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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內容摘要 

一、 中文計畫名稱：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二、 英文計畫名稱：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us and Need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Welfare in Taichung 

三、 計畫編號： 

四、 執行單位：亞洲大學 

五、 計畫主持人（包括共同主持人）：張峻嘉 

六、 執行經費：新臺幣捌拾肆萬貳仟元整 

七、 執行開始時間：105/03/22 

八、 執行結束時間：105/12/21 

九、 報告完成日期：105/12/21 

十、 報告總頁數：345 

十一、 使用語言：中文，英文 

十二、 報告電子檔名稱：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

求調查 

十三、 報告電子檔格式：pdf 

十四、 中文關鍵詞：兒少福利現況、兒少福利需求、臺中市 

十五、 英文關鍵詞：welfare status, welfare needs, child and adolescent, 

Taichung City 

十六、 中文摘要： 

本調查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針對臺

中市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每四年一

次的調查。本調查將臺中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分為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及 12~未滿 18 歲三個年齡層，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

以 105 年 4 月底設籍於臺中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與少年為母體，依行政

區分為市區、山線、海線及屯區等四層，再依三個年齡層人口佔臺中

市未滿 18 歲總人口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隨機抽樣。問卷內容與設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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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座談、學者專家座談會與專家效度審核後，擬定實施計畫報請相

關單位後核定實施。調查工作於 105 年 7 至 10 月間進行實地訪查，共

完成 608 案之調查訪問。本調查亦針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及少年代表

舉辦兩場焦點座談會，就本調查之發現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並且與 101

年之調查結果進行比較。本調查發現在地理區域而言，山線及海線的

福利資源相對較為不足。在福利補助方面，政府應放寬申請資格與條

件。在兒童福利需求方面，政府應增設公立幼兒園及托育中心、提供

多元的兒童活動空間，且相關服務須配合家長上下班時間，以增加使

用機會。在少年福利需求方面，政府應提供安全打工機會、就業及課

業輔導服務，並增設休閒活動場所。本調查並根據研究發現，針對各

兒童及少年福利面向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臺中市政府做為未來兒童

及少年福利資源及福利政策規劃之參考。 

十七、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Welfare and Benefits Protection Act, which should be 

conducted every four year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living and need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chung. In this study, children aged under 18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age groups of 0-6, 6-12, and 12-18 years old.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July to October in 2016 and completed a total of 608 cases. 

Two focus groups were also held for the primary caregiver and the child's 

representative to discuss the findings in greater depth. The findings were 

t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elfare resources of mountainous area and sea line 

are comparatively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welfare gran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eligibility. Regarding the needs 

of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more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child care centers, provide more multifunctional spaces for children. The 

related services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parents' working hou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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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the usage. Regarding the needs of adolescen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af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mployment and academic 

counseling services, and provide additional leisure venu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tudy provide useful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 planning future welfare resources and 

welfare polici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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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兒少權益議題已在國內引起各媒體廣泛的關注，有關兒少權利及

福利的問題也浮出檯面。尤其臺灣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及

成績至上的價值觀念，使得許多兒童及少年默默承擔著多重的壓力來

源，更面臨到不同以往的挑戰及壓力，但他們在各方面的權益卻仍無

法得到徹底的保障及重視。因此，建立完整的兒少保護制度、建構完

善的家庭支持系統、增進兒童及少年的社會參與、提供補充性的托育

服務…等，是國內在設計兒少福利時最應優先考量的理念。 

    因應社會及家庭形態之變遷，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2011 年修訂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目的在使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及照顧

體系更臻完善。臺中市為落實兒少福利法之精神，規劃辦理以兒童及

少年為中心，以家庭為服務對象之各項福利服務，範圍擴及一般、特

殊及弱勢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服務內涵包括托育服務、經濟扶助及照

顧方案、保護安置服務及發展遲緩兒童之輔導與管理等，期計畫性地

規劃三級預防服務方案，以架構完整之服務安全網，協助所有兒童少

年得到適性之發展，並健全家庭之功能。 

    本調查希望透過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瞭解臺中

市臺中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的使用現況以及各

式需求滿足之情形，以做為未來政策規劃之調整、改進與建構臺中市

臺中市創新與整合服務網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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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調查期瞭解臺中市臺中市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家庭狀況、生活

狀況、托育及教（養）育問題、遊戲與育樂休閒現況及需求、社會參

與情形以及對政府辦理兒童少年福利措施之瞭解、使用與期望等。探

討臺中市臺中市未滿 18 歲兒童少年及其主要照顧者對有關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內容及近來兒少關切之議題，如兒少網路使用情

形及網路安全、公共參與、校園安全、性別議題、對兒少權法禁制行

為等之看法。調查資料經整理統計分析後，提供政府制訂前瞻性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之重要參考，以及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兒童及少年福

利各項措施之參考，使兒童及少年獲得更妥適的照顧與福祉。本調查

目的如下： 

一、 整理並呈現臺中市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使用之情

形。 

二、 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瞭解臺中市臺中市市民對於現有兒童及

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之認知、使用現況、滿意度與相關建議。 

三、 呈現臺中市臺中市市民對兒童及少年不同領域之需求的認知與

期待程度。 

四、 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建構完

善之兒童及少年福利內涵與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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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題背景與現況分析 

第一節  我國兒童少年福利 

兒少權益是我國福利政策中重要的一環。92 年在民間兒童福利團

體倡導下，立法院將原本各自分立的「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

予以整合，成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自合併修正並公告實施後，學

術與實務界有許多爭論，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

益，增進其福利，於 100 年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名稱修正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修正全文公告施行。 

為了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政府於 96 年將每年的 5 月 15 日定為

全國「兒童安全日」，並於 99 年核定「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

就兒童人身、居家、交通、校園、遊戲及其他等六大面向，整合各單

位資源共同推動，逐步建構其安全健康環境並喚起社會大眾對相關安

全議題的重視。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的幼托整合政策中，係為

因應現代社會及家庭教保需求，整合健全學前幼兒教保機構，提供幼

兒教育及照顧兼具的綜合性服務。為因應少子女化的社會現象，政府

亦不斷推出多項育兒方案（生育津貼、育兒津貼）等等，期待透過支

持性、補充性、替代性等多項福利政策模式，除保障兒童少年基本福

利外，亦對兒童少年家庭進行支持性服務，保障兒童少年福利權益，

滿足家庭因照顧壓力而產生的需求（李美玲，2012，p.3）。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

每四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

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 

一、 兒童家庭照顧 

在少子化的現象中，兒童照顧品質不容忽視，以往兒童福利多以

「家庭責任」為定位，傳統上家庭是兒童少年成長的處所，而父母則

是擔負照顧者的角色，尤其是女性常常擔負起在家養兒育女的社會期

許（邱方晞，2003），但家庭型態改變的多樣化，對兒童照顧亦是一大

壓力。 

托育服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在父母就業或其他因素不能親

自照顧子女的時段，提供補充親職的角色外，托育服務也有支持親職

角色的功能，可預防家庭失功能，避免未來付出更多社會成本來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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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燕，2009）。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5 條及 26 條說明居家式托

育服務規範，其主要用意為提升保母托育照顧品質，建立居家托育保

母管理輔導機制。非三親等內親屬間的托育，並有進行收費保母，都

須依法進行登記，且須年滿二十歲，領有保母技術士證、或相關科系

畢業、或有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政府亦應該執行保母托育環境安

全檢核及持續執行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輔導等

管理措施。 

育有兒童少年家庭，因社會變遷、婦女投入職場就業人口之激增，

兒童照顧已形成其重要負擔之一。為提升學前教保機構服務品質、滿

足現代社會與家庭之教保需求、提供兒童教育與照顧兼具之綜合性服

務，並支持兒童發展以厚植人力資本培育，政府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其中「幼托整合」政策，保障兒童接

受適當教育與照顧權利及建立完善兒童教育及照顧體制，除將幼稚園

及托兒所整合為「幼兒園」外，也將特定區域之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

一併納入規範，以期填補家庭及學校教育無法達成之照顧需求，並建

立完整及連貫之兒童教育與照顧體系。 

二、 兒童少年安全照顧 

兒童安全包括「生理」及「心理」兩方面，就生理上的安全來說，

因為兒童對事物的危險性、如何避免等知識不足，加上本身的抵抗力、

防禦力不夠，一旦造成生理傷害可能影響一生；就心理層面來說，兒

童期是人格的養成階段，一個生活在恐懼中、心理不安全的孩子，將

無法建立對人的信任感及對自己自信心，良好的兒童安全應對生理心

理並重。 

兒童人身安全是社會大眾及政府所相當重視的一部分，其範疇包

含家庭暴力、高風險家庭、性侵害及一般暴力行為等會對兒童身體造

成傷害的事件。在社會日趨複雜的現象中，兒童人身安全更顯得重要。 

兒童少年的保護可由三道防線為之（黃源協、蕭文高，2011： 

221）： 

1. 初級預防：避免及阻止危害兒童少年健康與福祉事件發生。有

賴社會宣傳、親職教育、兒童福利工作者、學校老師及大眾媒

體扮演積極性的角色。 

2. 次級預防：幫助及保護不幸的受虐兒童少年。此部份仰賴良好

的責任通報和輔導照顧措施，其中社工員、醫療體系人員、兒

童保護與安置機構的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則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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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級預防：治療受虐兒童少年所受到的傷害，共同預防進一步

的受害。最主要是身體治療、寄養與安置服務、心理輔導等，

社工人員與醫療人員等都有較大的責任。 

三、 兒童少年健康照顧 

幼兒教育逐漸受到的重視，教育的對象也逐漸轉移到一些具有特

殊需求的幼兒身上，加上近年早期療育觀念逐漸普及，發展遲緩兒童

的早期療育已成為兒童健康照顧的重要議題。 

嬰幼兒階段是人一生中各方面發展可塑性最高的時期，若能及早

發現，給予適當的療育訓練和教育，將可降低幼兒發展遲緩的程度，

因此早期療育可以說是一種以「發展」為架構的「預防」訓練（劉芷

瑩，2006）。早期療育服務強調以家庭為中心，將家庭納入服務之範圍；

因家庭是個人最早接觸的環境，人的一生也大都在家庭中成長，是個

人互動最多、最親密的場所，因為早期發展影響著一個人未來人格與

各方面的發展，若家庭能對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的功能障礙有較正確的

認知並能早期治療，這能讓發展遲緩兒童有較正常發展的機會

（Hurlock, 1974；林世莉，2002；劉芷瑩，2006）。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 條規範：政府及公私立機

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年之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

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

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第 27 條訂定兒童少年醫療照顧措

施，可視家庭經濟條件補助費用。第 30 條至第 32 條針對疑似發展遲

緩、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

的照顧，建立評估機制，規劃辦理各項服務等。第 33 條，醫療等公

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優先照顧措施等。 

四、 兒童少年休閒娛樂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簽約國承認兒童擁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

遊戲、娛樂、休閒、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之權利，並應鼓勵

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在兒童少年

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至第 41 條規範兒童具有遊戲及休閒的權利，並具

有社會參與的權利。 

促進兒童少年參與正當的休閒有其重要性，這類型的休閒應該要

能讓兒童少年（及其家人）獲得：（1）提昇體適能；（2）情緒的放鬆

與調適；（3）人際關係的維持與發展社會技巧；（4）達到自我認同與

自我實現的機會；（5）社會化經驗的學習；（6）尋求團體的認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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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家庭成員與氣氛（郭靜晃、吳幸玲、張瓊云，2001）。 

五、 兒童少年權益與支持系統 

內政部兒童人權報告書中表示，我國實踐兒童人權的主要議題為

人權教育、身份權、成長環境、安全維護、家庭支持、無國籍兒童等

六大部分；而兒童少年權益保障法所強調的除了兒童少年的普及性外，

更是將兒童少年權益、兒童少年最佳利益等納入考量的範疇；另一方

面：最適合兒童少年成長的微視系統，即為其原生家庭，因此家庭功

能健全與否，對兒童少年的發展影響甚鉅（李美玲，2012，p.16）。 

Kadushin 和 Martin（1988）把兒童福利服務依其與家庭系統互動的

目的，亦即對家庭功能產生的效果，分成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以

及替代性服務三類。這樣的服務系統，被認為是協助家庭保護兒童發

展機會的三道防線：支持性服務是第一道防線，具有支持、增進及強

化家庭滿足兒童需求之能力，諸如未婚父母服務、婚姻諮商、社區心

理衛生家庭服務、社區保健衛教宣導服務以及相關津貼等。補充性服

務為第二道防線，主要在於彌補家庭照顧之不足或不適當，諸如收入

補充方案、居家服務、家庭托育和托育機構的服務等。又日間托育於

服務輸送時會直接與家庭和兒童接觸，所以事實上可以同時發揮補充

及支持性功能，對家庭系統功能的穩固和強化相當有效。替代性服務

則是最後一道防線，乃原生家庭系統解組後的安全網，視兒童個人需

求，部份或全部替代家庭照顧功能，諸如：收養服務、寄養服務、機

構安置服務等（馮燕，2009）。 

兒童少年的生活仍以家庭為主軸，但現代家庭型態的多變，家庭

支持的需求也逐漸增加，如：（1）單親家庭增加，造成貧窮兒童少年

化、（2）再婚家庭、繼親家庭增加，親子關係混淆、（3）隔代教養家

庭增加，育兒負擔沉重（4）跨國婚姻、新移民子女數增加，子女教養

問題浮現。多元的家庭型態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措施，其執行面所遭遇

的困難有因家庭問題複雜服務提供的問題，或者服務據點可近性不足

以及服務輸送的問題等。故此，建構家庭服務體系及資源網絡的分配

整合則更為重要，在建構家庭服務體系方面：發展以兒童少年為本、

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家庭支持服務體系，健全兒童少年

發展權益與機會、整合「支持性」、「補充性」和「替代性」的家庭福

利輸送體系，落實以兒童少年為本的服務（彭淑華，2013）。 

在資源網絡整合方面：重視城鄉差異及資源分配的落差，規劃更

具發展性的服務方案、尊重在地多元性，提供可近性服務、注重預防

性及發展性方案、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加強公私各部門橫向整合、建

立跨部會整合機制等（兒童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1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二節  臺中市概況 

一、 臺中市發展現況 

 

 

 

 

 

 

 

 

 

圖 2-2-1 臺中市 29 區行政區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網站 

http://www.taichung.gov.tw/public/Attachment/100010/2725152460.html 

臺中市一個百年城市，中臺灣的政經文化重鎮，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和善、包容的城市特質，常年陽

光普照的美好氣候，讓這裡充滿著活力；近年來大力推行各項文化交

流、藝文展演，中科、精密機械園區、臺中工業園區三方鼎立，再加

上一向蓬勃的服務業，國際品牌的餐飲、金融、百貨及飯店業進駐，

帶動臺中市的發展與人口成長，同時也是國內外籍人士居住第二多的

城市(康百視，2011)。 

臺中市下轄 29 行政區(圖 2-2-1)，包含原臺中市的 8 區以及臺中

縣的 3 縣轄市、5 鎮、 13 鄉，由於地理環境及歷史發展等因素，原

臺中縣劃分為山（山線）、 海（海線）、屯（屯區）三個區，而原臺中

市的 8 區劃分稱為「市區」，市區包含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

區、西屯、南屯及北屯；山線包含豐原、東勢、石岡、新社、和平、

潭子、大雅、神岡及后里；海線包括大安、外埔、大甲、清水、沙鹿、

梧棲、龍井及大肚；屯區則囊括大里、太平、霧峰及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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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區概況：共有 8 區、214 里 

 

 

 

 

 

 

 

 

 

圖 2-2-2 原臺中市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_(%E7%9C%81% 

E8%BD%84%E5%B8%82)#.E8.A1.8C.E6.94.BF 

原臺中市 8 區簡稱「市區」，位於臺灣本島西側的中部，全區面積

163.4256 平方公里，劃為西區、北區、中區、東區、南區、南屯區、

西屯區、北屯區。 

地形上，臺中市中心位於臺中盆地為市府所在地，四周環山，大

坑風景區內的頭嵙山（海拔 859 公尺）為市區最高峰，臺中市區被多

條溪流穿過，大型的溪流由東至西有廍子溪、大里溪、旱溪、筏子溪，

其中 

以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四者被稱作「臺中市四大河川」，

其東側與太平及新社相鄰；西緣沙鹿、龍井及大肚；南鄰烏日及大里，

北邊則是豐原、潭子與大雅。境內有國立中興大學、臺中科技大學等

名校，又有臺中工業與科技園區，為中臺灣工商重鎮。此外，目前在

中區推動「文化城中城再生執行方案」希望再現臺中市舊城區的榮景，

正式啟動都市再生機制，以 5 大再生策略基礎，保存老城文化風貌、

提升環境與居住品質，促進產業活絡，並復甦都市機能。(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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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城中城範圍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2 0 1 5 臺中市都市發展年報 

 (二)山線概況：共有 9 區、157 里 

山線的區域主要以靠山為主，以豐原區為最繁榮樂鬧，山線的石

岡、東勢是客家族群聚集所在，為保存客家文化，陸續推動興建客家

文化觀光中心及漂流木園區等特有文化資產。后里不但是樂器之鄉，

也盛產花卉，近年來，地方積極爭取設立薩克斯風博物館，並擴大舉

辦樂器節，未來結合花卉、樂器與舊鐵道，將創造可觀的旅遊商機。

神岡可串連大肚山科技走廊，發展豐洲科技園區。潭子有加工出口區，

能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大雅的小麥栽培面積約 70 公頃，是國

內小麥主要產地，更有「臺灣小麥之鄉」美譽；再加上新社的花海、

百菇，朝休閒農業發展，更能提升經濟效益。 

(三) 海線概況：共有 8 區、152 里 

海線的區域緊鄰著海邊，有沙鹿、大安、清水、梧棲和大甲等，

沙鹿可借重清泉崗機場，發展周邊工商金融廊道。大安位於西部濱海

地區，有長達 8 公里的海岸線；清水擁有珍貴的高美濕地，二者皆具

備發展海洋生態、水上樂園的天然條件。 

位於海岸線的梧棲以觀光漁市與臺中港濱海遊憩區連結成為休閒

動脈，每逢假日吸引不少遠道而來的饕客，目前也有「藍色公路」的

海上遊艇可供遊客乘坐。大甲則因鎮瀾宮「大甲媽」聞名，是海內外

宗教文化信仰重鎮。地處山海線鐵公路交會處的龍井、大肚，交通便

利，盛產金蘭西瓜、番薯和水稻。大肚溪口，河床、潮間生物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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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鳥類前來棲息、活動，被列為水鳥保護區，面積達 2,669.73 公頃。

外埔土質適合農作，包括稻米、花卉、葡萄等是主要經濟作物，每當

作物生長期間，遍地翠綠，與羅列有序的農舍，呈現出富足的農村生

活。 

(四) 屯區概況：共有 4 區、102 里 

屯區有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烏日區組成，涵蓋 102 個里 2148

鄰，發展迅速，人口總計達 531,008 人（統計至 105 年 3 月止）。烏日

位於臺中市南端，與大里、大肚相鄰，境內烏日啤酒廠生產的臺灣啤

酒，獲金牌品質盛譽。另高鐵站設立後，躍居交通樞紐地位，地方正

積極爭取五星級觀光飯店進駐，未來可以比照桃園航空城，將烏日打

造成為高鐵城，帶動地方繁榮。至於太平的工商農業很發達，尤其工

業，以生產機械設備和鋁製品、塑膠製品為主，是太平工業區主要產

業，產能大，已讓太平躍居中部重要新興城鎮。 

二、 人口分布及兒童與少年年齡結構 

截至民國 105 年 4 月底，臺中市 29 區共有 625 里、931,077 戶、戶

籍人口 2,750,322 人，平均戶量 2.95 人。其中市區佔臺中市總人口之

41.22%、山線佔 21.41%、海線佔 18.05%、屯區為 19.32% (表 2-2-1)。 

臺中市 105 年 4 月底共計有兒童及少年 519,728 人（佔全市人口

18.90%），其中 0-5 歲嬰幼童 160,961 人，6-11 歲兒童 157,561 人，12-17

歲少年 201,206 人。 

就市區、山線、海線、屯區來看，市區兒童及少年人數佔全臺中

市最多，比例為 41.73%、山線為 20.86%、海線為 18.29%、屯區為

19.11%。 

以扶幼比來看，臺中市整體為 19.98%，市區中之中區的扶幼比最

高為 27.16%，其次為海線的沙鹿區 24%，市區的南屯區 22.96%為第三；

扶幼比最低的是海線的大安區為 15.16%，其次為山線的和平區 15.80%，

再來亦是山線的東勢區和石岡區皆為 16.14%並列第三；其餘各區的扶

幼比皆在 17%~21%之間（請詳見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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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105年臺中市各區兒童及少年人口分佈情形表 

區域別 區數 里數 鄰數 戶數 
總人口 兒少人口 兒少佔

總人口%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扶幼比%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全區總計 29 625 12,993 931,077 2,750,322 100.00 519,728 100.00 18.90 160,961 100.00 157,561 100.00 201,206 100.00 19.98 

市

區 

中區 1 8 236 7,911 18,945 0.69 4,123 0.79 0.15 881 0.55 1,521 0.97 1,721 0.86 27.16 

東區 1 17 421 27,386 75,149 2.73 12,120 2.33 0.44 4,140 2.57 3,426 2.17 4,554 2.26 17.02 

南區 1 22 630 46,846 122,270 4.45 22,889 4.40 0.83 7,720 4.80 6,655 4.22 8,514 4.23 19.26 

西區 1 25 628 45,118 115,765 4.21 21,516 4.14 0.78 6,147 3.82 6,817 4.33 8,552 4.25 20.40 

北區 1 36 861 58,608 147,616 5.37 23,960 4.61 0.87 7,448 4.63 7,183 4.56 9,329 4.64 17.04 

西屯區 1 39 990 82,736 222,516 8.09 45,750 8.80 1.66 13,880 8.62 14,278 9.06 17,592 8.74 21.67 

南屯區 1 25 568 59,968 165,082 6.00 36,272 6.98 1.32 10,594 6.58 11,544 7.33 14,134 7.02 22.96 

北屯區 1 42 930 95,408 266,451 9.69 50,273 9.67 1.83 15,680 9.74 15,179 9.63 19,414 9.65 19.71 

山

線 

和平區 1 8 117 4,456 10,703 0.39 1,570 0.30 0.06 509 0.32 471 0.30 590 0.29 15.80 

東勢區 1 25 383 17,281 51,191 1.86 7,728 1.49 0.28 2,150 1.34 2,246 1.43 3,332 1.66 16.14 

石岡區 1 10 119 4,897 15,278 0.56 2,378 0.46 0.09 645 0.40 670 0.43 1,063 0.53 16.14 

新社區 1 13 201 7,506 25,036 0.91 4,125 0.79 0.15 1,195 0.74 1,169 0.74 1,761 0.88 18.16 

后里區 1 18 265 15,699 54,226 1.97 10,211 1.96 0.37 3,121 1.94 3,069 1.95 4,021 2.00 20.46 

豐原區 1 36 800 52,751 166,768 6.06 31,820 6.12 1.16 9,288 5.77 10,137 6.43 12,395 6.16 20.69 

潭子區 1 16 302 35,532 106,702 3.88 19,947 3.84 0.73 6,343 3.94 5,914 3.75 7,690 3.82 19.11 

神岡區 1 16 292 18,945 65,180 2.37 11,590 2.23 0.42 3,789 2.35 3,345 2.12 4,456 2.21 18.60 

大雅區 1 15 359 28,518 93,785 3.41 19,063 3.67 0.69 5,700 3.54 5,789 3.67 7,574 3.76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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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105年臺中市各區兒童及少年人口分佈情形表（續） 

區域別 區數 里數 鄰數 戶數 
總人口 兒少人口 兒少佔

總人口%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扶幼比%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海

線 

外埔區 1 11 195 9,448 31,854 1.16 5,320 1.02 0.19 1,732 1.08 1,445 0.92 2,143 1.07 17.17 

大甲區 1 29 401 22,757 77,822 2.83 15,328 2.95 0.56 4,328 2.69 4,798 3.05 6,202 3.08 21.60 

大安區 1 12 114 5,407 19,469 0.71 2,933 0.56 0.11 958 0.60 776 0.49 1,199 0.60 15.16 

清水區 1 32 591 26,527 86,206 3.13 15,748 3.03 0.57 4,745 2.95 4,866 3.09 6,137 3.05 19.94 

