員、蕭言軒委員、謝佩玲委

員、方祥州委員、吳訓孝委員、呂家愷委員、羅伊佑委員。 

2. 文化美學組（12名）： 

邱繼瀚委員、邵璦婷委員、張宇文委員、張翰文委員、黃柏

實委員、黃偉翔委員、楊萬利委員、葉書妤委員、廖雅琴委

員、蕭言軒委員。 

3. 安居成家組（7名）： 

李昀城委員、邱繼瀚委員、張建焜委員、張翰文委員、葉書

妤委員、謝佩玲委員、吳訓孝委員。 

伍、會議結論： 

一、 委員會議每 3 個月召開一次，下次會議預定於 7 月召開，並請

幕僚單位調查委員可以出席之時間。 

二、 為促進會議及行政效率，委員會議以討論需經法定程序之事務

為原則，至委員建議或提議，得召開分組會議或透過線上軟體方

式提出討論。 

陸、散會(2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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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110年第 2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0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6時 30分 

地點：市府 17樓 1720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主席：劉主任委員和然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汪辰陽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略) 

參、委員建議事項： 

一、葉書妤委員 

依照目前青年局業務內容，大多為個人層面之發展，建議也應有群體層

次，例如野地教育，以講座或是工作坊的形式辦理。 

二、陳宥儒委員 

希望能夠多了解創業創新計劃，由於疫情發生導致許多人失業，建議應多

辦職訓課程，促進青年間的交流。 

三、張翰文委員 

青年尋求協助時，就專業層面而言，該找青年局或其他局處？各局處在業

務上如何劃分？ 

四、張建焜委員 

（一）在業務簡報中提及青年局的使命之一為陪伴，然而在服務的年齡層

分散出去之後，是否仍然有足夠的量能做陪伴的功能？ 

（二）在疫情之下，各大產業皆受到影響，青年局的多項業務標榜創新、

創業，但是少了對於傳產類的關注，傳產需要轉型，需要加強深入

及注入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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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邱繼瀚委員 

（一）青年居住的是我關注的議題，尤其臺北市、新北市房價、房租等一

直居高不下，而導致年輕人間開始流行躺平主義，對於市府來說這

算不算是問題？ 

（二）針對青年局的業務中，性別教育的部分並沒有提及，近期如龍龍的

新聞、deepfake的濫用，該如何凸顯青年局對性別平權的重視。 

六、張宇文委員 

（一）想了解未來職涯發展中心與青年局的關係？兩者的角色如何轉換 

（二）我認為見習計畫用意非常良好，期待爾後可以將自學生、體制外的

求學生一同納入此計畫。 

七、康廷嶽委員 

（一）新北市政府青年局未來將會有三個科，其業務規劃比較偏向與職業

有關係，然而在青年居住，以及婚育的議題上，新北市未來會如何

協助與處理？目前這兩個議題是比較欠缺的。 

（二）本人協助中央針對青年的調查研究，去年全國青年在乎的是教育和

勞動議題，而今年關注的是心理健康，相關的議題建議也可以放入

青年局業務範疇中。 

（三）新媒體和青年間溝通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政府在點上做得非常

好，例如 Covid-19疫苗宣傳由明星代言，並將影片上傳到

Instagram，讓青年有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的政策使命感。 

八、林育如委員 

（一）我非常樂見青年局成立，過去我曾參與城鄉局的住宅諮詢委員會，

我建議應該去了解青年怎麼帶看居住這件事情，以及青年對於居住

環境、居住生活的想像？  

（二）我認為青年局要積極了解內部局處，和外部青年的需求等，跨局處

的合作非常困難，這將是未來青年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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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邱彥錡委員 

（一）我把青年局定位為青年家醫科，接收青年的疑難雜症後，背後應該

專科局處，一同為青年的問題作解決。再者，青年局的主動調查研

究及發現問題，會是需要重視的功能。 

（二）未來青年局應該要做出 before/after的對比，雖然我們很難去解決

所有的問題，但仍建議可以選定不同的領域和主軸，從中找出 KPI

或 OKR，從上到下或從下到上的發展依照重要性排序，並以四年為

一期作政策規劃。 

十、黃偉翔委員 

青年局應該思考如何拉更多的社會力，建議可以把過去有參與的青諮委

員，作為一種人才庫，當作政策外掛和業務推動的夥伴。青諮委員應為政

策的轉譯，新北市做了哪些事情，由青諮委員向外傳播。 

十一、楊萬利委員 

青年政策對於新住民和其二代關注度很少，許多新二代對自我的身分認同

和心裡困惑等健康因素應該要受到重視。在講述新住民時，長時間只停留

在美食跟服裝，我認為推動新二代自我認同和多元文化時，應加入更多元

的做法。 

十二、廖雅琴委員 

我想了解青年局局長的任命以及人員編制？青年局的成員是否皆由考試分

發而來，這些成員的年齡跟思維，會不會造成與青年之間脫鉤？有沒有參

與式預算也納入業務費用？  

十三、蕭言軒委員 

（一）若青年局未來作為青年的單一窗口，但要注意政府資訊的公開，以

及某些資訊是否自行搜尋即可，根本不需要政府組織。 

（二）桃園青年局有三個青創基地，每個團隊中有半數是新北市的人，市

府應該去設想，這些青年為什麼不留在新北市，而願意跨縣市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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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縣市創業。 