梧棲區 1 14 394 17,240 57,266 2.08 11,439 2.20 0.42 3,569 2.22 3,506 2.23 4,364 2.17 21.51 

沙鹿區 1 21 431 28,253 90,209 3.28 19,246 3.70 0.70 6,703 4.16 5,855 3.72 6,688 3.32 24.00 

龍井區 1 16 282 22,384 76,696 2.79 14,713 2.83 0.53 4,857 3.02 4,355 2.76 5,501 2.73 20.19 

大肚區 1 17 335 17,100 56,837 2.07 10,326 1.99 0.38 3,259 2.02 2,964 1.88 4,103 2.04 18.95 

屯

區 

霧峰區 1 20 398 19,775 64,696 2.35 10,581 2.04 0.38 3,468 2.15 2,953 1.87 4,160 2.07 17.08 

太平區 1 39 707 61,387 184,649 6.71 33,339 6.41 1.21 11,039 6.86 9,649 6.12 12,651 6.29 18.50 

大里區 1 27 756 67,873 209,092 7.60 41,755 8.03 1.52 12,807 7.96 12,872 8.17 16,076 7.99 20.83 

烏日區 1 16 287 23,360 72,863 2.65 13,665 2.63 0.50 4,266 2.65 4,109 2.61 5,290 2.63 19.94 
資料來源：臺中市民政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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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現況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人口占全市人口比例約為 20%，近年來面臨著

因社會結構變遷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與挑戰，市政府除了積極地保障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之外，更期望能建構完善的兒少福利服務體系，

為兒童及少年創造福祉。此外，市政府更秉持「以兒少最佳利益為優

先考量」、「重視少數族群兒少需求」、「與民間團體及跨局處合作」等

原則，積極推展兒少福利，企圖打造成為一個年輕活力、關懷兒少之

城市。 

目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方面的主要業務內容

包括以下四個方向： 

一、 維護弱勢家庭兒少基本生活，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一) 辦理經濟弱勢兒少生活扶助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為了保障弱勢

家庭中兒童少年之基本生活權益，臺中市透過經濟支持與扶助，

及連結相關社福資源給予協助，使弱勢家庭之兒童少年生活有所

依靠。  

(二) 辦理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少年醫療補助：為促進經濟弱勢家庭兒

童少年獲得適切之健康照顧，保障有就醫需求之兒童少年就醫權

益，並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爰提供其健保費及醫療費用補助。  

(三) 建置完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體系：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 6 處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及提供托育機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巡迴

輔導服務，透過結合醫療復健、特殊教育與社會福利，協助家長、

兒童、專業人員獲得所需資源及可近性的服務；另設立兒童發展

通報中心及提供早期療育補助，以期落實通報與轉介，並減輕照

顧者負擔。  

二、 提供多元托育支持，友善育兒環境  

(一) 減輕家庭育兒負擔：透過生育津貼、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兒童臨時托育服務、保母托育費用補助等福利，提供嬰幼兒家庭

經濟上之協助，減輕其照顧負擔。更於 104 年 7 月起實施托育一

條龍政策，秉持社會投資理念，整合及擴大既有育兒津貼，以鼓

勵父母送托、安心外出工作，並創造就業市場。  

(二) 建構多元托育資源網絡及優質保母托育管理制度：以平價、優質

及社區化之理念，強化 6 處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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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立案托嬰中心及設立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據以建構嬰幼兒托

育照顧服務網絡，提供平價托育服務；並加強宣導及落實居家式

托育服務登記制，辦理保母課程培訓、輔導訪視、優質選拔等，

完善保母托育管理機制。  

(三) 營造友善育兒環境，增進家庭照顧能量：推展托育資源中心、托

育資源據點、育兒補給站、育兒指導員、短期及臨時照顧服務、

培力家長團體等，以支持及補充家長照顧能量。亦透過社區行動

列車深入社區據點，以豐富偏遠地區或資源缺乏社區之托育服務

資源。  

三、 推展兒少安全措施，提升福利機構品質  

(一) 促進兒少安全活動空間：針對育有 6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提供居家

環境檢視及輔導改善危險因子，並辦理「臺中市兒童遊戲場管理

人安全培訓研習」，及參與「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藉由

各局處之合作，確保兒少安全活動空間，營造優質兒少成長環

境。  

(二) 健全兒少安置機構及托育機構之管理：透過業務聯繫、訪視輔導、

公安消防稽查及評鑑等機制，督促機構合法營運及維護服務品質；

並辦理托育機構及兒少福利機構、團體主管人員、專業人員相關

訓練，增進其專業知能，進而提升照顧品質。  

四、 重視青少年發展及培力，鼓勵參與公共事務  

透過「青少年巡迴車宣導服務」執行移動性服務輸送，進入社區

宣導青少年議題，並介紹臺中市青少年中心之服務。另提供青少年表

達自我想法及意見之管道，及推動青少年行動方案，以鼓勵臺中市青

少年發揮創意，及支持青少年族群參與公共事務及社區服務。 

臺中市現行多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補助與服務，其詳細之福利名稱、

內容與資格，請詳見下列之表 2-3-1 與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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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臺中市兒少福利補助項目一覽表 

補助名稱 補助內容與資格 

生育津貼 按胎兒數發放之；金額為單胞胎新臺幣1萬元，雙胞

胎新臺幣3萬元，三胞胎以上，每胞胎新臺幣2萬元。 

父母未就業家

庭育兒津貼 

育有2足歲以下兒童、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

兒需要，致未能就業 ，每月補助2,500-5,000元。 

家庭部分托育

費用補助 

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皆就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

未滿2歲幼兒，每月補助2,000-5,000元。 

托育一條龍-平

價托育費用補

助 

符合設籍條件，育有未滿6歲幼童，且送托臺中市協

力保母或協力托嬰中心 ，每月補助每月補助

2,000-3,000元。 

兒童臨時托育

服務 

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之0-12歲單親家庭、身心障礙

者家庭、失業者家庭、夜間工作者家庭、多胞胎家

庭等弱勢家庭兒童。每月提供最多40小時、每年最

高240小時之免費臨托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

療育費補助 

設籍臺中市並已通報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0-6歲

幼兒，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000-5,000元。 

經濟弱勢兒少

生活扶助 

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未滿18歲之經濟弱勢家庭兒

童及少年，每人每月補助1,969元。 

中低收入兒童

少年健保費補

助 

符合臺中市列冊中低收入戶，且未領有政府其他全

民健康保險費補助之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補助全

額健保費 

5歲幼兒免學費

教育計畫 

1.公立幼兒園（含國幼班）免費入學  

2.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補助學費15,000元。 

公立幼兒園課

後留園補助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且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家庭及

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學期中全額補助；寒、暑假

期間最高補助3,500元(一個月) 

中低收入家庭

幼童托教補助 

中低收入戶年滿2-4歲就讀公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

補助6,000元。 

低收入戶及寄

養家庭學前幼

童就學補助 

低收入戶年滿2-4歲就讀公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補

助1萬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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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民眾就業

或職訓期間家

庭安置補助 

符合設籍及相關規定者補助子女托育補助，最長補

助6個月。  

(一)全日托：每人每月最高補助5,000元整。  

(二)半日托、課後安親、短期補習：每人每月最高補

助3,000元整 

弱勢勞工就業

協助 

於求職期間或就業初期因經濟困難，有就讀國小、

幼兒園有安親需求或需托嬰之弱勢民眾。提供托育

安親費，每位子女每月最高補助6,000元，以3個月為

限。 

原住民幼兒托

教補助 

學齡年滿3足歲至4歲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每學

期最高補助1萬元。 

原住民中低收

入戶課後照顧

補助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就讀公、私立小學、國中及日

間部高中(職)。符合資格者補助計12,000元(分上、下

兩學期)，實支實付。 

國小課後照顧

服務補助(教育

局) 

就讀臺中市市立之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國

小學生，補助其參加國小課後照顧服務費用。 

弱勢家庭兒童

及少年緊急生

活扶助 

扶助對象為設籍臺中市或實際居住臺中市超過6個

月無戶(國)籍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申請者應於生

活陷於困境、無力維持家庭生活、無經濟能力或有

經濟困難等事實發生後6個月內為之。符合資格者每

人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扶助期間以6個月為原則，

經實地訪視如認有延長必要，最多延長6個月，且同

一事由以補助一次為限。 

低收入戶及弱

勢兒童少年醫

療補助 

設籍臺中市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未滿18歲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或設籍並實際居住於

臺中市之弱勢兒童及少年，補助相關醫療費用。 

幼童身故慰問

金 

針對設籍臺中市年齡6歲以下死亡之幼童，且其父母

或監護人設籍臺中市連續滿6個月以上者，發給遺屬

身故慰助金新臺幣2萬元。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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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臺中市兒少福利服務項目一覽表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與資格 

早期療育服務資

源網絡 

針對設籍或居住臺中市0-6歲嬰幼兒在動作、語

言、認知、社會情緒及生活自理方面有疑似明顯

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早療通報、個案管理、家

庭支持性服務、發展資源車服務等。 

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 

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幼兒，提供平價托育服務，家

長每月不超過4千元托育費用，弱勢家庭免費。 

社區保母系統

（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 

提供免費托育媒合、托育諮詢、協助家長申請托

育費用補助、圖書、教具借閱、辦理親職活動及

課程等。 

育兒補給站 彙整各單位所舉辦之0-3歲幼兒相關活動，活動內

容包括親子活動、親職講座、親子共讀、影片欣

賞、在職研習及教育訓練。 

托育資源中心 提供未滿3歲及其照顧者托育資源諮詢、親職教

育、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免費圖書教具借用、

社區巡迴服務。 

育兒指導服務 提供準爸媽、新手爸媽嬰幼兒照顧諮詢(專線：

04-23730885)、團體主題模式活動、到宅指導服務

等。 

弱勢家庭兒少社

區照顧服務 

提供臺中市單親家庭家庭訪視、電話諮詢、心理

輔導、課後臨托與照顧、兒少簡易家務指導、親

職教育或親子活動、等服務。 

Bookstart閱讀起

步走0-5歲嬰幼

兒閱讀推廣活動 

針對設籍臺中市0-5歲嬰幼兒，圖書館辦理父母講

座、贈書儀式及相關閱讀推廣活動。 

新生兒聽力篩檢 設籍本國未滿3個月之新生兒，可至有特約醫療

機構接受聽力篩檢。 

兒童預防保健 提供7歲以下兒童身體檢查、發展評估及衛教指

導等預防保健服務。 

嬰幼兒各項常規

預防接種 

提供設籍本國嬰幼兒及學幼童、外籍父或母有居

留証或加入健保之嬰幼兒，各項常規預防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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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肺炎鏈球菌

疫苗接種 

(一)出生滿1-5歲，且其過去未曾接種或尚未完成

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接種時程的

幼童。  

(二)5歲以下，且年滿2個月之高危險群、肌肉萎

縮症幼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99年以後出

生且設籍山地離島偏遠地區。  

符合上述條件者免費提供疫苗接種。 

兒童牙齒塗氟 提供未滿6歲兒童或未滿12歲之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及離島地區者，至健

保特約牙科醫療院所受檢。 

補助常規疫苗接

種診察費 

針對13歲以下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學幼

童，補助至預防接種合約院所之診察費。 

優先入公立幼兒

園之幼兒 

設籍臺中市且為身心障礙、身心障礙子女、低收

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等或經社會局轉介之2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之幼兒，可優先進入公立幼兒園就讀。 

臺中市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 

館內設有遊戲室、展覽室、圖書室、親職教育室

等，提供12歲以下兒童及一般民眾休閒娛樂、閱

讀、藝文欣賞及研習等多元化的服務。 

臺中市兒童青少

年福利服務中心 

設有書報閱讀區、健身房、兒童遊戲室、作品展

示廊、小型展演臺、桌球室、自習室等，提供兒

童青少年及一般民眾休閒娛樂、藝文性、社交性

等活動。 

臺中市青少年福

利服務中心 

提供親職教育及親子諮詢專線、青少年領袖論壇

活動及社區參與與公益服務、健康休閒育樂活

動、資訊聯繫平臺建立、巡迴車宣導服務等。 

臺中市青少年市

政諮詢小組 

針對就讀或設籍臺中市年滿12歲未滿25歲青少

年進行遴選，由市府安排錄取者參與研習課程、

專題講座並推派參與列席臺中市兒少委員會。 

臺中市課後照顧

資源(社會局) 

團體辦理弱勢家庭國小、國中課後照顧資源彙整

資訊。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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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調查方式 

為瞭解臺中市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家庭狀況、生活狀況、托育

及教（養）育問題、遊戲與育樂休閒現況及需求、社會參與情形以及

對政府辦理兒童少年福利措施之瞭解、使用與期望等。依據「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臺中市政府訂定「105 年臺中

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實施計畫，作為辦理本次調

查之準據。 

一、 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 整理並呈現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使用之情形，包括

現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之認知、使用現況、滿意度與相

關建議。 

(二) 呈現臺中市市民對兒童及少年不同領域之需求的認知與期待程

度。 

(三) 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臺中市社會局建構完善之兒

童及少年福利內涵與資源網絡。 

二、 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一) 調查對象：以民國 105 年 4 月底設籍於臺中市 18 歲以下之兒童及

少年，分類如下： 

1. 0 歲以上未滿 6 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2. 6 歲以上未滿 12 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3.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年本人。 

(二) 調查區域範圍：以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為調查範圍。 

三、 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一) 調查項目： 

1. 0 歲-未滿 6 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1) 嬰幼兒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 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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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4) 托育照顧：如家中托育狀況、尋找托嬰中心的管道、每月托嬰

或幼兒園的平均花費等。 

2. 6 歲-未滿 12 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1) 兒童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 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3) 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3. 12 歲-未滿 18 歲之少年本人問卷 

(1) 少年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 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3) 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4) 醫療健康：身體是否有遭遇過重大事故、罹患過的疾病與心理

困擾等。 

(5) 安全保護：如少年想了解的相關法規內容。 

(6)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如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每日上網時數、

上網的主要目的等。 

(7) 就學就業：如少年的就學情形、每週工讀時數、工讀金主要的

使用情形等。 

(二) 調查單位：人、元。 

(三) 調查表式：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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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時程 

一、 調查資料時期 

(一) 靜態資料：105 年 4 月 30 日止未滿 18 歲之兒童、少年該日期之

現況資料為主。 

(二) 動態資料：以各調查項目所列之時期為準。 

二、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一) 調查實施期間：105 年 7 月至 105 年 11 月 

(二) 調查週期：每 4 年辦理 1 次。 

(三) 調查工作進度表： 

 

表 3-2-1  工作進度表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計畫開始           

期初審查           

研究設計           

訪員訓練           

期中審查           

抽樣調查           

統計分析           

期末審查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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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抽樣設計 

一、 抽樣母體 

以 105 年 4 月底設籍臺中市，且未滿 18 歲之兒童與少年人口為母

體。由於目前最新的資料為 105 年 4 月底(如表 3-3-1)，母體名冊由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提供。 

表3-3-1  臺中市各區：0~未滿6歲、6~未滿12歲、12~未滿18歲之人口

分配表 

區域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市區 66,490 66,603 83,810 

山線 32,740 32,810 42,882 

海線 30,151 28,565 36,337 

屯區 31,580 29,583 38,177 

總計 160,961 157,561 201,206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2016) 

 

二、 抽樣方法 

採分層比例抽樣法，依照各個分層的單位數量占調查總體單位數

量的比例，分配樣本數量，採用分層比例抽樣可以提高樣本的代表性，

及對總體數量指標的估計值的確定，避免出現集中於某些特性或遺漏

掉某些特性。 

 

三、 樣本抽取程序 

(一) 本計畫擬先將母體按行政區域劃分成原臺中市之 8 區、山線、海

線及屯區等 4 層，每層再依據未滿 18 歲人口占臺中市未滿 18 歲

總人口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如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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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105年4月底臺中市之29區各區0到未滿18歲人口統計表 

 區域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市

區 

中區 881 

41% 

1,521 

42% 

1,721 

42% 

東區 4,140 3,426 4,554 

南區 7,720 6,655 8,514 

西區 6,147 6,817 8,552 

北區 7,448 7,183 9,329 

西屯區 13,880 14,278 17,592 

南屯區 10,594 11,544 14,134 

北屯區 15,680 15,179 19,414 

小計 66,490 66,603 83,810 

山

線 

豐原區 9,288 

20% 

10,137 

21% 

12,395 

21% 

東勢區 2,150 2,246 3,332 

后里區 3,121 3,069 4,021 

神岡區 3,789 3,345 4,456 

潭子區 6,343 5,914 7,690 

大雅區 5,700 5,789 7,574 

新社區 1,195 1,169 1,761 

石岡區 645 670 1,063 

和平區 509 471 590 

小計 32,740 32,810 42,882 

海

線 

大甲區 4,328 

19% 

4,798 

18% 

6,202 

18% 

清水區 4,745 4,866 6,137 

沙鹿區 6,703 5,855 6,688 

梧棲區 3,569 3,506 4,364 

外埔區 1,732 1,445 2,143 

大安區 958 776 1,199 

大肚區 3,259 2,964 4,103 

龍井區 4,857 4,355 5,501 

小計 30,151 28,565 36,337 

屯

區 

烏日區 4,266 

20% 

4,109 

19% 

5,290 

19% 

霧峰區 3,468 2,953 4,160 

太平區 11,039 9,649 12,651 

大里區 12,807 12,872 16,076 

小計 31,580 29,583 38,177 

總計 160,961 157,561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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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問卷應抽取 600 份，依 0-未滿 6 歲、6-未滿 12 歲及 12-未滿

18 歲三類各 200 份，以各分區該類人口數比例分配問卷數量(如表

3-3-3)。 

1. 市區：0 歲以上未滿 6 歲之問卷 82 份、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

問卷 84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84 份，總計 250 份。 

2. 山線：0 歲以上未滿 6 歲之問卷 40 份、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

問卷 42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42 份，總計 124 份。 

3. 海線：0 歲以上未滿 6 歲之問卷 38 份、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

問卷 36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36 份，總計 110 份。 

4. 屯區：0 歲以上未滿 6 歲之問卷 40 份、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

問卷 38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38 份，總計 116 份。  

表3-3-3  各類問卷應抽取樣本數表 

區 

域 

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人口數 % 
應抽

取數 
人口數 % 

應抽

取數 
人口數 % 

應抽

取數 

市

區 
66,490 41 82 66,603 42 84 83,810 42 84 

山

線 
32,740 20 40 32,810 21 42 42,882 21 42 

海

線 
30,151 19 38 28,565 18 36 36,337 18 36 

屯

區 
31,580 20 40 29,583 19 38 38,177 19 38 

總

計 
160,961 100 200 157,561 100 200 201,206 100 200 

 

(三) 實際調查將市區自 174 里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抽取 9 個里，山線 157

個里中抽 4 里，海線 152 個里中抽 4 里，屯區 102 個里中抽 4 里，

共計 21 里，各里再隨機抽樣 10 個樣本，共計 210 份問卷(如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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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4  各類問卷實際抽取調查數量預估表 

區 

域 

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實際抽樣數 實際抽樣數 實際抽樣數 

里數 樣本數 % 里數 樣本數 % 里數 樣本數 % 

市區 9 90 43 9 90 43 9 90 43 

山線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海線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屯區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合計 21 210 100 21 210 100 21 210 100 

 

 抽樣名冊由戶政單位提供之戶籍資料順序為準(戶籍登記名冊)，

拒答者或無法訪查者之備取資料，由原抽取樣本之次一個遞補。 

一、 抽出率 

預計有效樣本為母體之 0.1155% (600/519,728)，各年齡層抽出率分

別為 0-未滿 6 歲 0.1243% (200/160,961)、6-未滿 12 歲 0.1269% 

(200/157,561)、12-未滿 18 歲 0.0994% (200/201,206)。 

二、 抽樣誤差及信賴水準 

(一) 影響抽樣誤差的因素 

1. 總體各單位標誌值的差異程度。差異程度愈大則抽樣誤差愈

大，差異程度愈小則抽樣誤差愈小。  

2. 樣本單位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樣本的單位數愈多，

則抽樣誤差愈小。  

3. 抽樣方法。抽樣方法不同，抽樣誤差也不同。一般情況下重

覆抽樣誤差比不重覆抽樣誤差要大一些。  

4. 抽樣調查的組織形式。不同的抽樣組織形式就有不同的抽樣

誤差。 

(二) 抽樣誤差的控制措施 

抽樣誤差則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減少，其措施有：  

1. 增加樣本個案數。  

2. 適應選擇抽樣方式。  

例如，同樣條件下，不重覆抽樣(無放回抽樣)比重覆抽樣的抽樣

誤差小，又如在總體現象分類比較明顯時，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比其它

方法的抽樣誤差小。由於總體真正的參數值未知，真正的抽樣誤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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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所以抽樣誤差的計算一般都以抽樣平均誤差來代表真正的抽樣

誤差。 

(三) 本調查研究預估之抽樣誤差 

在本調查研究中採分層隨機抽樣以降低抽樣誤差，分層抽樣誤差

公式如下 

       
 

 
   

     

  

  
 

  
   

 

   

 

 
 

 

若在 95%信心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 

          
          

      

    

   
 

          

      

    

   
 

          

      

    

   
       

        

若在 90%信心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 d≒0.0041，99%信心

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則為 d≒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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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際抽樣結果  

本調查以電腦取亂數為隨機抽樣方法，將市、山、海、屯分為四

分區，各分區分別以下轄行政區編號為抽樣名冊，分別設定最大值，

隨機抽樣，以山線為例，共 9 區最大值設為 9，應抽取四個，故隨機

抽取 4 個號碼，即為第一層抽樣對象。 

以第一層行政區之行政里數為第二層抽樣名冊，隨機抽取一里，

即為第二層抽樣對象。再由第二層抽樣對象之戶籍登記名冊，隨機抽

取 10 個，即為本調查調查樣本(表 3-4-1)。各年齡層以同樣程序進行，

說明如下： 

一、 市區 

(一) 第一層應抽取應抽取 9 個，但只有 8 區，爲兼顧樣本分佈，各區

皆至少抽取 1 里。故將 8 個行政區中隨機抽取一個作為第 9 個抽

樣對象，實際抽出的區域別為南區，故南區抽取 2 里。 

(二) 第二層從抽出的樣本里別中隨機抽取 10 個樣本做為訪查對象。 

二、 山線 

(一) 第一層應抽取應抽取 4 個，將 9 個行政區中隨機抽取 4 個，再自

4 個區域別中各抽出一個代表的里做為樣本。 

(二) 第二層分別從抽出的4個里中隨機抽取出10個樣本編號作為訪查

對象。 

三、 海線 

(一) 第一層應抽取應抽取 4 個，將 8 個行政區中隨機抽取 4 個，再自

4 個區域別中各抽出一個代表的里做為樣本。 

(二) 第二層分別從抽出的4個里中隨機抽取出10個樣本編號作為訪查

對象。  

四、 屯區 

(一) 第一層應抽取應抽取 4 個，故直接從 4 個行政區中各隨機抽出一

個代表的里做為樣本。 

(二) 第二層分別從抽出的4個里中各隨機抽取出10個樣本編號作為訪

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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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分層抽樣結果 

區域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第一層 

(區) 

第二層 

(里) 

第一層 

(區) 

第二層 

(里) 

第一層 

(區) 

第二層 

(里) 

市區(9) 

中區 大墩里 中區 綠川里 中區 綠川里 

東區 東門里 東區 東門里 東區 東門里 

南區 江川里 南區 平和里 南區 江川里 

西區 公益里 西區 和龍里 西區 中興里 

北區 中達里 北區 賴興里 北區 大湖里 

西屯區 逢福里 西屯區 大石里 西屯區 大福里 

南屯區 同心里 南屯區 三厝里 南屯區 三厝里 

北屯區 水湳里 北屯區 平順里 北屯區 軍功里 

南區 樹德里 北屯區 松和里 西區 公正里 

山線(4) 

豐原區 大湳里 豐原區 民生里 東勢區 下新里 

東勢區 廣興里 神岡區 圳堵里 后里區 厚里里 

后里區 眉山里 石岡區 德興里 大雅區 四德里 

潭子區 聚興里 和平區 天輪里 石岡區 德興里 

海線(4) 

清水區 中社里 清水區 武鹿里 大甲區 建興里 

外埔區 水美里 沙鹿區 興仁里 清水區 高南里 

大安區 中庄里 梧棲區 永安里 梧棲區 下寮里 

大肚區 社腳里 龍井區 新庄里 外埔區 土城里 

屯區(4) 

烏日區 前竹里 烏日區 仁德里 烏日區 九德里 

霧峰區 錦榮里 霧峰區 南勢里 霧峰區 坑口里 

太平區 成功里 太平區 中政里 太平區 水成里 

大里區 西榮里 大里區 大明里 大里區 仁化里 

  



第三章  研究設計 

29 

 

第五節  訪員招募與訓練 

一、 訪查員招募 

針對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大四學生，且以完成畢業專題

的學生為主，分成 2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履歷與相關經驗審核，通過

第一階段後進行第二階段面試。除此之外，訪員需具備以下條件： 

(一) 具有良好訪問技巧與耐性。 

(二) 完整的職前訓練與測試。 

(三) 累積豐富調查經驗。 

(四) 訪員皆具有國臺語溝通能力，另安排客語的訪員。 

(五) 嚴格的前置作業與訓練。 

二、 訪員訓練 

本計畫預計於訪問開始前辦理「訪查說明會」與「訪訓活動」，

藉以提升訪員素質。訓練課程結合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領域之教師，預

計安排 2 天共 16 小時之教育訓練，藉以提升訪員素質。訓練課程時

間表如表 3-5-1 所示： 

表3-5-1  訪員訓練課程時間表 

105 年 7 月 5 日 

時間 課程 負責人 

8：10~9：00 計畫簡介 張峻嘉老師 

9：10~12：00 問卷內容說明 許世芸老師 

13：10~17：00 訪問對象說明 吳天方老師 

105 年 7 月 6 日 

時間 課程 負責人 

8：10~10：00 
經驗分享、訪問技巧 

及注意事項 
張峻嘉老師 

10：10~15：00 實際演練 高世薰助理 

15：10~17：00 問題與討論 

張峻嘉老師 

許世芸老師 

吳天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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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地訪查： 

7~9 月進行，共招募 10 組訪員，每組 2 人，於臺中市之市區、山

線、海區、屯區分別進行問卷發放與訪查。 

四、 結果分析整理： 

訪查結束後，9 月開始進行資料編碼及整理與資料分析，10 月撰

寫訪查報告，各項工作陳述如下： 

(一) 回收分析處理：於問卷回收 50%時即作初步資料分析以隨時掌握

調查狀況。 

(二) 資料處理：對於填答不全者，視為無效問卷。 

(三) 檢誤與初步統計推估：抽查與檢誤部分之資料，並作初步地統計

推估母體。 

(四) 專家學者座談會：本調查於分別於 105 年 3 月 29 日、4 月 11 日

完成二次期初座談會，針對調查研究方向討論，並召開專家學者

座談會(4 月 28 日)確認問卷內容，也完成專家效度檢視(問卷書面

審查)，再經主計單位確認問卷內容與結果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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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調查於105年7月開始進行實地問卷訪查，至10月初訪查結束，

總共回收 608 份有效問卷。其中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的部分回收 207 份，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的部分回收

191 份，12 歲至未滿 18 歲之少年本人的部分回收 210 份，詳細的各

區實際調查統計份數請參見表 4-1。 

本章第一節為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調查回收問卷的

資料分析，第二節為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照顧者調查回收問卷

的資料分析，第三節為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本人調查回收問卷的資

料分析，第四節為焦點座談會的重點整理。 

 

表4-1 各類問卷實際調查統計表 

區 

域 

別 

0-未滿 6 歲 6-未滿 12 歲 12-未滿 18 歲 

實際調查數 實際調查數 實際調查數 

里數 樣本數 % 里數 樣本數 % 里數 樣本數 % 

市區 9 88 43 8 80 42 9 90 43 

山線 4 40 19 4 40 21 4 40 19 

海線 4 39 19 4 40 21 4 40 19 

屯區 4 40 19 4 31 16 4 40 19 

合計 21 207 100 21 191 100 21 2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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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調查 

一、 基本資料 

(一)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基本資料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的實地問卷訪查共回收 207 份有效問卷，

其中男嬰幼兒人數較多有 116 人，佔 55%，女嬰幼兒有 94 人，佔 45%。

年齡層人數的分布呈現每年遞減的情形，5 歲為最多佔 23%，其次為

4 歲佔 21%，3 歲佔 18%，2 歲佔 16%，1 歲佔 14%，0 歲為最少佔 8%。

居住地以市區為最多佔 43%，屯區、海線及山線各佔 19%。此外，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的父親身分別 100%皆為一般人口，母親身分別

97%為一般人口，3%為新住民。（如表 4-1-1）。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的身心狀況 99%勾選「正常」，僅有 1 人領

有聯合評估報告書及 1 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交叉分析後發現，領

有聯合評估報告書者為居住在屯區的 3 歲男嬰幼兒，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為居住於山線的 4 歲男嬰幼兒（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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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的基本資料 

項目 樣本數 % 

性別 
男 114 55 

女 93 45 

年齡 

0 歲 17 8 

1 歲 29 14 

2 歲 32 16 

3 歲 38 18 

4 歲 43 21 

5 歲 48 23 

居住地 

市區 88 43 

屯區 40 19 

海線 39 19 

山線 40 19 

身心狀況 

正常 205 99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 0.5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1 0.5 

父親身分 

一般人口 207 100 

原住民 0 0 

新住民 0 0 

母親身分 

一般人口 200 97 

原住民 0 0 

新住民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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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身心狀況分析：依性別、年齡、居住地 

項目 樣本數(%) 正常(%)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 

合計 207(100) 205(99) 1(0.5) 1(0.5) 

性

別 

男 114(55) 112(98) 1(1) 1(1) 

女 93(45) 93(100) 0(0) 0(0) 

年

齡 

0 歲 17(8) 17(100) 0(0) 0(0) 

1 歲 29(14) 29(100) 0(0) 0(0) 

2 歲 32(16) 32(100) 0(0) 0(0) 

3 歲 38(18) 37(97) 1(3) 0(0) 

4 歲 43(21) 42(98) 0(0) 1(2) 

5 歲 48(23) 48(1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88(100) 0(0) 0(0) 

屯區 40(19) 39(97) 1(3) 0(0) 

海線 39(19) 39(100) 0(0) 0(0) 

山線 40(19) 39(97) 0(0) 1(3) 

 

(二)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如表 4-1-3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中依序有 43%主

要由生母/繼母/養母照顧、30%由祖父母照顧、17%由生父/繼父/養父

照顧，另有少數由外祖父母與其他照顧者照顧，而其他照顧者多為嬰

幼兒之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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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身分：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生母/ 

繼母/ 

養母(%) 

生父/ 

繼父/ 

養父(%) 

祖父母 

(%) 

外祖 

父母(%) 

其他 

(%) 

合計 207(100) 89(43) 35(17) 63(30 12(6) 8(4) 

性

別 

男 114(55) 47(41) 17(15) 39(34) 5(4) 6(5) 

女 93(45) 42(45) 18(19) 24(26) 7(9) 2(2) 

年

齡 

0 歲 17(8) 9(53) 0(0) 6(35) 2(12) 0(0) 

1 歲 29(14) 11(38) 4(14) 12(41) 2(7) 0(0) 

2 歲 32(16) 20(63) 4(13) 6(19) 1(3) 1(3) 

3 歲 38(18) 15(39) 7(18) 11(29) 3(8) 2(5) 

4 歲 43(21) 17(40) 6(14) 16(37) 2(5) 2(5) 

5 歲 48(23) 17(35) 14(29) 12(25) 2(4) 3(6)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38(43) 17(19) 26(30) 4(5) 3(3) 

屯區 40(19) 15(38) 6(15) 14(35) 3(8) 2(5) 

海線 39(19) 22(56) 7(18) 9(23) 1(3) 0(0) 

山線 40(19) 14(35) 5(13) 14(35) 4(10) 3(8)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89(43) 34(17) 63(31) 11(5) 8(4)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1(0.5) 0(0) 1(1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1(0.5) 0(0) 0(0) 0(0) 1(100) 0(0) 

 

二、 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1. 主要家庭成員 

如表 4-1-4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與其生父/繼父/

養父及生母/繼母/養母每週同住 5 天以上，其中為數不少者亦與祖父/

外祖父及祖母/外祖母同住，此外近半數與其兄弟姊妹同住，亦有少

部分嬰幼兒的同住者包括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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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主要家庭成員：依性別、年齡、居住地

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生父/

繼父/

養父

(%) 

生母/

繼母/

養母 

(%) 

祖父

/外

祖父

(%) 

祖母

/外

祖母

(%) 

兄弟

姊妹

(%) 

父親

兄弟

姊妹

(%) 

母親

兄弟

姊妹

(%) 

其

他 

(%) 

合計 
207 

(100) 

176 

(85) 

183 

(88) 

117 

(57) 

129 

(62) 

96 

(46) 

37 

(18) 

16 

(8) 

7 

(3) 

性 

別 

男 
114 

(55) 

93 

(82) 

97 

(85) 

65 

(57) 

73 

(64) 

57 

(50) 

15 

(13) 

11 

(10) 

4 

(4) 

女 
93 

(45) 

83 

(89) 

86 

(92) 

52 

(56) 

56 

(60) 

39 

(42) 

22 

(24) 

5 

(5) 

3 

(3) 

年 

齡 

0 歲 
17 

(8) 

17 

(100) 

17 

(100) 

11 

(65) 

12 

(71) 

5 

(29) 

2 

(12) 

1 

(6) 

0 

(0) 

1 歲 
29 

(14) 

25 

(86) 

26 

(90) 

22 

(76) 

22 

(76) 

8 

(28) 

6 

(21) 

0 

(0) 

1 

(3) 

2 歲 
32 

(16) 

30 

(94) 

30 

(94) 

12 

(38) 

19 

(59) 

11 

(34) 

6 

(19) 

1 

(3) 

1 

(3) 

3 歲 
38 

(18) 

29 

(76) 

33 

(87) 

21 

(55) 

24 

(63) 

18 

(47) 

6 

(16) 

3 

(8) 

1 

(2) 

4 歲 
43 

(21) 

36 

(84) 

38 

(88) 

26 

(60) 

25 

(58) 

27 

(63) 

11 

(26) 

6 

(14) 

1 

(2) 

5 歲 
48 

(23) 

39 

(81) 

39 

(81) 

25 

(52) 

27 

(56) 

27 

(56) 

6 

(13) 

5 

(10) 

3 

(6) 

居 

住 

地 

市區 
88 

(43) 

71 

(81) 

79 

(80) 

49 

(56) 

57 

(65) 

40 

(45) 

16 

(18) 

11 

(13) 

2 

(2) 

屯區 
40 

(19) 

36 

(90) 

37 

(93) 

22 

(55) 

26 

(65) 

19 

(48) 

8 

(20) 

2 

(5) 

1 

(3) 

海線 
39 

(19) 

37 

(95) 

35 

(90) 

20 

(51) 

20 

(51) 

15 

(38) 

7 

(18) 

2 

(5) 

1 

(3) 

山線 
40 

(19) 

32 

(80) 

32 

(80) 

26 

(65) 

26 

(65) 

22 

(55) 

6 

(15) 

1 

(3) 

3 

(8)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 

(99) 

175 

(85) 

183 

(89) 

115 

(56) 

127 

(62) 

95 

(46) 

37 

(18) 

16 

(8) 

7 

(3)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1 

(0.5) 

1 

(100) 

0 

(0) 

1 

(100) 

1 

(10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1 

(0.5) 

0 

(0) 

0 

(0) 

1 

(100) 

1 

(100) 

1 

(100) 

0 

(0) 

0 

(0) 

0 

(0) 

2. 兄弟姊妹人數 

如表 4-1-5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大多擁有兄弟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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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含同父異母及同母異父等情形），只有 37%為獨生子女。經交叉

分析後發現，其中近 7 成之男嬰幼兒及近 6 成之女嬰幼兒擁有 1 位以

上之兄弟姊妹。換言之，有 32%的男嬰幼兒及 43%的女嬰幼兒為獨生

子女。男嬰幼兒擁有之兄弟姊妹數依序為 1 位、0 位、2 位、3 位、5

位以上，無人擁有 4 位兄弟姊妹；女嬰幼兒擁有之兄弟姊妹數依序為

0 位、1 位、2 位及 3 位，無人擁有 4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再者，年齡

越大之嬰幼兒中有越大的比例擁有 1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此外，有

67%居住於山線之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擁有 1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

較市區及海線各 62%，以及屯區 60%為多。 

表4-1-5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之兄弟姊妹人數：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0 位

(%) 

1 位

(%) 

2 位

(%) 

3位

(%) 

4位

(%) 

5 位

以上

(%) 

合計 207(100) 77(37) 92(44) 28(14) 9(4) 0(0) 1(0.5) 

性 

別 

男 114(55) 37(32) 55(48) 15(13) 6(5) 0(0) 1(1) 

女 93(45) 40(43) 37(40) 13(14) 3(3) 0(0) 0(0) 

年 

齡 

0 歲 17(8) 11(65) 4(24) 0(0) 1(6) 0(0) 1(6) 

1 歲 29(14) 18(62) 9(31) 2(7) 0(0) 0(0) 0(0) 

2 歲 32(16) 17(53) 10(31) 5(16) 0(0) 0(0) 0(0) 

3 歲 38(18) 11(29) 17(45) 9(24) 1(3) 0(0) 0(0) 

4 歲 43(21) 11(26) 23(53) 6(14) 3(7) 0(0) 0(0) 

5 歲 48(23) 9(19) 29(60) 6(13) 4(8)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33(38) 41(47) 11(13) 3(3) 0(0) 0(0) 

屯區 40(19) 16(40) 17(43) 5(13) 2(5) 0(0) 0(0) 

海線 39(19) 15(38) 15(38) 6(15) 2(5) 0(0) 1(3) 

山線 40(19) 13(33) 19(48) 6(15) 2(5)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76(37) 92(45) 27(13) 9(4) 0(0) 1(0)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0.5) 1(1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1(0.5) 0(0) 0(0) 1(100) 0(0) 0(0) 0(0) 

 

3. 家中經濟狀況 

如表 4-1-6 所示，依民國 104 年平均每月經常性所得來看，受訪

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平均家庭月收入大致呈常態分佈情形，以 2

萬-未滿 4 萬元者為最多，未滿 2 萬元及 4 萬-未滿 6 萬元、6 萬-未滿

8 萬元則向兩邊遞減，無收入及收入在 8 萬以上者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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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進一步交叉分析後檢視，嬰幼兒 104 年平均家庭月收入在其

性別及年齡上無太大之差異，但就其居住地區來看，如圖 4-1-1 所示，

居住於屯區者其 104 年平均家庭月收入分布情形有兩個高峰，第一個

高峰為 2 萬-未滿 4 萬元，第二個高峰為 6 萬-未滿 8 萬元，而 4 萬-未

滿 6 萬元遠低於其他地區，明顯與居住於其他地區者不同，同時發現

海線無 8 萬以上收入者，其平均所得較低。 

表4-1-6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家中104年平均每月經常性所得：依性

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無收

入(%) 

未滿

2 萬

(%) 

2 萬-

未滿

4 萬

(%) 

4 萬-

未滿

6 萬

(%) 

6 萬-

未滿

8 萬

(%) 

8 萬-

未滿

10 萬

(%) 

10 萬

以上

(%) 

合計 207(100) 11(5) 19(9) 78(38) 50(24) 29(14) 13(6) 7(3) 

性

別 

男 114(55) 5(4) 7(6) 43(38) 29(25) 17(15) 9(8) 4(4) 

女 93(45) 6(6) 12(13) 35(38) 21(23) 12(13) 4(4) 3(3) 

年

齡 

0 歲 17(8) 2(12) 1(6) 9(53) 2(12) 2(12) 1(6) 0(0) 

1 歲 29(14) 0(0) 1(3) 11(38) 7(24) 5(17) 5(17) 0(0) 

2 歲 32(16) 1(3) 4(13) 11(34) 9(28) 5(16) 0(0) 2(6) 

3 歲 38(18) 4(11) 3(8) 14(37) 10(26) 3(8) 4(11) 0(0) 

4 歲 43(21) 3(7) 5(12) 14(33) 11(26) 7(16) 1(2) 2(5) 

5 歲 48(23) 1(2) 5(10) 19(40) 11(23) 7(15) 2(4) 3(6)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6(7) 7(8) 32(36) 25(28) 8(9) 6(7) 4(5) 

屯區 40(19) 2(5) 5(13) 14(35) 4(10) 10(25) 4(10) 1(3) 

海線 39(19) 1(3) 3(8) 17(44) 13(33) 5(13) 0(0) 0(0) 

山線 40(19) 2(5) 4(10) 15(38) 8(20) 6(15) 3(8) 2(5)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10(5) 19(9) 77(38) 50(24) 29(14) 13(6) 7(3)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1(0.5) 0(0) 0(0) 1(1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1(0.5) 1(1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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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家中 104 年平均每月經常性所得依居

住地區分布情形 

 

(二) 家庭照顧 

1. 家中未滿 18 歲之孩童人數 

在家庭照顧方面，如表 4-1-7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

兒家中大多另有 1-2 位未滿 18 歲之孩童，僅有約 1%為家中唯一之孩

童。經交叉分析後發現，以居住地區來看，屯區的嬰幼兒家中另有 5

個以上未滿 18 歲孩童之比例為最多，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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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家中未滿18歲之孩童人數：依性別、年

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0 位

(%) 

1 位

(%) 

2 位

(%) 

3 位

(%) 

4 位

(%) 

5 位以

上(%) 

合計 207(100) 2(1) 66(32) 87(42) 30(15) 13(6) 9(4) 

性

別 

男 114(55) 0(0) 33(29) 52(46) 14(12) 9(8) 6(5) 

女 93(45) 2(2) 33(35) 35(38) 16(17) 4(4) 3(3) 

年

齡 

0 歲 17(8) 1(6) 9(53) 4(24) 0(0) 1(6) 2(12) 

1 歲 29(14) 0(0) 16(55) 9(31) 4(14) 0(0) 0(0) 

2 歲 32(16) 0(0) 15(47) 9(28) 6(19) 1(3) 1(3) 

3 歲 38(18) 0(0) 8(21) 18(47) 6(16) 4(11) 2(5) 

4 歲 43(21) 0(0) 9(21) 22(51) 7(16) 4(9) 1(2) 

5 歲 48(23) 1(2) 9(21) 25(52) 7(15) 3(6) 3(6)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2(2) 28(32) 38(43) 11(13) 6(7) 3(3) 

屯區 40(19) 0(0) 12(30) 14(35) 6(15) 4(10) 4(10) 

海線 39(19) 0(0) 16(41) 15(38) 6(15) 0(0) 2(5) 

山線 40(19) 0(0) 10(25) 20(50) 7(18) 3(8)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2(1) 66(32) 86(42) 30(15) 12(6) 9(4)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1(0.5) 0(0) 0(0) 0(0) 0(0) 1(1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1(0.5) 0(0) 0(0) 1(100) 0(0) 0(0) 0(0) 

 

2. 日間主要照顧者 

如表 4-1-8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日間（08：00-18：

00）之主要照顧者大多為嬰幼兒之母親（42.5%），其次依序為托嬰中

心/幼兒園（29.5%）、祖父母（19.3%）、外祖父母及保母（各 2.4%）、

親友（1.9%）、其他（1.4%），而由父親照顧者為最少（0.5%）。經交

叉分析後發現，其中0-3歲之嬰幼兒之日間照顧者最多為母親（52%），

而 4歲及 5歲之嬰幼兒之日間照顧者則多為托嬰中心/幼兒園（52%）。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若以居住地區來看，居住於海線之 0 歲至未

滿 6 歲嬰幼兒日間主要由母親照顧者佔 59%，明顯多於市區（43%）、

屯區（40%）及山線（28%）；居住於屯區之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日

間主要由祖父母照顧者有 30%，明顯多於山線（20%）、海線（18%），

以及市區（15%）；日間主要由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者以山線的 38%

為最多，其次為市區的 34%，而屯區為 21%及海線為 20%。 

另外，本調查經交叉分析後亦發現男嬰幼兒日間由祖父母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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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為 23%，多於女嬰幼兒之 15%；而女嬰幼兒日間由外祖父母照

顧之比例為男嬰幼兒的 4 倍之多。 

表4-1-8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日間主要照顧者：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母親

(%) 

父

親

(%) 

祖父

母(%) 

外祖

父母

(%) 

親

友

(%) 

保

母

(%) 

托嬰

中心/

幼兒

園(%) 

其

他

(%) 

合計 207(100) 88(43) 1(1) 40(19) 5(2) 4(2) 5(2) 61(29) 3(1) 

性 

別 

男 114(55) 47(41) 0(0) 26(23) 1(1) 2(2) 3(3) 34(30) 1(1) 

女 93(45) 41(44) 1(1) 14(15) 4(4) 2(2) 2(2) 27(29) 2(2) 

年 

齡 

0 歲 17(8) 12(71) 0(0) 4(24) 0(0) 0(0) 1(6) 0(0) 0(0) 

1 歲 29(14) 11(38) 0(0) 10(34) 3(10) 1(3) 1(3) 2(7) 1(3) 

2 歲 32(16) 19(59) 0(0) 6(19) 1(3) 1(3) 0(0) 5(16) 0(0) 

3 歲 38(18) 18(47) 0(0) 9(24) 0(0) 2(5) 2(5) 7(18) 0(0) 

4 歲 43(21) 16(37) 0(0) 6(14) 1(2) 0(0) 1(2) 19(44) 0(0) 

5 歲 48(23) 12(25) 1(2) 5(10) 0(0) 0(0) 0(0) 28(58) 2(4)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38(43) 1(1) 13(15) 2(2) 1(1) 2(2) 30(34) 1(1) 

屯區 40(19) 16(40) 0(0) 12(30) 1(3) 1(3) 2(5) 8(20) 0(0) 

海線 39(19) 23(59) 0(0) 7(18) 1(3) 0(0) 0(0) 8(21) 0(0) 

山線 40(19) 11(28) 0(0) 8(20) 1(3) 2(5) 1(3) 15(38) 2(5)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88(43) 1(0) 39(19) 5(2) 4(2) 5(2) 60(29) 3(1)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1(0.5) 0(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1(0.5) 0(0) 0(0) 0(0) 0(0) 0(0) 0(0) 1(100) 0(0) 

 

3. 夜間主要照顧者 

如表 4-1-9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夜間（18：00-08：

00）之主要照顧者有 80%以上為嬰幼兒之母親，其次依序為祖父母

（6%）、父親（5.2%）、外祖父母（4.8%），由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其他

照顧者為最少（各 0.5%），另外無人夜間由保母或其他照顧。此外，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無論嬰幼兒之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夜間之主要

照顧者絕大多數皆為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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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夜間主要照顧者：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母親

(%) 

父親

(%) 

祖父

母(%) 

外祖

父母

(%) 

親友

(%) 

保母

(%) 

托嬰

中心

/幼

兒園

(%) 

其他

(%) 

合計 207(100) 172(83) 11(5) 13(6) 9(4) 1(0.5) 0(0) 1(0.5) 0(0) 

性 

別 

男 114(55) 90(79) 8(7) 11(10) 4(4) 1(1) 0(0) 0(0) 0(0) 

女 93(45) 82(88) 3(3) 2(2) 5(5) 0(0) 0(0) 1(1) 0(0) 

年 

齡 

0 歲 17(8) 17(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 歲 29(14) 24(83) 1(3) 0(0) 4(14) 0(0) 0(0) 0(0) 0(0) 

2 歲 32(16) 31(97) 0(0) 0(0) 1(3) 0(0) 0(0) 0(0) 0(0) 

3 歲 38(18) 27(71) 4(11) 6(16) 0(0) 0(0) 0(0) 1(3) 0(0) 

4 歲 43(21) 37(86) 1(2) 3(7) 1(2) 1(2) 0(0) 0(0) 0(0) 

5 歲 48(23) 36(75) 5(10) 4(8) 3(6)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69(78) 5(6) 10(11) 3(3) 0(0) 0(0) 1(3) 0(0) 

屯區 40(19) 37(93) 2(5) 0(0) 1(3) 0(0) 0(0) 0(0) 0(0) 

海線 39(19) 35(90) 1(3) 2(5) 1(3) 0(0) 0(0) 0(0) 0(0) 

山線 40(19) 31(78) 3(8) 1(3) 4(10) 1(3)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172(84) 10(5) 13(6) 8(4) 1(0) 0(0) 1(0) 0(0) 

領有聯

合評估

報告書 

1(0.5) 0(0) 1(1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1(0.5) 0(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4. 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如表 4-1-10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通常主要代為照