十四、陳凱莉委員 

（一）我建議可以號召青年行動家，積極招募栽培有志青年，讓青年提計

畫專案，由政府採納一同執行。 

（二）青年局可以主動積極進入校園，幫助學青迎向職場，決定不能忽略

校園中青年的需求。 

（三）打造青年的五新平台，新媒體、新創意、新創業、新科技、新教

育。 

十五、黃柏實委員 

（一）青年可以分為學青跟社青，15-18歲的學青，其需求往往被重視的

程度沒有社青那麼大，這些青年有需求時會到哪裡去？這點市府應

該多做設想。 

（二）我認為讓高中生相當的優秀，讓這些高中生在台灣在地扎根並與國

際青年交流。 

十六、李昀城委員 

（一）青年公共參與校園內的學生自治是第一步，過往都會號召全國學生

辦理座談會，學生會可視為青年的意見領袖，這些學生會只是代

表，其背後代表的是眾多的青年。 

（二）編製永續發展時，可以參考企業的做法，找出利害關係人來做重大

議題的分析。 

肆、主席裁示： 

青年局是市長任內第一個成立的局處，今天只是起點，隨時給青年局意

見，好的意見都會分年逐步落實，新北市也會好好學各縣市的做法。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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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110年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6時 30分 

地點：市府 17樓 1720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主席：劉主任委員和然（余副執行長家哲代）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汪辰陽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略) 

參、委員建議事項： 

一、 建議未來新北市政府青年局成立後，可針對青年事務委員會做網站建

置，包含委員介紹以及執行中之議題。 

二、 可參考其他縣市之青委會運作，辦理局處機關之市政參訪，使青委代

表可以深入瞭解局處業務執行之議題。 

三、 辦理各縣市青諮代表交流會，了解各縣市青委會運作，以及所面臨之

議題。 

四、 近期曾接觸三峽北大社區停二停車場用地議題，該地居民希望此地可

為商場以外之用途，期待市府可將居民的需求納入考量。 

五、 未來青年局成立之後，由青年局招標的標案，本委員會之委員能否投

標，希望有明確的規定可以依循。 

六、 若新北市議會通過明年度之預算後，希冀新北市政府能提供青年局之

計畫參閱。 

 

肆、主席裁示： 

三峽北大社區之議題將會再做了解，若有機會便爭取該地做為青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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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托育等相關用途。另，待議會通過預算後，將提供明年度青年局之計

劃給各位委員。最後，明年青年局成立後，該局將會積極爭取舉辦 2022

的行政院青諮會議，新北市府必與各委員一同努力。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8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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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第4屆第4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03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6 時 30 分 

貳、地點：市府 17 樓 1720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參、主席：吳主任委員宗憲                                                             紀錄：林于靖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略) 

柒、委員建議事項： 

 一、邵璦婷委員 

（一）跨機關相關業務推動，建議可透過青委會聯繫府內機關。 

（二）近年來「城市浪人」的課程跟體驗活動有見習計畫，至合作的公司

實習，可以作為青年局相關計畫或活動設計的參考。 

（三）不同空間的營運，可分創業階段來作協助，如初創團隊與發展成熟

團隊之所需，不盡相同。 

二、張宇文委員 

（一）可公布職涯諮詢或培力等課程資訊，以便參與或旁聽。 

（二）輔導創業上，建議可增加團隊間的合作模式，如設計團隊與行

銷團隊的配合。 

三、廖雅琴委員 

（一）可增加辦理進入職場後的課程，例如：對不平等之事應如何面對。 

（二）新創或較冷門產業可協助於就業博覽會中進行招募。 

四、謝佩玲委員 

（一）職涯分享或體驗課程，需注意職場之工作面向，以增進青年參與。 

（二）職涯諮詢的模式可與勞動部提供的諮詢作區別，並在職涯諮詢師的

人才培育上，增加產業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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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中山足球場有一空間為企業所經營，可向其諮詢與瞭解企業

和政府機關或學校的經營差異。 

五、陳宥儒委員 

建議創業基地能辦理商業登記。 

六、康廷嶽委員 

（一）建議將創業基地作定位，以突顯基地的特點。首先要分領域，其

次是分階段，如此以便於協助未來想在此創業的年輕人。 

（二）創業最需要的是中後段的資金，新北有很強的產業群聚，惟一般

新創很難進入，政府可創造兩者的連結，並製造媒合，使得各種

資源對接時能更明確。 

七、邱彥錡委員 

（一）可以考慮創業基地由企業認養的方式，即Driver(資深創業者的指

導、企業鏈結、資源對接)的概念，將企業與新創搓合，後續亦

可向企業爭取訂單。 

（二）建議協助新創開設實習機會，讓大學生在大三或大四的學期內或

寒暑假時就能有實習的體驗，俾利在未來職涯發展上作更正確的

選擇。 

（三）課程可製作成線上資料，以嘉惠更多人。 

八、黃偉翔委員 

（一）可爭取全國青年委員性質的協會明年來新北辦理相關活動。 

（二）對於創業的建議，針對不同領域和階段的需要，可以選一些著力

點去槓桿，如國發會之於NPO，並將其視為夥伴去給予空間等

協助。 

（三）培育學生或社青的創業、創新提案的方式，不論是補助、給業師

輔導或舉辦競賽，皆有其優缺，如何能協助新創仍需再作思考。 

捌、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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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主席裁示： 

一、青委會除提供青年局青年事務建議方向外，必要時將進行跨局處間之

協調，倘委員有想法或建議，都可提出來，並以青委會名義，與各局處

交流、協助，且和青年局共同落實。 

二、委員若有建議，都請在群組上提出討論，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  

拾、散會：下午 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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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第4屆第5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06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 

貳、地點：市府 17 樓 1720 會議室 

參、主席：余執行長家哲 紀錄：吳凌雲、林于靖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略) 

柒、委員建議事項： 

 一、蕭言軒委員 

（一）共識營或工作坊的好處是比較靈活，可以直接看到委員候選人的人

格特質，而缺點是比較積極互動的人就比較容易被選上，如果報名

的人數太多，面談時間被壓縮，就無法確定可以找出適合的人選。 

（二）功能分組的部分，如以新北目前的規模來說，建議還是維持現況不

分組。 

二、黃偉翔委員 

（一）下屆遴選程序如果要用不一樣的方式產出，建議先有下一屆的委員

會要如何運作及想要選出什麼樣的委員，才能得到遴選的共識。 

（二）建議下屆委員的遴選可視新北青年發展的需求先分組別，譬如直接

對應青年局的單位，聚焦委員的工作內容，俾利訂定遴選辦法。 

三、黃柏實委員 

遴選方式若是以工作坊或共識營，建議參加的人數不能太多，這樣才能單

獨的觀察每個人的做法，及每個人在團隊合作時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四、張翰文委員 

青年力量是全世界的趨勢，它描述的是生命歷程中的狀態，雖然大部分

的人會用年紀來做一個區隔，但它描述的其實是一個心理狀態，在這樣

的年紀或生命歷程裡面會遇到的是各種心理壓力與社會糾葛。因此，建

議新北市的青年們可以自己來提案，他們可以去想像，自己想要什麼樣

的新北市。是故，委員的遴選或是青年局的服務，未必要用功能導向的，

而是人生階段導向的，描述這樣的狀態，可以更加符合青年及青年局在

整個制度裡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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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陳宥儒委員 

原住民會去參加原民局辦的活動，因為覺得原民局會更了解原住民，故

建議回到各局處做書面的初審。 

六、李昀城委員 

當初在遴選時已有以委員的專業分類選出，不建議再另做分組，未來依

不同議題徵詢委員討論即可。另建議新北亦可設置「協力團」，將未選

上的委員參選人及未來卸任的委員納入參與議題討論，可激發出更多不

同層面的思考及意見。 

七、廖雅琴委員 

不同的族群會發現不同的問題，建議可以用願景目標提案的方式，來核

對新北政策，作為遴選委員的一個參考。 

八、邵璦婷委員 

建議遴選方式除了報名書審之外，市府如果有覺得合適的人選，可以進

一步主動去邀約，或許是一個考慮的方向。 

捌、主席裁示： 

一、下半年青年局有些活動規劃，青年局將邀請委員參加及協助宣傳。 

二、今年因應本屆委員即將卸任，提出遴選方式討論，看看新北是不是除了

書審之外也能有不同的做法，不過因為面試所需要的人力過於龐大，仍

須再審慎思考遴選委員的流程，本次會議中委員們的意見將納入未來辦

理遴選時的參考。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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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第四屆第6次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09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6 時 30 分 

地點：市府 17 樓 1720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主席：吳主任委員宗憲 紀錄：陳亭潔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青年，好險有你(略) 