顧者依序為祖父母（36%）、母親（25%）、外祖父母（11%）及父親

（10%），由親戚或托嬰中心/幼兒園代為照顧者約 6%，另外有極少數

由保母、父母的朋友或其他人代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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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  

數(%) 

母親  

(%) 

父親  

(%) 

祖父母  

(%) 

外祖父

母  

(%) 

親戚  

(%) 

父母

的朋

友(%) 

傭人  

(%) 

保母  

(%) 

托嬰中

心 /幼兒

園(%) 

其他  

(%) 

合計  207(100) 52(25) 21(10) 73(35) 23(11) 13(6) 2(1) 1(1) 5(2) 14(7) 3(1) 

性  

別  

男  
114 

(55) 

30 

(26) 

12 

(11) 

41 

(36) 

14 

(12) 

5 

(4) 

1 

(1) 

1 

(1) 

2 

(2) 

6 

(5) 

2 

(2) 

女  
93 

(45) 

22 

(24) 

9 

(10) 

32 

(34) 

9 

(10) 

8 

(9) 

1 

(1) 

0 

(0) 

3 

(3) 

8 

(9) 

1 

(1) 

年  

齡  

0 歲  
17 

(8) 

7 

(41) 

0 

(0) 

9 

(53) 

0 

(0) 

0 

(0) 

1 

(6) 

0 

(0) 

0 

(0) 

0 

(0) 

0 

(0) 

1 歲  
29 

(14) 

6 

(21) 

2 

(7) 

9 

(31) 

5 

(17) 

5 

(17) 

0 

(0) 

0 

(0) 

0 

(0) 

1 

(3) 

1 

(3) 

2 歲  
32 

(16) 

5 

(16) 

5 

(16) 

11 

(34) 

4 

(13) 

3 

(9) 

1 

(3) 

0 

(0) 

0 

(0) 

3 

(9) 

0 

(0) 

3 歲  
38 

(18) 

8 

(21) 

4 

(11) 

14 

(37) 

5 

(13) 

2 

(5) 

0 

(0) 

0 

(0) 

2 

(5) 

2 

(5) 

1 

(3) 

4 歲  
43 

(21) 

15 

(35) 

6 

(14) 

14 

(33) 

3 

(7) 

2 

(5) 

0 

(0) 

1 

(2) 

1 

(2) 

1 

(2) 

0 

(0) 

5 歲  
48 

(23) 

11 

(23) 

4 

(8) 

16 

(33) 

6 

(13) 

1 

(2) 

0 

(0) 

0 

(0) 

2 

(4) 

7 

(15) 

1 

(2) 

居  

住  

地  

市區  
88 

(43) 

24 

(27) 

5 

(6) 

39 

(44) 

10 

(11) 

3 

(3) 

1 

(1) 

0 

(0) 

3 

(3) 

1 

(1) 

2 

(2) 

屯區  
40 

(19) 

7 

(18) 

4 

(10) 

12 

(30) 

5 

(13) 

5 

(13) 

1 

(3) 

0 

(0) 

1 

(3) 

4 

(1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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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  
39 

(19) 

14 

(36) 

7 

(18) 

10 

(26) 

3 

(8) 

2 

(5) 

0 

(0) 

0 

(0) 

0 

(0) 

3 

(8) 

0 

(0) 

山線  
40 

(19) 

7 

(18) 

5 

(13) 

12 

(30) 

5 

(13) 

3 

(8) 

0 

(0) 

1 

(3) 

1 

(3) 

6 

(15)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 

(99) 

52 

(25) 

21 

(10) 

72 

(35) 

22 

(11) 

13 

(6) 

2 

(1) 

1 

(0) 

5 

(2) 

14 

(7) 

3 

(1) 

領有聯合評估報

告書  

1 

(0.5) 

0 

(0) 

0 

(0)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  

1 

(0.5) 

0 

(0) 

0 

(0) 

0 

(0)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四章  資料分析 

45 

 

 

5. 臨時托育困難程度 

在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臨時托育困難程度方面，在性別及年齡

上無太大差異，有 21%的受訪者認為完全不困難、34%認為不太困難、

28%認為還好、10%認為困難、7%認為非常困難。然而經交叉分析後

發現，就居住地來看，居住於山線認為臨時托育非常困難的受訪者有

13%，高於屯區的 10%、海線的 5%及市區的 4%。此外，雖因人數過

低不具代表性，但值得一提的是 2 位身心狀況異常的嬰幼兒主要照顧

者皆表示臨時托育並不困難。（如表 4-1-11）。 

表4-1-11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臨時托育困難程度：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非常 

困難

(%) 

困難

(%) 

還好

(%) 

不太 

困難

(%) 

完全 

不困難

(%) 

合計 207(100) 15(7) 19(9) 59(29) 70(34) 44(21) 

性別 
男 114(55) 7(6) 10(9) 39(30) 31(27) 27(20) 

女 93(45) 8(9) 9(10) 20(22) 39(12) 17(18) 

年齡 

0 歲 17(8) 0(0) 1(6) 4(24) 8(47) 4(24) 

1 歲 29(14) 4(14) 3(10) 8(28) 8(28) 6(21) 

2 歲 32(16) 3(9) 6(19) 6(19) 9(28) 8(25) 

3 歲 38(18) 3(8) 2(5) 10(26) 19(50) 4(11) 

4 歲 43(21) 2(5) 4(9) 11(26) 13(30) 13(30) 

5 歲 48(23) 3(6) 3(6) 20(42) 13(27) 9(19)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4(5) 6(7) 28(32) 35(40) 15(17) 

屯區 40(19) 4(10) 4(10) 6(15) 13(33) 13(33) 

海線 39(19) 2(5) 5(13) 15(38) 15(38) 2(5) 

山線 40(19) 5(13) 4(10) 10(25) 7(18) 14(35) 

身心

狀況 

正常 205(99) 15(7) 19(9) 59(29) 69(34) 43(21)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0.5) 0(0) 0(0) 0(0)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1(0.5) 0(0) 0(0) 0(0) 0(0) 1(100) 

 

6. 利用政府臨時托育服務之意願 

如表 4-1-12 所示，不論嬰幼兒之性別及居住地，受訪的 0 歲至未

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較多數不願意使用政府臨時托育之服務。經

交叉分析後發現，在年齡方面，除了 5 歲的主要照顧者比較願意使用

政府臨時托育之服務外，其餘年齡的主要照顧者皆以不願意者為較多。

此外，雖因人數過低不具代表性，但值得一提的是身心狀況異常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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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皆表示願意使用政府臨時托育之服務。 

表4-1-12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利用政府臨時托育服務之意願：

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是(%) 否(%) 

合計 207(100) 93(45) 114(55) 

性別 
男 114(55) 51(45) 63(55) 

女 93(45) 42(45) 51(55) 

年齡 

0 歲 17(8) 8(47) 9(53) 

1 歲 29(14) 14(18) 15(52) 

2 歲 32(16) 15(47) 17(53) 

3 歲 38(18) 11(29) 27(71) 

4 歲 43(21) 20(47) 23(53) 

5 歲 48(23) 25(52) 23(48)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44(50) 44(50) 

屯區 40(19) 13(33) 27(68) 

海線 39(19) 17(44) 22(56) 

山線 40(19) 19(48) 21(53) 

身心 

狀況 

正常 205(99) 91(44) 114(56)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0.5)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1(0.5) 1(100) 0(0) 

 

(三) 托育照顧 

1. 托育照顧狀況 

如表 4-1-13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托育照顧方式

依序為自行照顧（67%）、托嬰中心／幼兒園（30%）及保母照顧（3%）。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當年齡由 0 歲增加到 5 歲時，自行照顧的比例由

94%降至 35%，但由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的比例反而由 0%增加至 63%。

依居住區來看，自行照顧者比例由高至低依序為海線的 80%、屯區的

73%、市區的 64%及山線的 53%；由保母照顧的比例皆低於 5%；由

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的比例依序為山線的 45%、市區的 30%、屯區

的 23%及海線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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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3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之托育照顧狀況：依性別、年齡、居

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自行照顧

(%) 

保母照顧

(%) 

托嬰中心

／幼兒園

(%) 

合計 207(100) 139(67) 5(2) 63(30) 

性 

別 

男 114(55) 75(66) 3(3) 36(32) 

女 93(45) 64(69) 2(2) 27(29) 

年 

齡 

0 歲 17(8) 16(94) 1(6) 0(0) 

1 歲 29(14) 26(90) 1(3) 2(7) 

2 歲 32(16) 27(84) 0(0) 5(16) 

3 歲 38(18) 28(74) 2(5) 8(21) 

4 歲 43(21) 25(58) 1(2) 17(40) 

5 歲 48(23) 17(35) 0(0) 31(65)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57(65) 2(2) 29(33) 

屯區 40(19) 29(73) 2(5) 9(23) 

海線 39(19) 32(82) 0(0) 7(18) 

山線 40(19) 21(53) 1(3) 18(45) 

身心 

狀況 

正常 205(99) 138(67) 5(2) 62(30)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0.5) 1(1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1(0.5) 0(0) 0(0) 1(100) 

 

2. 自行照顧 

(1) 自行照顧者年齡 

如表 4-1-14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自行照顧者年

齡依序為 31-40 歲（32%）、51-60 歲（12%）、21-30 歲及 61 歲以上（各

9%）、41-50 歲（4%）、未滿 20 歲的僅有一位。此外，經交叉分析後

發現，自行照顧者的年齡在嬰幼兒的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區上差異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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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4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年齡：依性別、年齡、居

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未滿

20 歲

(%) 

21 歲

-30 歲

(%) 

31 歲

-40 歲

(%) 

41 歲

-50 歲

(%) 

51 歲

-60 歲

(%) 

61 歲

以上

(%) 

合計 139(100) 1(1) 19(14) 65(47) 9(6) 26(19) 19(14) 

性 

別 

男 75(54) 1(1) 9(12) 32(43) 5(7) 14(19) 14(19) 

女 64(46) 0(0) 10(16) 33(52) 4(6) 12(19) 5(8) 

年 

齡 

0 歲 16(12) 0(0) 5(31) 4(25) 1(6) 4(25) 2(13) 

1 歲 26(19) 0(0) 3(12) 9(35) 2(8) 8(31) 4(15) 

2 歲 27(19) 1(4) 3(11) 18(67) 0(0) 1(4) 4(15) 

3 歲 28(20) 0(0) 4(14) 10(36) 5(18) 4(14) 5(18) 

4 歲 25(18) 0(0) 4(16) 12(48) 1(4) 6(24) 2(8) 

5 歲 17(12) 0(0) 0(0) 12(71) 0(0) 3(18) 2(12) 

居 

住 

地 

市區 57(41) 0(0) 6(11) 29(51) 6(11) 8(14) 8(14) 

屯區 29(21) 1(3) 6(21) 10(34) 0(0) 6(21) 6(21) 

海線 32(23) 0(0) 5(16) 15(47) 3(9) 7(22) 2(6) 

山線 21(15) 0(0) 2(10) 11(52) 0(0) 5(24) 3(14)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38(99) 1(1) 18(13) 65(47) 9(7) 26(19) 19(14)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1(1) 0(0) 1(1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0 0(0) 0(0) 0(0) 0(0) 0(0) 0(0) 

 

(2) 自行照顧者就業情形 

如表 4-1-15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自行照顧者就

業情形依序為目前沒有工作（48%）、有全職工作（26%）、退休（18%）

及有兼職工作（8%）。經交叉分析後發現，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

自行照顧者就業情形在性別及年齡上之差異不大，但在居住地上有明

顯之差異。居住在海線的自行照顧者有 70%目前沒有工作，居住於市

區的自行照顧者有近一半擁有全職或兼職工作，居住於屯區的自行照

顧者有近 3 成已經退休，都明顯高於居住於其他地區的自行照顧者就

業情形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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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5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就業情形：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退休

(%) 

目前沒

有工作

(%) 

有兼職

工作

(%) 

有全職

工作

(%) 

合計 139(100) 25(18) 66(47) 11(8) 37(27) 

性 

別 

男 75(54) 15(20) 36(48) 8(11) 16(21) 

女 64(46) 10(16) 30(47) 3(5) 21(33) 

年 

齡 

0 歲 16(12) 2(13) 9(56) 1(6) 4(25) 

1 歲 26(19) 6(23) 13(50) 1(4) 6(23) 

2 歲 27(19) 3(11) 15(56) 3(11) 6(22) 

3 歲 28(20) 5(18) 14(50) 2(7) 7(25) 

4 歲 25(18) 6(24) 9(36) 3(12) 7(28) 

5 歲 17(12) 3(18) 6(35) 1(6) 7(41) 

居 

住 

地 

市區 57(41) 9(16) 20(35) 7(12) 21(37) 

屯區 29(21) 8(28) 13(45) 3(10) 5(17) 

海線 32(23) 4(13) 22(69) 1(3) 5(16) 

山線 21(15) 4(19) 11(52) 0(0) 6(29) 

身心 

狀況 

正常 138(99) 24(17) 66(48) 11(8) 37(27)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1) 1(1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 0(0) 0(0) 0(0) 0(0) 

 

(3) 自行照顧者是否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或托嬰中心 

如表 4-1-16 所示，無論嬰幼兒之性別、年齡及居住地，絕大多數

受訪的 0歲至未滿 6歲嬰幼兒之自行照顧者從未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僅有 6%表示曾經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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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6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自行照顧者是否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

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

狀況 

項目 樣本數(%) 從未使用(%) 曾經使用(%) 

合計 139(100) 130(94) 9(6) 

性 

別 

男 75(54) 73(97) 2(3) 

女 64(46) 57(89) 7(11) 

年 

齡 

0 歲 16(12) 15(58) 1(4) 

1 歲 26(19) 26(100) 0(0) 

2 歲 27(19) 26(96) 1(4) 

3 歲 28(20) 26(93) 2(7) 

4 歲 25(18) 22(88) 3(12) 

5 歲 17(12) 15(88) 2(12) 

居 

住 

地 

市區 57(41) 50(88) 7(12) 

屯區 29(21) 29(100) 0(0) 

海線 32(23) 31(97) 1(3) 

山線 21(15) 20(95) 1(5) 

身心

狀況 

正常 138(99) 129(93) 9(7)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1(1)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0) 0(0) 0(0) 

 

(4) 自行照顧者不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

托嬰中心的主要原因 

如表 4-1-17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之自行照顧者不

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的主要原因為

「自行照顧即可」，其次是「費用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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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7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自行照顧者不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的主要原因：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自行

照顧

即可 

小孩

不適

應 

費用

太高 

服務

人員

經驗

不足 

服務

人員

態度

不好 

其他 

性 

別 

男 2(22) 2(100) 0(0) 0(0) 0(0) 0(0) 0(0) 

女 7(78) 4(57) 0(0) 2(29) 0(0) 0(0) 1(14) 

年 

齡 

0 歲 1(11) 1(100) 0(0) 0(0) 0(0) 0(0) 0(0) 

1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2 歲 1(11) 1(1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22) 1(50) 0(0) 1(50) 0(0) 0(0) 0(0) 

4 歲 3(33) 2(67) 0(0) 0(0) 0(0) 0(0) 1(33) 

5 歲 2(22) 1(50) 0(0) 1(5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7(78) 4(57) 0(0) 2(29) 0(0) 0(0) 1(17) 

屯區 0(0) 0(0) 0(0) 0(0) 0(0) 0(0) 0(0) 

海線 1(11) 1(1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11) 1(100) 0(0) 0(0)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9(100) 6(67) 0(0) 2(22) 0(0) 0(0) 1(11)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0(0) 

 

3. 保母照顧 

(1) 孩子的保母加入保母系統情形 

如表 4-1-18 所示，在全部 207 位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

兒主要照顧者中，僅有 5 位選擇的托育方式是保母照顧，比例只

有 2.4%。而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在這 5 位受訪者中，有 3 位知道

孩子的保母有加入保母系統，另外 2 位並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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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8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的保母加入保母系統情形：依性別、

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是 否 不知道 

性 

別 

男 3(60) 2(67) 0(0) 1(33) 

女 2(40) 1(50) 0(0) 1(50) 

年 

齡 

0 歲 1(20) 1(100) 0(0) 0(0) 

1 歲 1(20) 0(0) 0(0) 1(100) 

2 歲 0(0) 0(0) 0(0) 0(0) 

3 歲 2(40) 1(50) 0(0) 1(50) 

4 歲 1(20) 1(1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2(100) 0(0) 0(0) 

屯區 2(40) 1(50) 0(0) 1(50) 

海線 0(0) 0(0) 0(0) 0(0) 

山線 1(20) 0(0) 0(0) 1(1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3(60) 0(0) 2(40)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0) 0(0) 0(0) 0(0) 

 

(2) 尋找保母的主要管道 

如表 4-1-19 所示，在 5 位選擇保母照顧托育方式的受訪者中，有

2 位是透過社區綁母系統媒合及轉介方式找到保母的，另外各有 1 位

是以「自行透過網路搜尋或宣傳單尋找」、「親友推薦」及「同事、鄰

居推薦」而尋找到目前的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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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9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尋找保母的主要管道：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自行

尋找

（網

路搜

尋、宣

傳單） 

親友

推薦 

同

事、鄰

居推

薦 

社區

保母

系統

（居

家托

育服

務中

心）媒

合及

轉介 

其他保

母〈或托

嬰中心/

幼兒園〉

推薦 

活

動

宣

傳 

其

他 

性 

別 

男 3(60) 0(0) 1(33) 0(0) 2(67) 0(0) 0(0) 0(0) 

女 2(40) 1(50) 0(0) 1(50) 0(0) 0(0) 0(0) 0(0) 

年 

齡 

0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0(0) 0(0) 

1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0(0) 0(0) 

2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40) 1(50) 0(0) 1(50) 0(0) 0(0) 0(0) 0(0) 

4 歲 1(2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1(50) 0(0) 0(0) 1(50) 0(0) 0(0) 0(0) 

屯區 2(40) 0(0) 1(50) 0(0) 1(50) 0(0) 0(0) 0(0) 

海線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2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1(20) 1(20) 1(20) 2(40) 0(0) 0(0) 0(0)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 保母同時照顧嬰幼兒的數量 

如表 4-1-20 所示，在 5 位選擇保母照顧托育方式的受訪者中，有

4 位並不清楚孩子的保母同時照顧幾位嬰幼兒，只有 1 位知道孩子的

保母同時照顧 3 位嬰幼兒（含保母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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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0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保母同時照顧嬰幼兒的數量：依性別、

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不清楚 1 位 2 位 3 位 

4 位 

以上 

性 

別 

男 3(60) 2(67) 0(0) 0(0) 1(33) 0(0) 

女 2(40) 2(100) 0(0) 0(0) 0(0) 0(0) 

年 

齡 

0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1 歲 1(20) 1(100) 0(0) 0(0) 0(0) 0(0) 

2 歲 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40) 2(100) 0(0) 0(0) 0(0) 0(0) 

4 歲 1(20) 1(100) 0(0) 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1(50) 0(0) 0(0) 1(50) 0(0) 

屯區 2(40) 2(100) 0(0) 0(0) 0(0) 0(0) 

海線 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20) 1(100) 0(0) 0(0) 0(0) 0(0) 

身心 

狀況 

正常 5(100) 4(80) 0(0) 0(0) 1(20) 0(0)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4) 每月平均所需保母費用 

如表 4-1-21 所示，在 5 位選擇保母照顧托育方式的受訪者中，有

4 位平均每月的保母費用（含副食品及其他支出）在 1 萬到 1 萬 5 千

元之間，另 1 位的保母費用在 1 萬 5 到 2 萬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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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1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每月平均所需保母費用：依性別、年

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未

滿

5000

元 

5000

元

以

上~

未

滿 1

萬

元 

1 萬

以上~

未滿

1.5 萬

元 

1.5 萬

以上~

未滿

2 萬

元 

2 萬

以

上~

未

滿

2.5

萬

元 

2.5

萬

以

上~

未

滿 3

萬

元 

3 萬

以

上~

未

滿 6

萬

元 

6

萬

以

上 

性 

別 

男 3(60) 0(0) 0(0) 2(67) 1(33) 0(0) 0(0) 0(0) 0(0) 

女 2(40) 0(0) 0(0) 2(100) 0(0) 0(0) 0(0) 0(0) 0(0) 

年 

齡 

0 歲 1(2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1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2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40) 0(0) 0(0) 2(100) 0(0) 0(0) 0(0) 0(0) 0(0) 

4 歲 1(2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0(0) 0(0) 2(100) 0(0) 0(0) 0(0) 0(0) 0(0) 

屯區 2(40) 0(0) 0(0) 1(50) 1(50) 0(0) 0(0) 0(0) 0(0) 

海線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2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0(0) 0(0) 4(80) 1(20) 0(0) 0(0) 0(0) 0(0)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 選擇保母的主要原因 

如表 4-1-22 所示，在 5 位選擇保母照顧托育方式的受訪者中，各

有 4 人覺得「離住家較近，方便接送」及「環境好，讓我放心」是選

擇保母的主要原因，另外各有 1 人覺得「收托時間適當」、「服務員經

驗豐富」及「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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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2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選擇保母的主要原因：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

數(%) 

離住家

較近，

方便接

送 

價

格

合

理 

友

人

推

薦 

收托時

間適當 

服務員

經驗豐

富 

環境

好，讓

我放心 

是

自

己

熟

識

的

人 

其他 

性 

別 

男 3(60) 2(67) 0(0) 0(0) 0(0) 1(33) 2(67) 0(0) 1(33) 

女 2(40) 2(100) 0(0) 0(0) 1(50) 0(0) 2(100) 0(0) 0(0) 

年 

齡 

0 歲 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00) 

1 歲 1(20) 1(100) 0(0) 0(0) 0(0) 1(100) 1(100) 0(0) 0(0) 

2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40) 2(100) 0(0) 0(0) 1(50) 0(0) 2(100) 0(0) 0(0) 

4 歲 1(20) 1(100) 0(0) 0(0) 0(0) 0(0) 1(1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1(50) 0(0) 0(0) 0(0) 0(0) 1(50) 0(0) 1(50) 

屯區 2(40) 2(100) 0(0) 0(0) 0(0) 1(50) 2(100) 0(0) 0(0) 

海線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20) 1(100) 0(0) 0(0) 1(100) 0(0) 1(1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4(80) 0(0) 0(0) 1(20) 1(20) 4(80) 0(0) 1(20) 

領有

聯合

評估

報告

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

身心

障礙

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 平均每日接送嬰幼兒至保母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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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23 所示，在 5 位選擇保母照顧托育方式的受訪者中，有

2 位平均每日接送孩子至保母處的時間「未滿 15 分鐘」，「15-未滿 30

分鐘」、「30 分鐘-未滿 1 小時」及「1 小時-未滿 2 小時」各有 1 人填

答，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其中選填「1 小時-未滿 2 小時」者為居住於

屯區的 1 歲男嬰。 

表4-1-23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平均每日接送至保母處的時間：依性

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未滿 15

分鐘 

15-未滿

30 分鐘

30 分鐘-

未滿 1

小時 

1 小時-

未滿 2

小時 

2 小時

以上 

性 

別 

男 3(60) 1(33) 0(0) 1(33) 1(33) 0(0) 

女 2(40) 1(50) 1(50) 0(0) 0(0) 0(0) 

年 

齡 

0 歲 1(20) 1(100) 0(0) 0(0) 0(0) 0(0) 

1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2 歲 0(0) 0(0) 0(0) 0(0) 0(0) 0(0) 

3 歲 2(40) 1(50) 1(50) 0(0) 0(0) 0(0) 

4 歲 1(20) 0(0) 0(0) 1(100) 0(0) 0(0) 

5 歲 0(0) 0(0)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2(100) 0(0) 0(0) 0(0) 0(0) 

屯區 2(40) 0(0) 0(0) 1(50) 1(50) 0(0) 

海線 0(0) 0(0) 0(0) 0(0) 0(0) 0(0) 

山線 1(20) 0(0) 1(100)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2(40) 1(20) 1(20) 1(20) 0(0)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4. 托嬰中心/幼兒園 

(1) 尋找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道 

在全部 207 位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中，有 63

位選擇的托育方式是托嬰中心/幼兒園，比例佔 30.43%。在尋找托嬰

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道方面，以 53 人次勾選的「自行尋找（網路搜

尋、宣傳單）」為最高，其次為「親友推薦」10 人次、「同事、鄰居

推薦」7 人次，另外透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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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轉介」、「活動宣傳」及「其他」管道各有 1 人次選填（如表 4-1-24）。 

表4-1-24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尋找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道：依

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自行尋

找（網

路搜

尋、宣

傳單）

(%) 

親友推

薦(%) 

同

事、鄰

居推

薦(%) 

社區

保母

系統

(居家

托育

服務

中心)

媒合

及轉

介(%) 

其他

托嬰

中心

/幼

兒園

推薦

(%) 

活動

宣傳

(%) 

其他

(%) 

合計 63(100) 53(84) 10(16) 7(11) 1(2) 0(0) 1(2) 1(2) 

性 

別 

男 36(57) 30(83) 8(22) 3(8) 0(0) 0(0) 0(0) 1(2) 

女 27(43) 23(85) 2(7) 4(15) 1(4) 0(0) 1(4) 0(0) 

年 

齡 

0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 歲 2(3) 0(0) 0(0) 1(50) 0(0) 0(0) 1(50) 0(0) 

2 歲 5(8) 5(100) 1(20) 2(40) 1(20) 0(0) 0(0) 0(0) 

3 歲 8(13) 4(50) 3(38) 1(13) 0(0) 0(0) 0(0) 0(0) 

4 歲 17(27) 15(88) 1(6) 1(6) 0(0) 0(0) 0(0) 1(6) 

5 歲 31(49) 26(84) 5(16) 2(6) 0(0) 0(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9(46) 22(76) 7(24) 4(14) 0(0) 0(0) 0(0) 0(0) 

屯區 9(14) 7(78) 2(22) 1(11) 0(0) 0(0) 0(0) 0(0) 

海線 7(11) 5(71) 1(14) 1(14) 1(14) 0(0) 0(0) 0(0) 

山線 18(29) 14(78) 1(6) 1(6) 0(0) 0(0) 1(6) 1(6) 

身 

心 

狀 

況 

正常 62(98) 52(84) 10(16) 7(11) 1(2) 0(0) 1(2) 1(2) 

領有聯合

評估報告

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 
1(2) 1(100) 0(0) 0(0) 0(0) 0(0) 0(0) 0(0) 

 

(2) 托嬰中心/幼兒園每月平均費用 

如表 4-1-25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每月平均托嬰中

心/幼兒園的費用（含副食品、才藝課程及其他支出），在「5000 元以

上~未滿 1 萬元」為最多，佔 38.1%，其次依序為 22.2%在「1 萬以上~

未滿 1.5 萬元」、15.9%在「未滿 5000 元」、14.3%在「1.5 萬以上~未滿

2 萬元」、4.8%為「免費」、3.2%為「2 萬以上~未滿 2.5 萬元」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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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 萬以上~未滿 3 萬元」。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1 位受訪者選填之

費用高於其他 62 位，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可能因為其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所以托育費用的金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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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5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每月平均托嬰中心/幼兒園費用：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  

數(%) 
免費(%) 

未滿

5000 元

(%) 

5000 元~

未滿 1

萬元(%) 

1 萬~未

滿 1.5 萬

元(%) 

1.5 萬~

未滿 2

萬元(%) 

2 萬~未

滿 2.5 萬

元(%) 

2.5 萬~未

滿 3 萬元

(%) 

3 萬~

未滿 6

萬(%) 

6 萬以

上(%) 

合計  63(100) 3(5) 10(16) 24(38) 14(22) 9(14) 2(3) 1(2) 0(0) 0(0) 

性  

別  

男  
36 

(57) 

2 

(6) 

4 

(11) 

15 

(42) 

6 

(17) 

7 

(19) 

1 

(3) 

1 

(3) 

0 

(0) 

0 

(0) 

女  
27 

(43) 

1 

(4) 

6 

(22) 

9 

(33) 

8 

(30) 

2 

(7) 

1 

(4) 

0 

(0) 

0 

(0) 

0 

(0) 

年  

齡  

0 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歲  
2 

(3) 

0 

(0) 

0 

(0) 

1 

(50) 

1 

(5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歲  
5 

(8) 

0 

(0) 

1 

(20) 

0 

(0) 

1 

(20) 

2 

(40) 

1 

(20) 

0 

(0) 

0 

(0) 

0 

(0) 

3 歲  
8 

(13) 

0 

(0) 

1 

(13) 

4 

(50) 

2 

(25) 

0 

(0) 

1 

(13) 

0 

(0) 

0 

(0) 

0 

(0) 

4 歲  
17 

(27) 

1 

(6) 

3 

(18) 

5 

(29) 

5 

(29) 

2 

(12) 

0 

(0) 

1 

(6) 

0 

(0) 

0 

(0) 

5 歲  
31 

(49) 

2 

(6) 

5 

(16) 

14 

(45) 

5 

(16) 

5 

(16) 

0 

(0) 

0 

(0) 

0 

(0) 

0 

(0) 

居  

住  

地  

市區  
29 

(46) 

1 

(3) 

2 

(7) 

11 

(38) 

9 

(31) 

5 

(17) 

1 

(3) 

0 

(0) 

0 

(0) 

0 

(0) 

屯區  
9 

(14) 

0 

(0) 

2 

(22) 

4 

(44) 

2 

(22) 

1 

(11)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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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  
7 

(11) 

1 

(14) 

0 

(0) 

3 

(43) 

1 

(14) 

1 

(14) 

1 

(14) 

0 

(0) 

0 

(0) 

0 

(0) 

山線  
18 

(29) 

1 

(6) 

6 

(33) 

6 

(33) 

2 

(11) 

2 

(11) 

0 

(0) 

1 

(6) 

0 

(0)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62 

(98) 

3 

(5) 

10 

(16) 

24 

(39) 

14 

(23) 

9 

(15) 

2 

(3) 

0 

(0) 

0 

(0) 

0 

(0)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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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原因 

如表 4-1-26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選擇

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原因依序為「離住家較近，方便接送」、「環

境好，讓我放心」、「服務員經驗豐富」、「價格合理」和「有人使用過

後推薦」、「收托時間適當」和「其他原因」，以及「是自己熟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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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6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選擇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原因：依

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

數

(%) 

離住

家較

近，方

便接

送 

價格

合理 

友人

使用

過後

推薦 

收托

時間

適當 

服務

員經

驗豐

富 

環境

好，

讓我

放心 

是自

己熟

識的

人 

其他 

性 

別 

男 
36 

(57) 

27 

(75) 

6 

(17) 

4 

(11) 

4 

(11) 

8 

(22) 

10 

(28) 

3 

(8) 

3 

(8) 

女 
27 

(43) 

21 

(78) 

2 

(7) 

4 

(15) 

1 

(4) 

5 

(19) 

10 

(37) 

0 

(0) 

2 

(7) 

年 

齡 

0 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歲 
2 

(3) 

1 

(50) 

1 

(50) 

0 

(0) 

0 

(0) 

1 

(50) 

0 

(0) 

0 

(0) 

0 

(0) 

2 歲 
5 

(8) 

5 

(100) 

0 

(0) 

1 

(20) 

0 

(0) 

1 

(20) 

2 

(40) 

0 

(0) 

2 

(40) 

3 歲 
8 

(13) 

4 

(50) 

1 

(13) 

3 

(25) 

0 

(0) 

1 

(13) 

2 

(25) 

0 

(0) 

0 

(0) 

4 歲 
17 

(27) 

13 

(76) 

3 

(18) 

2 

(12) 

1 

(6) 

4 

(24) 

6 

(35) 

1 

(6) 

2 

(12) 

5 歲 
31 

(49) 

22 

(71) 

3 

(10) 

2 

(6) 

4 

(13) 

6 

(19) 

10 

(32) 

2 

(6) 

1 

(3) 

居 

住 

地 

市區 
29 

(46) 

21 

(72) 

2 

(7) 

5 

(17) 

1 

(3) 

5 

(17) 

10 

(34) 

0 

(0) 

1 

(3) 

屯區 
9 

(14) 

11 

(122) 

0 

(0) 

1 

(11) 

0 

(0) 

2 

(22) 

2 

(22) 

0 

(0) 

2 

(22) 

海線 
7 

(11) 

5 

(71) 

1 

(14) 

1 

(14) 

1 

(14) 

1 

(14) 

2 

(29) 

0 

(0) 

0 

(0) 

山線 
18 

(29) 

11 

(61) 

5 

(28) 

1 

(6) 

3 

(17) 

5 

(28) 

6 

(33) 

3 

(17) 

2 

(11) 

身 

心 

狀 

況 

正常 
62 

(98) 

47 

(76) 

7 

(11) 

8 

(13) 

5 

(8) 

12 

(19) 

19 

(31) 

3 

(5) 

5 

(8) 

領有聯

合評估

報告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1 

(2) 

1 

(100) 

1 

(100) 

0 

(0) 

0 

(0) 

1 

(100) 

1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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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每日接送嬰幼兒至托嬰中心/幼兒園的時間 

如表 4-1-27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平均

每日接送孩子至托嬰中心/幼兒園的時間越長，則填答人數越少，以

「未滿 15 分鐘」為最多，其次依序為「15-未滿 30 分鐘」、「30 分鐘-

未滿 1 小時」、「1 小時-未滿 2 小時」及「2 小時以上」。 

表4-1-27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平均每日接送至托嬰中心/幼兒園的

時間：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未滿 15

分鐘 

15-未滿

30 分鐘 

30 分鐘-

未滿 1

小時 

1 小時-

未滿 2

小時 

2 小時

以上 

性 

別 

男 36(57) 19(53) 11(31) 6(17) 0(0) 0(0) 

女 27(43) 12(44) 6(22) 4(15) 4(15) 1(4) 

年 

齡 

0 歲 0(0) 0(0) 0(0) 0(0) 0(0) 0(0) 

1 歲 2(3) 2(100) 0(0) 0(0) 0(0) 0(0) 

2 歲 5(8) 2(40) 2(40) 0(0) 1(20) 0(0) 

3 歲 8(13) 3(38) 2(25) 1(13) 1(13) 1(13) 

4 歲 17(27) 7(41) 4(24) 5(29) 1(6) 0(0) 

5 歲 31(49) 17(55) 9(29) 4(13) 1(3) 0(0) 

居 

住 

地 

市區 29(46) 12(41) 8(28) 6(21) 3(10) 0(0) 

屯區 9(14) 8(89) 0(0) 0(0) 0(0) 1(11) 

海線 7(11) 2(29) 4(57) 1(14) 0(0) 0(0) 

山線 18(29) 9(50) 5(28) 3(17) 1(6)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62(98) 30(48) 17(27) 10(16) 4(6) 1(2)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1(2) 1(100) 0(0) 0(0) 0(0) 0(0) 

 

5. 照顧嬰幼兒遇到托育問題時請教的對象 

如表 4-1-28 所示，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遇到

問題時會請教的對象以「父母、長輩或親戚」為最多，其次依序為「自

行上網查詢」、「周遭朋友」、「其他」、「托嬰中心/幼兒園」、「社區保

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尋求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協助」及

「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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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8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遇到托育問題時會請教的對象：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父母、長

輩或親戚

(%) 

周遭朋友

(%) 

自行上網

查詢(%) 

社區保母

(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

系統(%) 

保母(%) 

政府機構/

民間團體 

(%) 

托嬰中心/

幼兒園(%) 
其他(%) 

合計 207(100) 127(61) 78(38) 96(46) 6(3) 4(2) 6(3) 15(7) 20(10) 

性 

別 

男 114(55) 66(57) 46(40) 59(51) 3(3) 2(2) 2(2) 10(9) 9(8) 

女 93(45) 61(65) 32(34) 37(39) 3(3) 2(2) 4(4) 5(5) 11(12) 

年 

齡 

0 歲 17(8) 13(76) 1(6) 6(35) 1(6) 0(0) 1(6) 0(0) 3(18) 

1 歲 29(14) 17(59) 12(41) 11(38) 1(3) 1(3) 1(3) 2(7) 2(7) 

2 歲 32(16) 18(55) 14(42) 21(64) 2(6) 0(0) 0(0) 2(6) 4(12) 

3 歲 38(18) 18(47) 13(34) 20(53) 0(0) 2(5) 0(0) 1(3) 4(11) 

4 歲 43(21) 25(57) 18(41) 18(41) 1(2) 1(2) 4(9) 7(16) 3(7) 

5 歲 48(23) 36(73) 20(41) 20(41) 1(2) 0(0) 0(0) 3(6) 4(8) 

居 

住 

地 

市區 88(43) 57(63) 31(34) 38(40) 3(3) 2(2) 4(4) 5(6) 9(10) 

屯區 40(19) 21(53) 13(33) 19(48) 1(3) 1(3) 0(0) 2(5) 5(13) 

海線 39(19) 28(70) 17(43) 19(48) 2(5) 0(0) 0(0) 6(15) 2(5) 

山線 40(19) 21(53) 17(43) 20(50) 0(0) 1(3) 2(5) 2(5) 4(1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5(99) 126(61) 78(38) 95(46) 6(3) 4(2) 5(2) 14(7) 20(10)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1(0.5) 1(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1(0.5) 0(0) 0(0) 1(100) 0(0) 0(0) 1(100) 1(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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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 兒童托育照顧現況 

1. 托育服務 

在托嬰中心/幼兒園方面，受訪者知道及不知道的比例各佔 76%及

24%；在 76%知道的受訪者中曾利用的佔 48%，其中又有 72%感到滿

意；知道但未利用的佔 52%，其中的 74%是因為不需要，26%需要但

無法利用（如表 4-1-29）。 

在保母托育及系統服務方面，受訪者知道及不知道的比例各佔

63%及 37%；在 63%知道的受訪者中曾利用的佔 20%，其中又有 46%

感到滿意、19%不滿意及 35%普通；知道但未利用的佔 80%，其中 88%

是因為不需要，12%需要但無法利用（如表 4-1-29）。 

在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嬰幼兒日托中心方面，受訪者知道及不知

道的比例各佔 48%及 52%；在 48%知道的受訪者中曾利用的佔 7%，

其中又有 43%感到滿意；知道但未利用的佔 93%，其中 95%是因為不

需要（如表 4-1-29）。 

表4-1-29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之認識

與使用經驗 

項目 

樣 

本 

數 

(%) 

不 

知 

道 

(%) 

知道，但未

利用 
知道且曾利用 

不

需 

要

(%) 

需

要，但

無法

利用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托嬰中心／幼兒園 
207 

(100) 

49 

(24) 

61 

(29) 

21 

(10) 

55 

(27) 

17 

(8) 

4 

(2) 

保母托育及系統服務 
207 

(100) 

77 

(37) 

92 

(45) 

12 

(6) 

12 

(6) 

9 

(4) 

5 

(2) 

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嬰幼兒日托中心 
207 

(100) 

108 

(52) 

87 

(42) 

5 

(2) 

3 

(2) 

4 

(2) 

0 

(0) 

 

2. 托育費用補助 

就這 8 項托育費用補助來看，受訪者不知道比例最高之項目為「早

期療育費用補助」，佔 65%，「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弱勢

家庭幼兒臨時托育補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及「托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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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龍」，分別佔 43%到 41%，其他三項皆在 4 成以下（如表 4-1-30 及

圖 4-1-2）。 

就知道但未利用這些托育費用補助項目的受訪者來看，除了「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需要但無法利用的受訪者比不需要的高之外，

其他各項不需要的受訪者皆比需要但無法利用者高（如表 4-1-30 及圖

4-1-3）。就知道且曾利用過各項補助的受訪者來看，不滿意的比例均

非常低，都在 7%以下（如表 4-1-30 及圖 4-1-4）。 

表4-1-30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之

認識與使用經驗 

項目 

樣 

本 

數 

(%) 

不 

知 

道 

(%) 

知道，但未利用 知道且曾利用 

不需 

要

(%) 

需要，

但無法

利用(%)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補助 
207 

(100) 

72 

(35) 

53 

(26) 

21 

(10) 

27 

(13) 

30 

(14) 

4 

(2)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207 

(100) 

88 

(43) 

36 

(17) 

23 

(11) 

26 

(13) 

30 

(14) 

4 

(2) 

托育一條龍 
207 

(100) 

84 

(41) 

32 

(15) 

28 

(14) 

38 

(18) 

22 

(11) 

3 

(1) 

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207 

(100) 

135 

(65) 

46 

(22) 

11 

(5) 

6 

(3) 

8 

(4) 

1 

(1)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207 

(100) 

80 

(39) 

38 

(18) 

39 

(19) 

28 

(13) 

20 

(10) 

2 

(1) 

低收入戶托育津貼 
207 

(100) 

63 

(30) 

103 

(50) 

26 

(13) 

12 

(6) 

3 

(1) 

0 

(0) 

弱勢家庭幼兒臨時托育補助 
207 

(100) 

86 

(41) 

101 

(49) 

14 

(7) 

4 

(2) 

2 

(1)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207 

(100) 

86 

(42) 

98 

(47) 

13 

(6) 

8 

(4) 

2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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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0歲至未滿 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知

道與否比較圖 

 

 

 

 

 

 

 

 

 

 

 

 

圖 4-1-3  0歲至未滿 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知

道但未利用之原因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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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0歲至未滿 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使

用滿意度比較圖 

3. 其他托育相關服務 

在其他托育相關服務方面，如表 4-1-31 所示，受訪者對於「育兒

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及「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

顧服務」不知道的比例皆很高，分別為 59%及 63%。知道但未利用這

兩項服務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皆因不需要而未利用；知道且曾利用

過的受訪者不滿意比例很低。 

表4-1-31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對其他托育相關服務 

認知、滿意度 

項目 

樣 

本 

數 

(%) 

不 

知 

道 

(%) 

知道，但未利用 知道且曾利用 

不需 

要(%) 

需要，

但無法

利用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育兒指導服務 

（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 

207 

(100) 

123 

(59) 

61 

(30) 

5 

(2) 

9 

(4) 

8 

(4) 

1 

(1) 

身心障礙者臨時 

及短期照顧服務 

207 

(100) 

130 

(63) 

66 

(32) 

5 

(2) 

2 

(1) 

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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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托育服務需求 

在未來托育服務需求方面，受訪者期望政府未來托育規劃項目最

高的前 5 項依序為「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

「設置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

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的育兒環境」、「提供近便性，找到托嬰中心的

資源」及「能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如表 4-1-32）。 

受訪者希望托育服務資訊告知途徑的前 3 項依序為「電視媒體」、

「媽媽手冊或嬰幼兒手冊」及「市府網站」（如表 4-1-33）。而且，受

訪者最希望托育服務資訊取得的地點為「托嬰中心/幼兒園」及「醫

療院所及衛生所」（如表 4-1-34）。 

表4-1-32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

目 

項目 樣本數 % 排序 

提供近便性，找到保母的資源 54 26 7 

提供近便性，找到托嬰中心的資源 63 30 5 

能提供配合延長托育時間的措施 52 25 8 

能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 63 30 5 

提供適齡的育兒資訊或親職教育網站 50 24 9 

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 106 51 2 

設置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 71 34 3 

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的

育兒環境 
65 31 4 

提升保母托育專業知能的方案 48 23 10 

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 130 63 1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 32 15 14 

政府宜提供托育服務資源平臺 38 18 12 

加強宣導免費到宅提供育兒相關知能指導、環境規劃、

嬰幼兒照顧與親子溝通技巧等服務 
36 17 13 

落實保母督導管理及考核機制 40 19 11 

其他 11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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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0歲至未滿 6歲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

目比較圖 

 

表4-1-33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告知途徑 

項目 樣本數 % 排序 

電視媒體 123 59 1 

報紙 31 15 5 

雜誌刊物 17 8 7 

公車廣告或電子看板 28 14 6 

市府網站 63 30 3 

政府出版品 17 8 7 

媽媽手冊或嬰幼兒手冊 100 48 2 

其他 40 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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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4  0歲至未滿6歲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取得地點 

項目 樣本數 % 排序 

戶政事務所 38 18 7 

醫療院所及衛生所 76 37 2 

各區公所 46 22 5 

村里辦公室 47 23 4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公室 17 8 8 

托嬰中心/幼兒園 91 44 1 

文化中心或圖書館 45 22 6 

其他 55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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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照顧者調查 

一、 基本資料 

(一)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之基本資料 

針對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照顧者的實地問卷訪查，總共回收

191 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人數較多有 97 人，佔 51%，女性有 94 人，

佔 49%。年齡層人數的分布以 11 歲為最多佔 33%，其次依序為 10 歲

佔 19%，9 歲佔 17%，7 歲佔 13%，8 歲佔 11%，6 歲為最少佔 6%。

居住地以市區為最多佔 42%，屯區及海線各佔 21%，山線佔 17%。此

外，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的父親身分別 98%為一般人口，其他為原住

民及新住民，母親身分別 94%為一般人口，2%為原住民及 4%為新住

民（如表 4-2-1）。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的身心狀況 98%皆為正常，有 4 位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其中 3 位為男性，1 位是女性（如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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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的基本資料 

項目 樣本數 % 

性別 
男 97 51 

女 94 49 

年齡 

6 歲 12 6 

7 歲 25 13 

8 歲 21 11 

9 歲 33 17 

10 歲 37 19 

11 歲 63 33 

居住地 

市區 80 42 

屯區 40 21 

海線 40 21 

山線 31 16 

身心狀況 

正常 187 98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0 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4 2 

父親身分 

一般人口 188 98 

原住民 1 1 

新住民 2 1 

母親身分 

一般人口 180 94 

原住民 3 2 

新住民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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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身心狀況分析：依性別、年齡及居住地 

項目 樣本數(%) 正常(%) 
領有聯合評估

報告書(%)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 

合計 191(100) 187(98) 0(0) 4(2) 

性

別 

男 97(51) 94(97) 0(0) 3(3) 

女 94(49) 93(99) 0(0) 1(1) 

年

齡 

6 歲 12(6) 12(100) 0(0) 0(0) 

7 歲 25(13) 24(96) 0(0) 1(4) 

8 歲 21(11) 21(100) 0(0) 0(0) 

9 歲 33(17) 32(97) 0(0) 1(3) 

10 歲 37(19) 36(97) 0(0) 1(3) 

11 歲 63(33) 62(98) 0(0) 1(2)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79(99) 0(0) 1(1) 

屯區 40(21) 39(97) 0(0) 1(3) 

海線 40(21) 38(95) 0(0) 2(5) 

山線 31(16) 31(100) 0(0) 0(0) 

(二)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如表 4-2-3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大多由生母/繼母/

養母照顧（49%），其次為生父/繼父/養父（24%），再來是由祖父母照

顧（19%），只有少數由外祖父母與其他照顧者照顧，而其他照顧者

多為嬰幼兒之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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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主要照顧者身分：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生母/ 

繼母/ 

養母(%) 

生父/ 

繼父/ 

養父(%) 

祖父

母 

(%) 

外祖 

父母

(%) 

其他

(%) 

合計 191(100) 94(49) 46(24) 34(18) 5(3) 12(6) 

性

別 

男 97(51) 44(45) 24(25) 22(23) 0(0) 7(7) 

女 94(49) 50(53) 22(23) 12(12) 5(5) 5(5) 

年

齡 

6 歲 12(6) 7(58) 3(25) 2(17) 0(0) 0(0) 

7 歲 25(13) 13(52) 6(24) 5(20) 0(0) 1(4) 

8 歲 21(11) 10(48) 5(24) 6(29) 0(0) 0(0) 

9 歲 33(17) 17(52) 6(18) 9(27) 0(0) 1(3) 

10 歲 37(19) 13(35) 13(35) 7(19) 3(8) 1(3) 

11 歲 63(33) 34(54) 13(21) 5(8) 2(3) 9(14)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45(56) 16(20) 16(20) 1(1) 2(3) 

屯區 40(21) 21(53) 5(13) 7(18) 3(8) 4(10) 

海線 40(21) 25(63) 7(18) 4(10) 0(0) 4(10) 

山線 31(16) 14(45) 7(23) 7(23) 1(3) 2(6)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98) 94(50) 43(23) 34(18) 4(2) 12(6)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4(2) 0(0) 3(75) 0(0) 1(25) 0(0) 

 

二、 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1. 主要家庭成員 

如表 4-2-4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與其生父/繼父

/養父及生母/繼母/養母每週同住 5 天以上，其中為數不少者亦與其兄

弟姊妹、祖母/外祖母及祖父/外祖父同住，此外亦有少部分兒童的同

住者包括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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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主要家庭成員：依性別、年齡、居住地

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生父

/繼

父/

養父 

生母

/繼

母/

養母 

祖

父/

外

祖

父 

祖

母/

外

祖

母 

兄

弟

姊

妹 

父

親

的

兄

弟

姊

妹 

母

親

的

兄

弟

姊

妹 

其

他 

性 

別 

男 
97 

(51) 

87 

(90) 

87 

(90) 

32 

(33) 

46 

(47) 