參、 張翰文委員－青年共居計畫經驗分享 

面臨全國租金節節高漲以及房東和房客之間無法取得信任，導致不少青年

難以承租到合適的房子。因此，可以參考美國的案例，倘若建商專門建造

給中低收入戶家庭居住的房子，政府即提供免稅的誘因，建商可拿著免稅

憑證到銀行貸款，銀行再以入股的方式投資建商開發案，如此一來，用政

府的機制創造出社會住宅產業。 

透過此案例，在台北市先找到移居的房子給青年居住，然後每月提供25%租

金補貼作為永續行動金，期望青年可透過住在此地，並回饋社區。而建造

的青年公寓有四項主軸: 

1. 可負擔的價格。 

2. 創造主題式公寓，讓同類型工作者、或者關心同樣事務的族群同住，彼

此產生連結。 

3. 居住青年在推動計畫時共同創作，發揮社群創造力。 

4. 發展具有永續精神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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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作為最多北漂族居住的城市，可以透過個人的行動、社會大眾的支

持，讓青年執行計畫的過程成為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並創造出對社區的在

地認同感。 

肆、 委員建議事項： 

一、 張翰文委員 

對於「青年，好險有你」的政策非常認同，不過現在大多青年朋友對於政府

的資 訊不太熟悉，建議可以增加網路申請的方式，提升便利性。 

二、 陳宥儒委員 

各委員或者青年局有舉辦活動時，可以將相關資訊放在群組供大家參閱。 

三、 李昀城委員 

現今社會有不少的獨居老人，可以調查他們的需求，透過調低租金，在開放

的平台跟青年或學生媒合一起居住。  

伍、 主席裁示： 

在宣傳的時候，可以將青年，好險有你的定型化契約下載連結提供給大家

檢視。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7 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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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第四屆第7次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分 

地點：市府 17樓   1720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主席：吳主任委員宗憲 紀錄：余帛燦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青委會經驗分享與建議 

參、委員建議事項： 

一、李昀城委員 

(一) 樂意協助青年局與教育局攜手辦理參與式預算。 

(二) 希望多辦理跨縣市交流。 

(三) 希望可以參考台北市青委會的提案與分組機制。 

二、張宇文委員 

建議安排參訪勞動部的北分署的創客基地，地點其實就在五股工具圖書館

旁邊，而且分工和青年局的工具圖書館不同，可以考慮串聯。 

三、陳宥儒委員 

希望青年局有些活動可以跟原民局結合辦理。  

四、黃柏實委員 

(一) 讓青委列席各局處會議。 

(二) 希望青年局可以提前通知相關活動，讓青委有更多參與的機會。 

(三) 建議參訪台中的青委會，參考他們的運作機制。 

(四) 也很推薦勞動部的創客基地，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交流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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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蕭言軒委員 

補充一下台中的模式，台中是三百個人海選，最後選出一百人。其實委

員人數太多，品質不良，有些委員進去也只是想拓展人脈，並不是認真

給意見。台中青委會運作上也是分成小組討論，提出意見的管道有三種 

(一) 以私下直接發訊息給長官。 

(二) 以聯署書的方式，在大會經足夠人數同意後，提案就可以送研考會

列管，讓相關機關執行，分為【完全參採】【部分參採】，結果都

會更新在網站上，每個委員都可以看到他們提案的參採率。 

(三) 在小組中透過提案單提出。 

六、廖雅琴委員 

(一) 我研究主題是節慶與都市發展的關係。青年有關的節慶活動是青年

節，之前參加過救國團的青年節表揚大會，全國遴選後到忠烈祠懷

舊。我覺得這種方式很有距離，或許可以發展出【新北青年節】，

透過這個節慶活動發展一些青年交流。 

(二) 希望可以參考台北市青委會的提案與分組機制。 

七、陳凱莉委員 

(一) 可以有一些凝聚共識的機制，像是分組委員會，或者有個兩三天的

破冰營隊。讓大家先認識彼此後，再依照專長分組，這樣我們也才

知道怎麼去貢獻我們的專長。 

(二) 我們最近在台北辦聖誕活動，歡迎大家參加。 

八、張翰文委員 

可以考慮辦歷屆青年委員的校友會，這麼多屆累積下來，應該有很多委員

都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青年局今年從無到有是很不容易，青委這邊其實

也因為有跟新北市政府合作過，所以很能體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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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黃偉翔委員 

(一) 請問下屆青委的選舉方式?  

(二) 關於青委怎麼提案的方式，其他縣市的機制其實不一定可以直接用

在新北，或許委員在建議的時候，也可以更具體建議執行的方式。 

肆、主席裁示： 

(一) 青年局剛成立其實是最累的，很不簡單。之後在人力補齊後會更

好。也謝謝大家體諒青年局的人力，目前還很難像其他人力較多的

局處做得這麼完整。其他縣市分組討論，或者提案的機制，我們會

討論看看怎麼執行。 

(二) 原民局長也快要上任，到時候我們也會溝通看看，有沒有機會合

作。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7 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