51 

(53) 

10 

(10) 

3 

(3) 

2 

(2) 

女 
94 

(49) 

82 

(87) 

82 

(87) 

32 

(34) 

44 

(47) 

59 

(63) 

7 

(7) 

6 

(6) 

1 

(1) 

年 

齡 

6 歲 
12 

(6) 

12 

(100) 

12 

(100) 

6 

(50) 

8 

(67) 

9 

(75) 

1 

(8) 

0 

(0) 

0 

(0) 

7 歲 
25 

(13) 

20 

(80) 

21 

(84) 

10 

(40) 

14 

(56) 

10 

(40) 

3 

(12) 

2 

(8) 

1 

(4) 

8 歲 
21 

(11) 

19 

(90) 

18 

(86) 

5 

(24) 

12 

(57) 

12 

(57) 

3 

(14) 

0 

(0) 

0 

(0) 

9 歲 
33 

(17) 

32 

(97) 

31 

(94) 

12 

(36) 

14 

(42) 

19 

(58) 

3 

(9) 

1 

(3) 

0 

(0) 

10 歲 
37 

(19) 

31 

(84) 

32 

(86) 

12 

(32) 

20 

(54) 

23 

(62) 

0 

(0) 

1 

(3) 

0 

(0) 

11 歲 
63 

(33) 

55 

(87) 

55 

(87) 

19 

(30) 

22 

(35) 

37 

(59) 

7 

(11) 

5 

(8) 

2 

(3) 

居 

住 

地 

市區 
80 

(42) 

69 

(86) 

73 

(91) 

21 

(26) 

29 

(36) 

40 

(50) 

6 

(8) 

3 

(4) 

0 

(0) 

屯區 
40 

(21) 

33 

(83) 

35 

(88) 

16 

(40) 

20 

(50) 

26 

(65) 

4 

(10) 

3 

(8) 

2 

(5) 

海線 
40 

(21) 

39 

(98) 

34 

(85) 

14 

(35) 

19 

(48) 

24 

(60) 

5 

(13) 

2 

(5) 

0 

(0) 

山線 
31 

(16) 

28 

(90) 

27 

(87) 

13 

(42) 

22 

(71) 

20 

(65) 

2 

(6) 

1 

(3) 

1 

(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 

(98) 

166 

(89) 

167 

(89) 

62 

(33) 

89 

(48) 

109 

(58) 

17 

(9) 

8 

(4) 

3 

(2)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 

(2) 

3 

(75) 

2 

(50) 

2 

(50) 

1 

(25) 

1 

(25) 

0 

(0) 

1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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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兄弟姊妹人數 

如表 4-2-5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大多擁有兄弟姊妹

（含同父異母及同母異父等情形），其中 78%之男性及 86%之女性擁

有 1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換言之只有 22%的男性及 14%的女性為獨生

子女。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於屯區的受訪者擁有 1 位以上兄弟姊

妹的比例高達 92%，其次為居住於海線的 85%；而居住於海線擁有 5

位以上兄弟姊妹者的比例有 5%，明顯高於其他地區。 

表4-2-5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之兄弟姊妹人數：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0 位(%) 1 位(%) 

2 位

(%) 

3 位

(%) 

4 位

(%) 

5 位

以上

(%) 

合計 191(100) 34(18) 109)57) 39(20) 7(4) 0(0) 2(1) 

性

別 

男 97(51) 21(22) 51(53) 18(19) 5(5) 0(0) 2(2) 

女 94(49) 13(14) 58(62) 21(22) 2(2) 0(0) 0(0) 

年

齡 

6 歲 12(6) 2(17) 8(67) 2(17) 0(0) 0(0) 0(0) 

7 歲 25(13) 6(24) 15(60) 3(12) 1(4) 0(0) 0(0) 

8 歲 21(11) 7(33) 10(48) 4(19) 0(0) 0(0) 0(0) 

9 歲 33(17) 7(21) 17(52) 7(21) 1(3) 0(0) 1(3) 

10 歲 37(19) 7(19) 20(54) 9(24) 1(3) 0(0) 0(0) 

11 歲 63(33) 5(8) 39(62) 14(22) 4(6) 0(0) 1(2)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18(23) 44(55) 15(19) 3(4) 0(0) 0(0) 

屯區 40(21) 3(8) 25(63) 11(28) 1(3) 0(0) 0(0) 

海線 40(21) 6(15) 24(60) 7(18) 1(3) 0(0) 2(5) 

山線 31(16) 7(23) 16(52) 6(19) 2(6)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98) 33(18) 106(57) 39(21) 7(4) 0(0) 2(1)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2) 1(25) 3(75) 0(0) 0(0) 0(0) 0(0) 

 

3. 家中經濟狀況 

如表 4-2-6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民國 104 年平均每

月經常性所得大致呈常態分佈情形，以 2 萬-未滿 4 萬元者為最多，

佔 39%，其次依序為 4 萬-未滿 6 萬的 21%、6 萬-未滿 8 萬的 16%、

未滿 2 萬的 10%、無收入及收入在 8 萬-未滿 10 萬者各為 5%，收入

在 10 萬以上者僅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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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家中104年平均每月經常性所得：依性別、

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無收

入

(%) 

未滿 2

萬(%) 

2 萬-

未滿 4

萬(%) 

4 萬-

未滿 6

萬(%) 

6 萬-

未滿 8

萬(%) 

8 萬-

未滿

10 萬

(%) 

10

萬

以

上

(%) 

合計 191(100) 10(5) 20(10) 75(39) 41(21) 30(16) 10(5) 5(3) 

性

別 

男 97(51) 6(6) 7(7) 39(40) 23(24) 16(16) 4(4) 2(2) 

女 94(49) 4(4) 13(14) 36(38) 18(19) 14(15) 6(6) 3(3) 

年

齡 

6 歲 12(6) 0(0) 0(0) 7(58) 4(33) 1(8) 0(0) 0(0) 

7 歲 25(13) 1(4) 4(16) 10(40) 4(16) 3(12) 2(8) 1(4) 

8 歲 21(11) 1(5) 1(5) 8(38) 5(24) 4(19) 1(5) 1(5) 

9 歲 33(17) 2(6) 7(21) 10(30) 10(30) 3(9) 0(0) 1(3) 

10 歲 37(19) 4(11) 2(5) 16(43) 10(27) 3(8) 2(5) 0(0) 

11 歲 63(33) 2(3) 6(10) 24(38) 8(13) 16(25) 5(8) 2(3)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7(9) 8(10) 31(39) 11(14) 15(19) 6(8) 2(3) 

屯區 40(21) 0(0) 7(18) 13(33) 12(30) 7(18) 1(3) 0(0) 

海線 40(21) 2(5) 2(5) 18(45) 9(23) 4(10) 2(5) 3(8) 

山線 31(16) 1(3) 3(10) 13(42) 9(29) 4(13) 1(3)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98) 10(5) 19(10) 73(39) 40(21) 30(16) 10(5) 5(3)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2) 0(0) 1(25) 2(50) 1(25) 0(0) 0(0) 0(0) 

 

(二) 家庭照顧 

1. 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 

如表 4-2-7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的課後日間主要照

顧者大多為母親（51%），其次依序為課後日間照顧服務（18%）、祖

父母（14%）、父親（8%）、其他（5%）及外祖父母（4%）。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於海線之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課後日間

主要由母親照顧者有 60%，明顯多於市區（53%）、屯區（40%）及山

線（52%）；居住於屯區之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由課後日間照顧

服務者照顧者有 28%，明顯高於山線（6%）、海線（13%），以及市區

（20%）；而主要由祖父母照顧者以山線佔 23%為最多，其次為屯區

18%，市區 11%及海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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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母親

(%) 

父親

(%) 

祖父

母(%) 

外祖

父母

(%) 

親友

(%) 

課後

日間

照顧

服務

(%) 

其

他

(%) 

合計 191(100) 98(51) 15(8) 17(14) 7(4) 1(1) 34(18) 9(5) 

性 

別 

男 97(51) 51(53) 5(5) 15(15) 2(2) 1(1) 19(20) 4(4) 

女 94(49) 47(50) 10(11) 12(13) 5(5) 0(0) 15(16) 5(5) 

年 

齡 

6 歲 12(6) 8(67) 1(8) 1(8) 0(0) 0(0) 2(17) 0(0) 

7 歲 25(13) 12(48) 4(16) 2(8) 1(4) 0(0) 5(20) 1(4) 

8 歲 21(11) 11(52) 1(5) 5(24) 2(10) 0(0) 2(10) 0(0) 

9 歲 33(17) 17(52) 2(6) 6(18) 0(0) 0(0) 7(21) 1(3) 

10 歲 37(19) 17(46) 2(5) 6(16) 2(5) 0(0) 8(22) 2(5) 

11 歲 63(33) 33(52) 5(8) 7(11) 2(3) 1(2) 10(16) 5(8)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42(53) 8(10) 9(11) 2(3) 0(0) 16(20) 3(4) 

屯區 40(21) 16(40) 1(3) 7(18) 3(8) 0(0) 11(28) 2(5) 

海線 40(21) 24(60) 3(8) 4(10) 1(3) 0(0) 5(13) 3(8) 

山線 31(16) 16(52) 3(10) 7(23) 1(3) 1(3) 2(6) 1(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98) 95(51) 15(8) 27(14) 6(3) 1(1) 34(18) 9(5)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2) 3(75) 0(0) 0(0) 1(25) 0(0) 0(0) 0(0) 

 

2. 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如表 4-2-8 所示，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通常主要代為照顧

者依序為母親（40%）、祖父母（21%）、父親（13%）、外祖父母（11%）

及課後照顧/補習班（9%），由親戚及其他代為照顧者各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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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母

親 

(%) 

父

親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 

親

戚 

(%) 

父

母

的

朋

友 

(%) 

傭

人 

(%) 

課後

照顧

/補

習班

(%) 

其

他 

(%) 

合計 
191 

(100) 

77 

(40) 

25 

(13) 

40 

(21) 

21 

(11) 

5 

(3) 

0 

(0) 

0 

(0) 

17 

(9) 

6 

(3) 

性 

別 

男 
97 

(51) 

39 

(40) 

13 

(13) 

21 

(22) 

8 

(8) 

5 

(5) 

0 

(0) 

0 

(0) 

8 

(8) 

3 

(3) 

女 
94 

(49) 

38 

(40) 

12 

(13) 

19 

(20) 

13 

(14) 

0 

(0) 

0 

(0) 

0 

(0) 

9 

(10) 

3 

(3) 

年 

齡 

6 歲 
12 

(6) 

8 

(67) 

1 

(8) 

2 

(17) 

1 

(8) 

0 

(0) 

0 

(0) 

0 

(0) 

0 

(0) 

0 

(0) 

7 歲 
25 

(13) 

6 

(24) 

0 

(0) 

10 

(40) 

2 

(8) 

1 

(4) 

0 

(0) 

0 

(0) 

5 

(20) 

1 

(4) 

8 歲 
21 

(11) 

4 

(19) 

3 

(14) 

7 

(33) 

4 

(19) 

0 

(0) 

0 

(0) 

0 

(0) 

2 

(10) 

1 

(5) 

9 歲 
33 

(17) 

16 

(48) 

3 

(9) 

8 

(24) 

2 

(6) 

1 

(3) 

0 

(0) 

0 

(0) 

3 

(9) 

0 

(0) 

10 歲 
37 

(19) 

18 

(49) 

6 

(16) 

6 

(16) 

6 

(16) 

0 

(0) 

0 

(0) 

0 

(0) 

0 

(0) 

1 

(3) 

11 歲 
63 

(33) 

25 

(40) 

12 

(19) 

7 

(11) 

6 

(10) 

3 

(5) 

0 

(0) 

0 

(0) 

7 

(11) 

3 

(5) 

居 

住 

地 

市區 
80 

(42) 

33 

(41) 

12 

(15) 

15 

(19) 

8 

(10) 

2 

(3) 

0 

(0) 

0 

(0) 

10 

(13) 

0 

(0) 

屯區 
40 

(21) 

19 

(48) 

3 

(8) 

5 

(13) 

6 

(15) 

1 

(3) 

0 

(0) 

0 

(0) 

3 

(8) 

3 

(8) 

海線 
40 

(21) 

17 

(43) 

6 

(15) 

8 

(20) 

2 

(5) 

0 

(0) 

0 

(0) 

0 

(0) 

4 

(10) 

3 

(8) 

山線 
31 

(16) 

8 

(26) 

4 

(13) 

12 

(39) 

5 

(16) 

2 

(6) 

0 

(0) 

0 

(0) 

0 

(0)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87 

(98) 

76 

(41) 

24 

(13) 

40 

(21) 

20 

(11) 

5 

(3) 

0 

(0) 

0 

(0) 

16 

(9) 

6 

(3)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 

(2) 

1 

(25) 

1 

(25) 

0 

(0) 

1 

(25) 

0 

(0) 

0 

(0) 

0 

(0) 

1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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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時托育困難程度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臨時托育困難程度方面，在性別及年齡上無

太大差異，有 26%的受訪者認為完全不困難、25%認為不太困難、37%

認為還好，僅有 8%及 4%的受訪者認為認為困難及非常困難。然而經

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於屯區及山線認為臨時托育完全不困難的受訪

者分別有 38%及 35%，明顯高於市區的 21%及海線的 18%；但是居住

於山線覺得非常困難的比例佔 10%及居住於屯區覺得困難的比例佔

13%，明顯高於居住於其他地區者（如表 4-2-9 及圖 4-2-1）。 

表4-2-9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臨時托育困難程度：依性別、年齡、居

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非常 

困難

(%) 

困難

(%) 

還好

(%) 

不太 

困難

(%) 

完全 

不困難

(%) 

合計 191(100) 7(4) 16(8) 70(37) 48(25) 50(26) 

性 

別 

男 97(51) 3(3) 10(10) 37(38) 30(31) 17(18) 

女 94(49) 4(4) 6(6) 33(35) 18(19) 33(35) 

年 

齡 

6 歲 12(6) 1(8) 1(8) 3(25) 2(17) 5(42) 

7 歲 25(13) 2(8) 4(16) 8(32) 7(28) 4(16) 

8 歲 21(11) 0(0) 1(5) 8(38) 5(24) 7(33) 

9 歲 33(17) 0(0) 6(18) 13(39) 7(21) 7(21) 

10 歲 37(19) 3(8) 1(3) 11(30) 12(32) 10(27) 

11 歲 63(33) 1(2) 3(5) 27(43) 15(24) 17(27) 

居 

住 

地 

市區 80(42) 3(4) 7(9) 35(44) 18(23) 17(21) 

屯區 40(21) 0(0) 5(13) 7(18) 13(33) 15(38) 

海線 40(21) 1(3) 2(5) 20(50) 10(25) 7(18) 

山線 31(16) 3(10) 2(6) 8(26) 7(23) 11(35) 

身心

狀況 

正常 187(98) 7(4) 15(8) 68(36) 48(26) 49(26) 

領有聯合評

估報告書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4(2) 0(0) 1(25) 2(50) 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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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臨時托育困難程度依居住地區比較圖 

 

三、 兒童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 兒童托育照顧現況 

1. 家庭照顧 

在家庭照顧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除了「低收入戶子女生活

補助」有 52%的受訪者表示知道外，其餘各項不知道的受訪者皆較知

道者多，其中又以對「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不知道者為最多佔 65%。

再者，知道的受訪者中有 90%以上表示未曾使用過者些福利服務。然

而，在少數知道且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中，大多覺得有幫助或非常有

幫助。（如表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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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0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家庭照顧面向之福利服務 

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低收入戶子女生活

補助〈2695 元〉 

191 

(100) 

100 

(52) 

91 

(48) 

10 

(10) 

90 

(90) 

4 

(40) 

5 

(50) 

0 

(0) 

1 

(10) 

0 

(0)  

低收入戶子女就學

生活補助〈6115 元〉 

191 

(100) 

90 

(47) 

101 

(53) 

3 

(3) 

87 

(97) 

1 

(33) 

2 

(67) 

0 

(0) 

0 

(0) 

0 

(0) 

身心障礙者中低收

入戶生活補助〈輕度

3628 元、中度以上

4872 元〉 

191 

(100) 

90 

(47) 

101 

(53) 

3 

(3) 

87 

(97) 

1 

(0) 

2 

(67) 

0 

(0) 

0 

(0) 

0 

(0)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

戶生活補助〈輕度

4872 元、中度以上

8499 元〉 

191 

(100) 

90 

(47) 

101 

(53) 

2 

(2) 

88 

(98) 

0 

(0) 

2 

(100) 

0 

(0) 

0 

(0) 

0 

(0) 

兒童及少年生活補

助〈1969 元〉 

191 

(100) 

67 

(35) 

124 

(65) 

4 

(6) 

63 

(94) 

1 

(25) 

3 

(75) 

0 

(0) 

0 

(0) 

0 

(0)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年緊急生活補助

〈3000 元〉 

191 

(100) 

78 

(41) 

113 

(59) 

1 

(1) 

77 

(99) 

1 

(100) 

0 

(0)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

生活津貼〈2001 元〉 

191 

(100) 

70 

(37) 

121 

(63) 

0 

(0) 

7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

教育減免 

191 

(100) 

80 

(42) 

111 

(58) 

3 

(4) 

77 

(96) 

2 

(67) 

1 

(33) 

0 

(0) 

0 

(0) 

0 

(0) 

 

2. 醫療健康照顧 

在醫療健康照顧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如表 4-2-11 所示，有

超過 6 成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再者，知道的受訪者中僅有 15%及

10%有使用過「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及「低收入

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年醫療補助」，且幫助程度大多是有幫助或非常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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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1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醫療健康照顧面向之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

子女健保費補助 

191 

(100) 

75 

(39) 

116 

(61) 

11 

(15) 

64 

(85) 

5 

(45) 

5 

(45) 

1 

(10) 

0 

(0) 

0 

(0) 

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

兒童少年醫療補助 

191 

(100) 

71 

(37) 

120 

(63) 

7 

(10) 

64 

(90) 

3 

(43) 

4 

(57) 

0 

(0) 

0 

(0) 

0 

(0) 

 

3. 兒童照顧服務 

在兒童照顧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約有六到七成的受訪者表

示不知道，而知道的受訪者中僅有極少數曾經使用過。極少數使用過

的受訪者表示這些服務服務對他們來說是有幫助的（如表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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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2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兒童照顧服務面向之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兒童寄養服務 
191 

(100) 

69 

(36) 

122 

(64) 

0 

(0) 

69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兒童出收養服

務 

191 

(100) 

68 

(36) 

123 

(64) 

1 

(1) 

67 

(99) 

0 

(0) 

1 

(100) 

0 

(0) 

0 

(0) 

0 

(0) 

兒童安置教養

機構 

191 

(100) 

72 

(38) 

119 

(62) 

2 

(3) 

70 

(97) 

1 

(50) 

1 

(50) 

0 

(0) 

0 

(0) 

0 

(0) 

兒童監護權調

查服務 

191 

(100) 

55 

(29) 

136 

(71) 

1 

(2) 

54 

(98) 

0 

(0) 

1 

(100) 

0 

(0) 

0 

(0) 

0 

(0) 

兒童陪同出庭

服務 

191 

(100) 

48 

(25) 

143 

(75) 

0 

(0) 

48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4. 人身安全 

在人身安全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僅有 35%的受訪者表示知

道「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而有高達 78%的受訪者知道「113 保護專

線」，但是曾經利用過的受訪者皆佔非常少的比例。少數幾位曾經使

用過的受訪者大都認為這些服務服務對他們是有幫助，僅有一位表示

保護專線非常沒有幫助（如表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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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3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人身安全面向之福利服務認

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

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高風險家庭處遇服

務 

191 

(100) 

67 

(35) 

124 

(65) 

2 

(3) 

65 

(97) 

0 

(0) 

2 

(100) 

0 

(0) 

0 

(0) 

0 

(0) 

113 保護專線 
191 

(100) 

149 

(78) 

42 

(22) 

6 

(4) 

143 

(96) 

0 

(0) 

4 

(66) 

1 

(17) 

0 

(0) 

1 

(17) 

 

5.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在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除了受訪者知

道「婦幼館、兒童及兒青館」的比例較低，僅佔 66%之外，其餘各項

皆達八成以上。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所佔比例由高至低依序為圖書館

（84%）、運動場/球場（75%）、婦幼館、兒童館及兒青館（71%）及

文化中心（59%）。此外，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大部分都表示這些福

利服務是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如表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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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4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面向之

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運動場/球場 
191 

(100) 

161 

(84) 

30 

(16) 

120 

(75) 

41 

(25) 

32 

(26) 

71 

(59) 

13 

(11) 

3 

(3) 

1 

(1) 

圖書館 
191 

(100) 

174 

(91) 

17 

(9) 

146 

(84) 

28 

(16) 

38 

(26) 

83 

(57) 

18 

(12) 

4 

(3) 

3 

(2) 

文化中心 
191 

(100) 

155 

(81) 

36 

(19) 

112 

(59) 

43 

(41) 

30 

(27) 

58 

(51) 

20 

(18) 

3 

(3) 

1 

(1) 

婦幼館、兒童館及 

兒青館 

191 

(100) 

127 

(66) 

64 

(34) 

90 

(71) 

37 

(29) 

28 

(31) 

46 

(51) 

13 

(15) 

1 

(1) 

2 

(2) 

 

6. 居住與環境 

在居住與環境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知道「公園〈公共設施〉」

的受訪者佔 90%，有 88%曾經使用過，且僅有 3%認為沒有幫助或非

常沒有幫助。另外，有 21%的受訪這表示不知道「社區活動中心」，

在知道的受訪者中有 68%曾試使用過，其中有 81%的受訪者表示這項

福利服務是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如表 4-2-15）。 

表4-2-15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居住與環境面向之福利服務

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公園〈公共設施〉 
191 

(100) 

172 

(90) 

19 

(10) 

152 

(88) 

20 

(12) 

35 

(23) 

93 

(61) 

19 

(13) 

3 

(2) 

2 

(1) 

社區活動中心 
191 

(100) 

151 

(79) 

40 

(21) 

103 

(68) 

48 

(31) 

26 

(25) 

57 

(55) 

17 

(17)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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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系統網路 

在支持系統網路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只有三成多的受訪者

表示知道，其中又僅有 6%~17%曾經使用過。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大

多表示這些福利服務對他們而言是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如表

4-2-16）。 

表4-2-16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對支持系統網路面向之福利服

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未 

曾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家庭教育中心(屬教育

類) 

191 

(100) 

61 

(32) 

130 

(68) 

9 

(15) 

52 

(85) 

5 

(56) 

2 

(22) 

2 

(22) 

0 

(0) 

0 

(0) 

家庭服務中心(屬社福

類) 

191 

(100) 

66 

(35) 

125 

(65) 

11 

(17) 

55 

(83) 

5 

(46) 

4 

(36) 

2 

(18) 

0 

(0) 

0 

(0)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191 

(100) 

72 

(38) 

119 

(62) 

8 

(11) 

64 

(89) 

2 

(25) 

6 

(75) 

0 

(0) 

0 

(0) 

0 

(0)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191 

(100) 

64 

(34) 

127 

(66) 

4 

(6) 

60 

(94) 

2 

(50) 

2 

(50) 

0 

(0) 

0 

(0) 

0 

(0)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191 

(100) 

61 

(32) 

130 

(68) 

4 

(7) 

57 

(93) 

2 

(50) 

1 

(25) 

1 

(25) 

0 

(0) 

0 

(0) 

 

(二) 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接收管道 

在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方面，有 51%的受訪者表示其主

要接收管道為電視媒體，其次為網路（21%）。使用報紙及廣播的受

訪者皆很少，僅佔 3%和 2%，另外，沒有受訪者使用雜誌刊物和廣告

看板（如表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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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7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

的管道 

項目 樣本數 % 排序 

電視媒體 98 51 1 

報紙 8 4 5 

雜誌刊物 0 0 7 

網路 40 21 2 

廣告看板 0 0 7 

政府機構 14 7 4 

廣播 3 2 6 

其他 28 15 3 

 

(三) 期望 

1. 期望之兒童或少年福利措施 

對政府未來規劃兒童或少年福利措施方面，受訪者表示最期望的

前五名依序為提供經濟扶助（57%）、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

（52%）、提供課業輔導服務（47%）、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46%）

及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36%）（如表 4-2-18 及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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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8  6歲至未滿12歲兒童照顧者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提供

的兒童或少年福利措施 

項目 樣本數 % 排序 

提供經濟扶助 109 57 1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23 12 12 

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 87 46 4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90 47 3 

增設地區性的圖書館 55 29 8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39 20 11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23 13 12 

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51 27 9 

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67 35 6 

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61 32 7 

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

籃球場等） 
99 52 2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

直排輪場地、籃球場等） 
68 36 5 

提供危機家庭（例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

代教養等問題的家庭）關懷與訪視服務 
51 27 9 

其他 7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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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照顧者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

目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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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調查 

一、 基本資料 

(一)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之基本資料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的實地問卷訪查共回收 210 份有效問卷，

其中男性人數較多有 117 人，佔 56%，女性有 93 人，佔 44%。年齡

層人數的分布以 17 歲為最多佔 29%，其次依序為 16 歲佔 27%，15

歲佔 16%，14 歲佔 15%，13 歲佔 7%，12 歲為最少佔 6%。居住地以

市區為最多佔 43%，屯區、海線及山線各佔 19%。此外，12-未滿 18

歲少年的父親身分別100%為一般人口，母親身分別94%為一般人口，

1%為原住民及 6%為新住民（如表 4-3-1）。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的身心狀況 96%皆為正常，有 1 位男性經

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及 7 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其中 6 位

為男性，1 位是女性（如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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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的基本資料 

項目 樣本數 % 

性別 
男 117 56 

女 93 44 

年齡 

12 歲 13 6 

13 歲 15 7 

14 歲 31 15 

15 歲 34 16 

16 歲 56 27 

17 歲 61 29 

居住地 

市區 90 43 

屯區 40 19 

海線 40 19 

山線 40 19 

身心狀況 

正常 202 96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1 1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 3 

父親身分 

一般人口 210 100 

原住民 0 0 

新住民 0 0 

母親身分 

一般人口 197 94 

原住民 1 1 

新住民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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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身心狀況：依性別、年齡及居住地 

項目 樣本數(%) 正常(%)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 

合計 210(100) 202(96) 1(1) 7(3) 

性

別 

男 117(56) 110(94) 1(1) 6(5) 

女 93(44) 92(99) 0(0) 1(1) 

年

齡 

12 歲 13(6) 13(100) 0(0) 0(0) 

13 歲 15(7) 15(100) 0(0) 0(0) 

14 歲 31(15) 30(97) 0(0) 1(3) 

15 歲 34(16) 31(91) 0(0) 3(9) 

16 歲 56(27) 54(96) 1(2) 1(2) 

17 歲 61(29) 59(97) 0(0) 2(3)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86(96) 0(0) 4(4) 

屯區 40(19) 40(100) 0(0) 0(0) 

海線 40(19) 38(95) 0(0) 2(5) 

山線 40(19) 38(95) 1(3) 1(3) 

(二) 問卷填答者 

如表 4-3-3 所示，在回收的 210 份有效問卷中，83%為受訪之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本人親自回答，另有 17%由其家長代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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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12歲至未滿18歲填表人身分：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

狀況 

項目 樣本數(%) 受訪者本人(%) 代答人員(%) 

合計 210(100) 175(83) 35(17) 

性 

別 

男 117(56) 99(85) 18(15) 

女 93(44) 76(82) 17(18) 

年 

齡 

12 歲 13(6) 11(85) 2(15) 

13 歲 15(7) 13(87) 2(13) 

14 歲 31(15) 24(77) 7(23) 

15 歲 34(16) 31(91) 3(9) 

16 歲 56(27) 43(77) 13(23) 

17 歲 61(29) 53(87) 8(13)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71(79) 19(21) 

屯區 40(19) 38(95) 2(5) 

海線 40(19) 31(78) 9(23) 

山線 40(19) 35(88) 5(1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171(85) 31(15)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1(1)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3) 3(43) 4(57) 

 

二、 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1. 主要家庭成員 

如表 4-3-4 所示，受訪的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 90%主要與其生父

/繼父/養父及生母/繼母/養母每週同住 5 天以上，65%的同住者包括其

兄弟姊妹，另外有 32%與祖母/外祖母同住，25%與祖父/外祖父同住，

此外亦有少部分兒童的同住者包括父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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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主要家庭成員：依性別、年齡、居住地

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生父

/繼

父/

養父

(%) 

生母

/繼

母/

養母

(%) 

祖

父/

外

祖

父

(%) 

祖母

/外

祖母

(%) 

兄弟

姊妹

(%) 

父親

兄弟

姊妹

(%) 

母親

兄弟

姊妹

(%) 

其

他

(%) 

合計 
210 

(100) 
189 

(90) 

187 

(89) 

53 

(25) 

68 

(32) 

137 

(65) 

24 

(11) 

2 

(1) 

1 

(1) 

性 

別 

男 
117 

(56) 

107 

(91) 

105 

(90) 

29 

(25) 

36 

(31) 

74 

(63) 

14 

(12) 

0 

(0) 

1 

(1) 

女 
93 

(44) 

82 

(88) 

82 

(88) 

24 

(26) 

32 

(34) 

63 

(68) 

10 

(11) 

2 

(2) 

0 

(0) 

年 

齡 

12 歲 
13 

(6) 

12 

(92) 

11 

(85) 

3 

(23) 

4 

(31) 

9 

(69) 

2 

(15) 

0 

(0) 

0 

(0) 

13 歲 
15 

(7) 

14 

(93) 

13 

(87) 

5 

(33) 

6 

(40) 

10 

(67) 

2 

(13) 

0 

(0) 

0 

(0) 

14 歲 
31 

(15) 

29 

(94) 

28 

(90) 

7 

(23) 

9 

(29) 

17 

(55) 

1 

(3) 

0 

(0) 

0 

(0) 

15 歲 
34 

(16) 

32 

(94) 

28 

(82) 

11 

(32) 

13 

(38) 

22 

(65) 

6 

(18) 

1 

(3) 

0 

(0) 

16 歲 
56 

(27) 

50 

(89) 

52 

(93) 

17 

(30) 

24 

(43) 

37 

(66) 

8 

(14) 

1 

(2) 

0 

(0) 

17 歲 
61 

(29) 

52 

(85) 

55 

(90) 

10 

(16) 

12 

(20) 

42 

(69) 

5 

(8) 

0 

(0) 

1 

(2) 

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81 

(90) 

80 

(89) 

17 

(19) 

28 

(31) 

51 

(57) 

6 

(7) 

2 

(2) 

1 

(1) 

屯區 
40 

(19) 

38 

(95) 

36 

(90) 

12 

(30) 

13 

(33) 

28 

(70) 

5 

(13) 

0 

(0) 

0 

(0) 

海線 
40 

(19) 

35 

(88) 

38 

(95) 

10 

(25) 

12 

(30) 

32 

(80) 

10 

(25) 

0 

(0) 

0 

(0) 

山線 
40 

(19) 

35 

(88) 

33 

(83) 

14 

(35) 

15 

(38) 

26 

(65) 

3 

(8) 

0 

(0)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182 

(90) 

181 

(90) 

53 

(26) 

67 

(33) 

132 

(65) 

22 

(11) 

2 

(1) 

1 

(0)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 

(1) 

1 

(100) 

1 

(100) 

0 

(0) 

0 

(0) 

1 

(10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 

(3) 

6 

(86) 

5 

(71) 

0 

(0) 

1 

(14) 

4 

(57) 

2 

(2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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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兄弟姊妹人數 

如表 4-3-5 所示，受訪的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大多擁有兄弟姊妹

（含同父異母及同母異父等情形），其中 83%之男性及 84%之女性擁

有 1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換言之，只有 17%的男性及 16%的女性為獨

生子女。男性擁有之兄弟姊妹數依序為 1 位、2 位、0 位、3 位、4 位

及 5 位以上；女性擁有之兄弟姊妹數依序為 1 位、2 位、0 位、3 位及

4 位，無人擁有 5 位以上之兄弟姊妹。 

再者，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於海線之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

為獨生子女的比例最少，僅佔 10%，較屯區的 13%、市區及海線各

20%低。 

表4-3-5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之兄弟姊妹人數：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0 位

(%) 

1 位

(%) 

2 位

(%) 

3 位

(%) 

4 位

(%) 

5 位

以上

(%) 

合計 210(100) 35(17) 98(47) 60(29) 12(6) 4(2) 1(1) 

性

別 

男 117(56) 20(17) 54(46) 34(29) 5(4) 3(3) 1(1) 

女 93(44) 15(16) 44(47) 26(28) 7(8) 1(1) 0(0) 

年

齡 

12 歲 13(6) 2(15) 8(62) 2(15) 1(8) 0(0) 0(0) 

13 歲 15(7) 5(33) 5(33) 3(20) 2(13) 0(0) 0(0) 

14 歲 31(15) 9(29) 14(45) 6(19) 2(6) 0(0) 0(0) 

15 歲 34(16) 4(12) 18(53) 9(26) 3(9) 0(0) 0(0) 

16 歲 56(27) 8(14) 22(39) 22(39) 2(4) 1(2) 1(2) 

17 歲 61(29) 7(11) 31(51) 18(30) 2(3) 3(5) 0(0)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18(20) 39(43) 26(29) 6(7) 0(0) 1(1) 

屯區 40(19) 5(13) 24(60) 9(23) 1(3) 1(3) 0(0) 

海線 40(19) 4(10) 17(43) 14(35) 2(5) 3(8) 0(0) 

山線 40(19) 8(20) 18(45) 11(28) 3(8)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34(17) 92(46) 60(30) 12(6) 3(1) 1(0)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1) 0(0) 1(1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3) 1(14) 5(71) 0(0) 0(0) 1(14) 0(0) 

 

(二) 家庭照顧 

如表 4-3-6 所示，受訪的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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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以上為其生父/繼父/養父及生母/繼母/養母，其次依序為祖母/外祖

母（18%）、祖父/外祖父（10%），3%由兄弟姊妹照顧，另有少數由父

親或母親的兄弟姊妹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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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主要照顧者：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

數

(%) 

生父

/繼

父/

養父

(%) 

生母/

繼母/

養母

(%) 

祖

父/

外

祖

父

(%) 

祖

母/

外

祖

母

(%) 

兄

弟

姊

妹

(%) 

父

的

兄

弟

姊

妹

(%) 

母的

兄弟

姊妹

(%) 

其

他

(%) 

合計 
210 

(100) 

178 

(85) 

183 

(87) 

22 

(10) 

38 

(18) 

7 

(3) 

5 

(2) 

2 

(1) 

0 

(0) 

性 

別 

男 
117 

(56) 

100 

(85) 

103 

(88) 

10 

(9) 

20 

(17) 

3 

(3) 

2 

(2) 

2 

(2) 

0 

(0) 

女 
93 

(44) 

78 

(84) 

80 

(86) 

12 

(13) 

18 

(19) 

4 

(4) 

3 

(3) 

0 

(0) 

0 

(0) 

年 

齡 

12 歲 
13 

(6) 

10 

(77) 

10 

(77) 

1 

(8) 

2 

(15) 

1 

(8) 

0 

(0) 

0 

(0) 

0 

(0) 

13 歲 
15 

(7) 

13 

(87) 

12 

(80) 

2 

(13) 

2 

(13) 

0 

(0) 

1 

(7) 

0 

(0) 

0 

(0) 

14 歲 
31 

(15) 

27 

(87) 

27 

(87) 

3 

(10) 

6 

(19) 

1 

(3) 

0 

(0) 

1 

(3) 

0 

(0) 

15 歲 
34 

(16) 

31 

(91) 

28 

(82) 

5 

(15) 

8 

(24) 

1 

(3) 

1 

(3) 

0 

(0) 

0 

(0) 

16 歲 
56 

(27) 

48 

(86) 

49 

(88) 

6 

(11) 

12 

(21) 

2 

(4) 

1 

(2) 

1 

(2) 

0 

(0) 

17 歲 
61 

(29) 

49 

(80) 

57 

(93) 

5 

(8) 

8 

(13) 

2 

(3) 

2 

(3) 

0 

(0) 

0 

(0) 

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77 

(86) 

82 

(91) 

7 

(8) 

13 

(14) 

4 

(4) 

1 

(1) 

0 

(0) 

0 

(0) 

屯區 
40 

(19) 

34 

(85) 

31 

(78) 

4 

(10) 

7 

(18) 

1 

(3) 

2 

(5) 

1 

(3) 

0 

(0) 

海線 
40 

(19) 

35 

(88) 

38 

(95) 

6 

(15) 

10 

(25) 

2 

(5) 

2 

(5) 

1 

(3) 

0 

(0) 

山線 
40 

(19) 

32 

(80) 

32 

(80) 

5 

(13) 

8 

(20) 

0 

(0) 

0 

(0) 

0 

(0)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173 

(86) 

178 

(88) 

22 

(11) 

37 

(18) 

6 

(3) 

4 

(2) 

1 

(0) 

0 

(0)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1 

(1) 

1 

(100)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7 

(3) 

4 

(57) 

4 

(57) 

0 

(0) 

1 

(14) 

1 

(14) 

1 

(14) 

1 

(1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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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健康 

在身體方面，85%受訪的少年位曾遭受過任何重大身體事故傷害，

但有 6%的受訪者曾遭遇過交通事故，遭受過其他重大身體事故傷害

者皆在3%以下（如表4-3-7）。47%的受訪者沒有罹患任何疾病或症狀，

42%有近視，7%有氣喘過敏（如表 4-3-8）。 

在心理方面，如表 4-3-9 及圖 4-3-1 所示，76%受訪的少年表示沒

有任何心理困擾，18%的心理困擾是課業成績，其次為時間不夠用 9%，

與同學相處及零用金不夠皆為 4%，再來是與同性朋友相處及與家人

相處皆為 2%。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102 

 

表4-3-7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曾遭受到重大身體事故傷害：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無(%) 

動物嚴

重咬傷

(%) 

燒燙傷

(%) 

交通事

故(%) 

中毒

(%) 

跌落/

墜落

(%) 

溺水

(%) 

異物哽

塞(%) 

刀器/

利銳器

傷害

(%) 

撞

擊、夾

傷(%) 

其他

(%) 

合計 210(100) 179(85) 3(1) 5(2) 12(6) 0(0) 5(2) 0(0) 3(1) 6(3) 3(1) 0(0) 

性 

別 

男 117(56) 98(84) 2(2) 3(3) 8(7) 0(0) 1(1) 0(0) 3(3) 5(4) 3(3) 0(0) 

女 93(44) 81(87) 1(1) 2(2) 4(4) 0(0) 4(4) 0(0) 0(0) 1(1) 0(0) 0(0) 

年 

齡 

12 歲 13(6) 10(77) 0(0) 0(0) 1(8) 0(0) 0(0) 0(0) 0(0) 1(8) 2(15) 0(0) 

13 歲 15(7) 12(80) 0(0) 0(0) 1(7) 0(0) 2(13) 0(0) 0(0) 0(0) 0(0) 0(0) 

14 歲 31(15) 26(84) 1(3) 0(0) 2(6) 0(0) 0(0) 0(0) 0(0) 2(6) 1(3) 0(0) 

15 歲 34(16) 31(91) 1(3) 2(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6 歲 56(27) 52(93) 0(0) 1(2) 3(5) 0(0) 0(0) 0(0) 1(2) 0(0) 0(0) 0(0) 

17 歲 61(29) 48(79) 1(2) 2(3) 5(8) 0(0) 3(5) 0(0) 2(3) 3(5)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75(83) 1(1) 3(3) 5(6) 0(0) 2(2) 0(0) 2(2) 5(6) 0(0) 0(0) 

屯區 40(19) 35(88) 1(3) 1(3) 2(5) 0(0) 0(0) 0(0) 1(3) 0(0) 1(3) 0(0) 

海線 40(19) 34(85) 1(3) 0(0) 3(8) 0(0) 1(3) 0(0) 0(0) 1(3) 1(3) 0(0) 

山線 40(19) 35(88) 0(0) 1(3) 2(5) 0(0) 2(5) 0(0) 0(0) 0(0) 1(3)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172(85) 3(1) 5(2) 11(5) 0(0) 5(2) 0(0) 3(1) 6(3) 3(1) 0(0)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

障礙者 
1(1) 1(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3) 6(86) 0(0) 0(0) 1(14)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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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8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罹患疾病或症狀：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無

(%) 

氣

喘

過

敏

(%) 

近視

(%) 

肥

胖

症

(%) 

體

重

過

輕

(%) 

過

動

症

(%) 

B 

型

肝

炎

(%) 

重

大

傷

病

(%) 

其

他

(%) 

合計 
210 

(100) 

99 

(47) 

14 

(7) 

89 

(42) 

2 

(1) 

9 

(4) 

4 

(2) 

4 

(2) 

2 

(1) 

8 

(4) 

性 

別 

男 
117 

(56) 

50 

(43) 

11 

(9) 

50 

(43) 

1 

(1) 

5 

(4) 

2 

(2) 

3 

(3) 

2 

(2) 

6 

(5) 

女 
93 

(44) 

49 

(53) 

3 

(3) 

39 

(42) 

1 

(1) 

4 

(4) 

2 

(2) 

1 

(1) 

0 

(0) 

2 

(2) 

年 

齡 

12 歲 
13 

(6) 

4 

(31) 

4 

(31) 

4 

(31) 

0 

(0) 

0 

(0) 

0 

(0) 

0 

(0) 

0 

(0) 

1 

(8) 

13 歲 
15 

(7) 

10 

(67) 

0 

(0) 

4 

(27) 

2 

(13) 

1 

(7) 

1 

(7) 

1 

(7) 

0 

(0) 

0 

(0) 

14 歲 
31 

(15) 

18 

(58) 

3 

(10) 

9 

(29) 

0 

(0) 

1 

(3) 

0 

(0) 

0 

(0) 

0 

(0) 

2 

(6) 

15 歲 
34 

(16) 

16 

(47) 

1 

(3) 

15 

(44) 

0 

(0) 

1 

(3) 

0 

(0) 

2 

(6) 

1 

(3) 

0 

(0) 

16 歲 
56 

(27) 

23 

(41) 

3 

(5) 

31 

(55) 

0 

(0) 

2 

(4) 

2 

(4) 

1 

(2) 

1 

(2) 

2 

(4) 

17 歲 
61 

(29) 

28 

(46) 

3 

(5) 

26 

(43) 

0 

(0) 

4 

(7) 

1 

(2) 

0 

(0) 

0 

(0) 

3 

(5) 

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36 

(40) 

8 

(9) 

44 

(49) 

2 

(2) 

3 

(3) 

1 

(1) 

1 

(1) 

1 

(1) 

2 

(2) 

屯區 
40 

(19) 

19 

(48) 

3 

(8) 

14 

(35) 

0 

(0) 

1 

(3) 

2 

(5) 

1 

(3) 

0 

(0) 

1 

(3) 

海線 
40 

(19) 

28 

(70) 

0 

(0) 

11 

(28) 

0 

(0) 

2 

(5) 

0 

(0) 

1 

(3) 

0 

(0) 

1 

(3) 

山線 
40 

(19) 

16 

(40) 

3 

(8) 

20 

(50) 

0 

(0) 

3 

(8) 

1 

(3) 

1 

(3) 

1 

(3) 

4 

(1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97 

(48) 

1 

4(7) 

87 

(43) 

2 

(1) 

9 

(4) 

3 

(1) 

4 

(2) 

0 

(0) 

7 

(3)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 

(1) 

0 

(0) 

0 

(0)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 

(3) 

2 

(29) 

0 

(0) 

1 

(14) 

0 

(0) 

0 

(0) 

1 

(14) 

0 

(0) 

2 

(29)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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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的心理困擾：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樣本
數
(%) 

無
(%) 

課業
成績
(%) 

與同
學相
處
(%) 

與同
性朋
友相
處
(%) 

與異
性朋
友相
處
(%) 

與家
人相
處
(%) 

零
用
金
不
足
(%) 

時
間
不
夠
用
(%) 

性
別
認
同
(%) 

其
他
(%) 

合計 
210 

(100) 

159 
(76) 

38 
(18) 

9 
(4) 

5 
(2) 

3 
(1) 

5 
(2) 

9 
(4) 

18 
(9) 

0 
(0) 

0 
(0) 

性 

別 

男 
117 
(56) 

87 
(74) 

23 
(20) 

4 
(3) 

2 
(2) 

2 
(2) 

1 
(1) 

4 
(3) 

10 
(9) 

0 
(0) 

0 
(0) 

女 
93 

(44) 
72 

(77) 
15 

(16) 
5 

(5) 
3 

(3) 
1 

(1) 
4 

(4) 
5 

(5) 
8 

(9) 
0 

(0) 
0 

(0) 

年 
齡 

12 歲 
13 
(6) 

10 
(77) 

3 
(23) 

0 
(0) 

0 
(0) 

0 
(0) 

0 
(0) 

0 
(0) 

1 
(8) 

0 
(0) 

0 
(0) 

13 歲 
15 
(7) 

11 
(73) 

4 
(27) 

0 
(0) 

0 
(0) 

0 
(0) 

1 
(7) 

0 
(0) 

0 
(0) 

0 
(0) 

0 
(0) 

14 歲 
31 

(15) 
23 

(74) 
7 

(23) 
3 

(10) 
1 

(3) 
0 

(0) 
1 

(3) 
1 

(3) 
2 

(6) 
0 

(0) 
0 

(0) 

15 歲 
34 

(16) 
27 

(79) 
3 

(9) 
2 

(6) 
1 

(3) 
2 

(6) 
1 

(3) 
2 

(6) 
5 

(15) 
0 

(0) 
0 

(0) 

16 歲 
56 

(27) 

42 

(75) 

9 

(16) 

3 

(5) 

3 

(5) 

1 

(2) 

0 

(0) 

3 

(5) 

5 

(9) 

0 

(0) 

0 

(0) 

17 歲 
61 

(29) 
46 

(75) 
12 

(20) 
1 

(2) 
0 

(0) 
0 

(0) 
2 

(3) 
3 

(5) 
5 

(8) 
0 

(0) 
0 

(0) 

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66 

(73) 
21 

(23) 
5 

(6) 
2 

(2) 
1 

(1) 
3 

(3) 
3 

(3) 
9 

(10) 
0 

(0) 
0 

(0) 

屯區 
40 

(19) 
29 

(73) 
7 

(18) 
2 

(5) 
0 

(0) 
0 

(0) 
1 

(3) 
2 

(5) 
2 

(5) 
0 

(0) 
0 

(0) 

海線 
40 

(19) 
34 

(85) 
5 

(13) 
0 

(0) 
0 

(0) 
0 

(0) 
1 

(3) 
2 

(5) 
2 

(5) 
0 

(0) 
0 

(0) 

山線 
40 

(19) 
30 

(75) 
5 

(13) 
2 

(5) 
3 

(8) 
2 

(5) 
0 

(0) 
2 

(5) 
5 

(13) 
0 

(0) 
0 

(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156 

(77) 

34 

(17) 

8 

(4) 

4 

(2) 

2 

(1) 

4 

(2) 

9 

(4) 

18 

(9) 

0 

(0) 

0 

(0) 

經學校

評定為

學習障

礙者 

1 
(1) 

0 
(0) 

1 
(100) 

1 
(100)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

心障礙

證明 

7 
(3) 

3 
(43) 

3 
(43) 

0 
(0) 

0 
(0) 

1 
(14) 

1 
(14)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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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心理困擾比較圖 

 

(四) 安全保護 

在安全保護的法規方面，如表 4-3-10 及圖 4-3-2 所示，12 歲-未滿

18 歲受訪的少年中有 59%最想了解的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其次四項依序為「勞動基準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性別

工作平等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16 歲和 17 歲的少年明顯比 12 歲和 13 歲者

更想了解勞動基準法。居住在山線欲了解兒少性剝削防制條例及少年

事件處理法的少年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地區，而居住在屯區欲了解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的少年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地區（如表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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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0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欲了解的法規內容：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樣本數

(%) 

兒少福

利與權

益保障

法(%) 

兒少性

剝削防

制條例

(%) 

少年事

件處理

法(%) 

毒品危

害防制

條例

(%) 

菸害防

制法

(%) 

性侵害

犯罪防

治法

(%) 

家庭暴

力防治

法(%) 

勞動基

準法

(%) 

性別工

作平等

法(%) 

優生保

健法

(%) 

其他

(%) 

合計 210(100) 127(60) 15(7) 48(23) 33(16) 26(12) 13(6) 21(10 49(23) 46(22) 17(8) 28(13) 

性 

別 

男 117(56) 69(59) 7(6) 27(23) 26(22) 19(16) 5(4) 13(11) 27(23) 21(18) 8(7) 17(15) 

女 93(44) 58(62) 8(9) 21(23) 7(8) 7(8) 8(9) 8(9) 22(24) 25(27) 9(10) 11(12) 

年 

齡 

12 歲 13(6) 10(77) 0(0) 1(8) 4(31) 1(8) 0(0) 1(8) 0(0) 1(8) 1(8) 2(15) 

13 歲 15(7) 13(87) 4(27) 4(27) 3(20) 3(20) 2(13) 2(13) 2(13) 5(33) 0(0) 0(0) 

14 歲 31(15) 16(52) 1(3) 7(23) 6(19) 4(13) 2(6) 1(3) 6(19) 5(16) 1(3) 7(23) 

15 歲 34(16) 21(62) 3(9) 4(12) 0(0) 1(3) 0(0) 3(9) 9(26) 6(18) 5(15) 6(18) 

16 歲 56(27) 32(57) 3(5) 17(30) 11(20) 9(16) 3(5) 6(11) 15(27) 15(27) 4(7) 6(11) 

17 歲 61(29) 35(57) 4(7) 15(25) 9(15) 8(13) 6(10) 8(13) 17(28) 14(23) 6(10) 7(11)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62(69) 6(7) 19(21) 9(10) 7(8) 7(8) 10(11) 24(27) 18(20) 9(10) 7(8) 

屯區 40(19) 22(55) 1(3) 7(18) 10(25) 7(18) 2(5) 4(10) 10(25) 10(25) 4(10) 6(15) 

海線 40(19) 22(55) 2(5) 8(20) 6(15) 7(18) 2(5) 4(10) 8(20) 10(25) 0(0) 9(23) 

山線 40(19) 21(53) 6(15) 14(35) 8(20) 5(13) 2(5) 3(8) 7(18) 8(20) 4(10) 6(15)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122(60) 13(6) 46(23) 32(16) 26(13) 13(6) 20(10) 49(24) 45(22) 17(8) 26(13)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3) 5(71) 2(29) 2(29) 1(14) 0(0) 0(0) 1(14) 0(0) 0(0) 0(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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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欲了解的法規內容比較圖 

 

(五)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在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方面，如表 4-3-11 及圖 4-3-3 所示，12 歲-

未滿 18 歲受訪的少年表示最常參與之休閒活動前五名依序為玩手機

（69%）、看電視/電影（65%）、家中上網（55%）、逛街（36%）及球

類體育活動（34%）。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男性比女性較常在家中上網及從事球類體育

活動，女性則比男性較常逛街。此外，居住於市區的少年比其他地區

者較常彈奏樂器及閱讀書報雜誌，但卻較少參與社團活動；居住於屯

區的少年則較少看電視./電影；居住於海線的少年較常玩手機及聊天

講電話，卻較少從事球類體育活動；居住於山線的青少年則較常在家

中上網，卻較少去電影院看電影（如表 4-3-11）。 

如表 4-3-12 所示，40%受訪之少年每週參與休閒活動時間在 2-未

滿 5 小時，其次有 23%在 5-未滿 10 小時，再來有 12%介於 10 至 20

個小時之間。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在市區的少年每週參與休閒活

動時間有 71%在 2~10 小時之間，居住在海線的少年則有 70%在 5 小

時以下，而居住在山線的少年有 35%每週參與休閒活動時間在 10~30

小時之間，明顯較居住於其他地區的青少年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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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較常參與的休閒活動：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樣 

本 

數

(%) 

看電

視/

電影

(%) 

電

視

遊

樂

器

(%) 

玩

手

機

(%) 

家

中

上

網

(%) 

彈

奏

樂

器

(%) 

閱

讀

報

章

雜

誌

(%) 

逛

街

(%) 

去

電

影

院

看

電

影

(%) 

音

樂

會/

藝

文

展

演

(%) 

去

KTV 

唱

歌

(%) 

戶

外

活

動

(%) 

聊

天、

講電

話

(%) 

上

網

咖

(%) 

球

類

體

育

活

動

(%) 

社

團

活

動

(%) 

跳

街

舞

(%) 

打

撞

球

(%) 

桌

遊

(%) 

其

他

(%) 

合計 
210 

(100) 

137 

(65) 

7 

(3) 

145 

(69) 

115 

(55) 

23 

(11) 

22 

(10) 

75 

(36) 

50 

(24) 

11 

(5) 

8 

(4) 

24 

(11) 

36 

(17) 

5 

(2) 

72 

(34) 

17 

(8) 

3 

(1) 

3 

(1) 

9 

(4) 

5 

(2) 

性 

別 

男 
117 

(56) 

71 

(61) 

5 

(4) 

80 

(68) 

74 

(63) 

12 

(10) 

7 

(6) 

23 

(20) 

22 

(19) 

5 

(4) 

4 

(3) 

12 

(10) 

14 

(12) 

2 

(2) 

58 

(50) 

10 

(9) 

1 

(1) 

1 

(1) 

6 

(5) 

2 

(2) 

女 
93 

(44) 

66 

(71) 

2 

(2) 

65 

(70) 

41 

(44) 

11 

(12) 

15 

(16) 

52 

(56) 

28 

(30) 

6 

(6) 

4 

(4) 

12 

(13) 

22 

(24) 

3 

(3) 

14 

(15) 

7 

(8) 

2 

(2) 

2 

(2) 

3 

(3) 

3 

(3) 

年 

齡 

12 歲 
13 

(6) 

8 

(62) 

0 

(0) 

9 

(69) 

8 

(62) 

1 

(8) 

1 

(8) 

1 

(8) 

1 

(8) 

0 

(0) 

0 

(0) 

1 

(8) 

2 

(15) 

0 

(0) 

9 

(69) 

2 

(15) 

0 

(0) 

0 

(0) 

1 

(8) 

0 

(0) 

13 歲 
15 

(7) 

10 

(67) 

1 

(7) 

9 

(60) 

5 

(33) 

0 

(0) 

1 

(7) 

8 

(53) 

2 

(13) 

0 

(0) 

0 

(0) 

1 

(7) 

2 

(13) 

0 

(0) 

5 

(33) 

1 

(7) 

0 

(0) 

1 

(7) 

1 

(7) 

0 

(0) 

14 歲 
31 

(15) 

23 

(74) 

0 

(0) 

24 

(77) 

16 

(53) 

1 

(3) 

2 

(6) 

10 

(32) 

7 

(23) 

0 

(0) 

0 

(0) 

6 

(19) 

9 

(29) 

0 

(0) 

11 

(35) 

4 

(13) 

1 

(3) 

0 

(0) 

2 

(6) 

1 

(3) 

15 歲 
34 

(16) 

21 

(62) 

2 

(6) 

26 

(76) 

15 

(44) 

5 

(15) 

4 

(12) 

14 

(41) 

7 

(21) 

2 

(6) 

0 

(0) 

3 

(9) 

5 

(15) 

0 

(0) 

14 

(41) 

1 

(3) 

0 

(0) 

0 

(0) 

0 

(0) 

2 

(6) 

16 歲 
56 

(27) 

32 

(57) 

1 

(2) 

32 

(57) 

30 

(54) 

9 

(16) 

6 

(11) 

20 

(36) 

14 

(25) 

7 

(13) 

6 

(11) 

10 

(18) 

10 

(18) 

4 

(7) 

16 

(29) 

6 

(11) 

1 

(2) 

0 

(0)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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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 
61 

(29) 

43 

(70) 

3 

(5) 

45 

(74) 

41 

(67) 

7 

(11) 

8 

(13) 

22 

(36) 

19 

(31) 

2 

(3) 

2 

(3) 

3 

(5) 

8 

(13) 

1 

(2) 

17 

(28) 

3 

(5) 

12 

() 

2 

(3) 

4 

(7) 

1 

(2) 

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61 

(68) 

3 

(3) 

56 

(62) 

47 

(53) 

15 

(17) 

14 

(16) 

32 

(36) 

28 

(31) 

7 

(8) 

1 

(1) 

10 

(11) 

11 

(12) 

1 

(1) 

34 

(38) 

4 

(4) 

2 

(2) 

3 

(3) 

4 

(4) 

4 

(4) 

屯區 
40 

(19) 

20 

(50) 

0 

(0) 

25 

(63) 

20 

(50) 

4 

(10) 

3 

(8) 

16 

(40) 

10 

(25) 

1 

(3) 

2 

(5) 

4 

(10) 

7 

(18) 

2 

(5) 

14 

(35) 

6 

(15) 

0 

(0) 

0 

(0) 

3 

(8) 

0 

(0) 

海線 
40 

(19) 

30 

(75) 

2 

(5) 

35 

(88) 

21 

(53) 

2 

(5) 

5 

(13) 

12 

(30) 

9 

(20) 

1 

(2) 

3 

(3) 

5 

(13) 

11 

(28) 

0 

(0) 

9 

(23) 

4 

(10) 

1 

(3) 

0 

(0) 

0 

(0) 

0 

(0) 

山線 
40 

(19) 

26 

(65) 

2 

(5) 

29 

(73) 

27 

(68) 

2 

(5) 

0 

(0) 

15 

(38) 

3 

(8) 

2 

(5) 

2 

(5) 

5 

(13) 

7 

(18) 

2 

(5) 

15 

(38) 

3 

(8) 

0 

(0) 

0 

(0) 

2 

(5) 

1 

(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132 

(65) 

7 

(3) 

140 

(69) 

113 

(56) 

21 

(10) 

22 

(11) 

74 

(37) 

48 

(24) 

11 

(5) 

8 

(4) 

24 

(12) 

35 

(17) 

5 

(2) 

70 

(35) 

17 

(8) 

2 

(1) 

2 

(1) 

9 

(4) 

4 

(2) 

經學校評

定為學習

障礙者 

1 

(1) 

1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 

7 

(3) 

4 

(57) 

0 

(0) 

5 

(71) 

2 

(29) 

2 

(29) 

0 

(0) 

1 

(14) 

2 

(29) 

0 

(0) 

0 

(0) 

0 

(0) 

1 

(14) 

0 

(0) 

2 

(29) 

0 

(0) 

1 

(14) 

1 

(14) 

0 

(0)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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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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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2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每週參與休閒活動時間：依性別、年

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未滿

2 個

小時

(%) 

2~未

滿 5 

個小

時(%) 

5~未

滿 10 

個小

時(%) 

10~未

滿 20 

個小

時(%) 

20~未

滿 30 

個小

時(%) 

30~

未滿

40 

個小

時

(%) 

40 

個小

時以

上

(%) 

合計 210(100) 22(10) 83(40) 48(23) 25(12) 17(8) 8(4) 7(3) 

性 

別 

男 117(56) 10(9) 44(38) 28(24) 15(13) 13(11) 4(3) 3(3) 

女 93(44) 12(13) 39(42) 20(22) 10(11) 4(4) 4(4) 4(4) 

年 

齡 

12 歲 13(6) 2(15) 4(31) 6(46) 0(0) 1(8) 0(0) 0(0) 

13 歲 15(7) 3(20) 6(40) 1(7) 4(27) 0(0) 0(0) 1(7) 

14 歲 31(15) 5(16) 10(32) 7(23) 1(3) 2(6) 4(13) 2(6) 

15 歲 34(16) 1(3) 18(52) 8(24) 3(9) 1(3) 0(0) 3(9) 

16 歲 56(27) 7(13) 20(36) 13(23) 8(14) 6(1) 2(4) 0(0) 

17 歲 61(29) 4(7) 25(41) 13(21) 9(15) 7(11) 2(3) 1(2)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5(6) 39(43) 25(28) 8(9) 7(8) 4(4) 2(2) 

屯區 40(19) 5(13) 14(35) 7(18) 6(15) 3(8) 3(8) 2(5) 

海線 40(19) 10(25) 18(45) 7(18) 3(8) 1(3) 0(0) 1(3) 

山線 40(19) 2(5) 12(30) 9(23) 8(20) 6(15) 1(3) 2(5)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20(10) 80(40) 47(23) 24(12) 17(8) 8(4) 6(3)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1) 0(0) 0(0) 0(0) 1(1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3) 2(29) 3(43) 1(14) 0(0) 0(0) 0(0) 1(14) 

 

12歲至未滿 18歲受訪的少年表示最常使用的 3C產品為智慧型手

機，佔 77%，其次為桌上型電腦，佔 21%（如表 4-3-13 及圖 4-3-4）。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男性比女性較常使用桌上型電腦，而女性比男性

較常使用智慧型手機。此外，有一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受訪者表示

完全沒有上網（如表 4-3-14）。 

有 21%受訪的少年每天上網時間在 1-未滿 2 個小時，其次依序為

2-未滿3個小時（19%）、3-未滿4個小時（17%）、4-未滿5個小時（16%）、

5 個小時以上（15%）、未滿 1 小時（12%）。 

在上網主要目的方面，74%為社群網站，59%為聽音樂、看影片，

40%為玩線上遊戲，29%是查資料、寫作業（如表 4-3-15 及圖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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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叉分析後發現，男性上網主要目的為玩線上遊戲的比例明顯高於

女性，而女性上網的主要目的為社群網站的比例則明顯高於男性。 

表4-3-13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最常使用的3C產品：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桌上

型電

腦(%) 

筆

記

型

電

腦

(%) 

平

板

電

腦

(%) 

智慧

型手

機(%) 

掌

上

型

遊

戲

機

(%) 

MP3(%) 
其他

(%) 

合計 210(100) 45(21) 6(3) 4(2) 151(72) 0(0) 1(1) 3(1) 

性 

別 

男 117(56) 39(33) 4(3) 1(1) 70(60) 0(0) 0() 3(3) 

女 93(44) 6(6) 2(2) 3(3) 81(87) 0(0) 1(1) 0(0) 

年 

齡 

12 歲 13(6) 4(31) 1(8) 1(8) 6(46) 0(0) 0(0) 1(8) 

13 歲 15(7) 1(7) 0(0) 1(7) 13(87) 0(0) 0(0) 0(0) 

14 歲 31(15) 4(13) 1(3) 0(0) 26(84) 0(0) 0(0) 0(0) 

15 歲 34(16) 8(24) 0(0) 0(0) 25(74) 0(0) 0(0) 1(3) 

16 歲 56(27) 16(29) 0(0) 2(4) 38(68) 0(0) 0(0) 0(0) 

17 歲 61(29) 12(20) 4(7) 0(0) 43(70) 0(0) 1(2) 1(2)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18(20) 3(3) 3(3) 65(72) 0(0) 0(0) 1(1) 

屯區 40(19) 12(30) 1(3) 0(0) 26(65) 0(0) 1(3) 0(0) 

海線 40(19) 6(15) 2(5) 0(0) 32(80) 0(0) 0(0) 0(0) 

山線 40(19) 9(23) 0(0) 1(3) 28(70) 0(0) 0(0) 2(5)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44(22) 6(3) 4(2) 145(72) 0(0) 1(0) 2(1)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1(1) 1(1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7(3) 0(0) 0(0) 0(0) 6(86) 0(0) 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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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最常使用的 3C 產品比較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114 

 

表4-3-14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每天上網時間：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完全

沒有

(%) 

未滿

1 個

小時

(%) 

1~未

滿 2 

個小

時(%) 

2~未

滿 3 

個小

時(%) 

3~未

滿 4 

個小

時(%) 

4~未

滿 5 

個小

時(%) 

5 個

小時

以上

(%) 

合計 210(100) 1(1) 26(12) 44(21) 39(19) 35(17) 33(16) 32(15) 

性 

別 

男 117(56) 1(1) 12(10) 25(21) 20(17) 18(15) 17(15) 24(21) 

女 93(44) 0(0) 14(15) 19(20) 19(20) 17(18) 16(17) 8(9) 

年 

齡 

12 歲 13(6) 0(0) 5(38) 5(38) 2(15) 0(0) 0(0) 1(8) 

13 歲 15(7) 0(0) 1(7) 7(47) 1(7) 4(27) 2(13) 0(0) 

14 歲 31(15) 0(0) 3(10) 7(23) 5(16) 5(16) 5(16) 6(19) 

15 歲 34(16) 1(3) 5(15) 5(15) 8(24) 5(15) 5(15) 5(15) 

16 歲 56(27) 0(0) 7(13) 12(21) 10(18) 9(16) 13(13) 5(9) 

17 歲 61(29) 0(0) 5(8) 8(13) 13(21) 12(20) 8(23) 15(25)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0(0) 15(17) 22(24) 15(17) 14(16) 10(13) 14(16) 

屯區 40(19) 0(0) 4(10) 6(15) 9(23) 11(28) 5(13) 5(13) 

海線 40(19) 0(0) 3(8) 12(30) 8(20) 3(8) 8(20) 6(15) 

山線 40(19) 1(3) 4(10) 4(10) 7(18) 7(18) 10(25) 7(18)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0(0) 25(12) 42(21) 39(19) 32(16) 33(16) 31(15) 

經學校評

定為學習

障礙者 

1(1) 0(0) 0(0) 0(0) 0(0) 0(0) 0(0) 1(0) 

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 

7(3) 1(14) 1(14) 2(29) 0(0) 3(43)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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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5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上網主要目的：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社群網

站(%) 

收看直

播(%) 

網路購

物交易

(%) 

查資

料、寫作

業(%) 

玩線上

遊戲

(%) 

查詢網

路銀

行、理財

(%) 

瀏覽新

聞、新知

(%) 

聽音

樂、看影

片(%) 

其他

(%) 

合計 
210 

(100) 

155 

(74) 

14 

(7) 

14 

(7) 

60 

(29) 

85 

(40) 

5 

(2) 

19 

(9) 

123 

(59) 

8 

(4) 

性 

別 

男 
117 

(56) 

79 

(68) 

7 

(6) 

4 

(3) 

28 

(24) 

68 

(58) 

4 

(3) 

9 

(8) 

63 

(54) 

4 

(3) 

女 
93 

(44) 

76 

(82) 

7 

(8) 

10 

(11) 

32 

(34) 

17 

(18) 

1 

(1) 

10 

(11) 

60 

(65) 

4 

(4) 

年 

齡 

12 歲 
13 

(6) 

7 

(54) 

1 

(8) 

0 

(0) 

4 

(31) 

7 

(54) 

0 

(0) 

0 

(0) 

8 

(62) 

0 

(0) 

13 歲 
15 

(7) 

11 

(73) 

0 

(0) 

0 

(0) 

4 

(27) 

7 

(47) 

0 

(0) 

1 

(7) 

10 

(67) 

1 

(7) 

14 歲 
31 

(15) 

22 

(71) 

2 

(6) 

2 

(6) 

8 

(26) 

10 

(32) 

0 

(0) 

1 

(3) 

20 

(65) 

4 

(13) 

15 歲 
34 

(16) 

26 

(76) 

1 

(3) 

0 

(0) 

7 

(21) 

16 

(47) 

0 

(0) 

4 

(12) 

20 

(59) 

0 

(0) 

16 歲 
56 

(27) 

43 

(77) 

6 

(11) 

6 

(11) 

16 

(69) 

22 

(39) 

2 

(4) 

6 

(11) 

35 

(63) 

0 

(0) 

17 歲 
61 

(29) 

46 

(75) 

4 

(7) 

6 

(10) 

21 

(34) 

23 

(38) 

3 

(5) 

7 

(11) 

30 

(4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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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地 

市區 
90 

(43) 

68 

(76) 

3 

(3) 

5 

(6) 

27 

(30) 

36 

(40) 

1 

(1) 

8 

(9) 

53 

(59) 

3 

(3) 

屯區 
40 

(19) 

27 

(68) 

2 

(5) 

3 

(8) 

12 

(30) 

18 

(45) 

0 

(0) 

4 

(10) 

22 

(55) 

1 

(3) 

海線 
40 

(19) 

30 

(75) 

7 

(18) 

4 

(10) 

13 

(33) 

14 

(35) 

1 

(3) 

3 

(8) 

22 

(55) 

3 

(58) 

山線 
40 

(19) 

30 

(75) 

2 

(5) 

2 

(5) 

8 

(20) 

17 

(43) 

3 

(8) 

4 

(10) 

26 

(65) 

1 

(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 

(96) 

151 

(75) 

14 

(7) 

14 

(7) 

59 

(29) 

84 

(42) 

42 

(21) 

18 

(9) 

121 

(60) 

7 

(3)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

者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0) 

1 

(100) 

0 

(0) 

0 

(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 

(3) 

4 

(57) 

0 

(0) 

0 

(0) 

1 

(14) 

1 

(14) 

0 

(0) 

0 

(0) 

2 

(29)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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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上網主要目的比較圖 

 

在社團活動參與情形方面，43%的受訪者會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

事活動，34%會參加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32%都沒有參加任

何活動（如表 4-3-16 及圖 4-3-6）。經交叉分析後發現，居住於海線的

少年較居住於其他地區者較少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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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6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社團活動參與情形：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村里辦

公室/

社區發

展協會

辦的活

動(%) 

宗教

活動

(%) 

利用社

區公共

設施從

事活動

(%) 

校外社

團所舉

辦的各

式活動

(%) 

都沒

有參

加任

何活

動(%) 

其

他

(%) 

合計 210(100) 14(7) 60(29) 90(43) 71(34) 69(33) 4(2) 

性 

別 

男 117(56) 4(3) 28(24) 52(44) 31(26) 40(34) 3(3) 

女 93(44) 10(11) 32(34) 38(41) 40(43) 29(31) 1(1) 

年 

齡 

12 歲 13(6) 0(0) 4(31) 5(38) 2(15) 6(46) 0(0) 

13 歲 15(7) 0(0) 4(27) 4(27) 3(20) 8(53) 0(0) 

14 歲 31(15) 2(6) 8(26) 11(35) 9(29) 15(48) 0(0) 

15 歲 34(16) 0(0) 7(21) 12(35) 10(29) 15(44) 1(3) 

16 歲 56(27) 6(11) 16(29) 28(50) 20(36) 16(29) 0(0) 

17 歲 61(29) 6(10) 21(34) 30(49) 27(44) 9(15) 3(5)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5(6) 27(30) 39(43) 30(33) 29(32) 3(3) 

屯區 40(19) 3(8) 12(30) 21(53) 14(35) 11(28) 0(0) 

海線 40(19) 4(10) 13(33) 9(23) 13(33) 16(40) 0(0) 

山線 40(19) 2(5) 8(20) 21(53) 14(35) 13(33) 1(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14(7) 59(29) 89(44) 69(34) 63(31) 4(2)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1(1) 0(0) 0(0) 0(0) 0(0)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7(3) 0(0) 1(14) 1(14) 2(29) 5(7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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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社團活動參與情形比較圖 

 

(六) 就學就業 

在就學情形方面，表 4-3-17 及表 4-3-18 顯示，在受訪的 210 位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中，98%目前就學中，其中 59%就讀公立學校，40%

就讀私立學校，1%於家中自學。經交叉分析後發現，17 歲的少年有

較高的比例就私立學校，再者，居住於山線的少年比居住於其他地區

者就讀公立學校的比例明顯較高。 

在就讀之學校學級方面，就讀國小者佔 2%、國中佔 32%、高中

佔 64%（如表 4-3-19）。在上課時間方面，96%於日間上課，3%於夜

間上課（如表 4-3-20）。 

此外，在受訪的 12歲至未滿 18歲少年中僅有 5人未就學，佔 2%，

其未就學之主要原因為健康因素的有 2 位，找工作/準備就業考試者

亦有 2 位，另有一位目前就業中（如表 4-3-24）。 

在工讀情形方面，表 4-3-21 及表 4-3-22 顯示，受訪的 210 位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中，僅有 9%表示目前有工讀，其中 42%每周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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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在 12 小時以上，37%每周工讀時數在 8-未滿 12 小時，剩下的 21%

每周工讀時數為 4-未滿 8 小時。 

另外，表 4-3-23 顯示 74%有工讀的受訪者表示其工讀費主要使用

於個人零用金，16%表示主要用於繳學費，剩下的 10%表示用於補貼

家用。 

表4-3-17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就學情形：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就學(%) 無就學(%) 

合計 210(100) 205(98) 5(2) 

性 

別 

男 117(56) 112(96) 5(4) 

女 93(44) 93(100) 0(0) 

年 

齡 

12 歲 13(6) 13(100) 0(0) 

13 歲 15(7) 15(100) 0(0) 

14 歲 31(15) 31(100) 0(0) 

15 歲 34(16) 34(100) 0(0) 

16 歲 56(27) 55(98) 1(2) 

17 歲 61(29) 57(93) 4(7)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88(98) 2(2) 

屯區 40(19) 40(100) 0(0) 

海線 40(19) 37(93) 3(7) 

山線 40(19) 40(1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202(96) 197(98) 5(2)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1(1) 1(1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3) 7(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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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8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就讀學校：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公立(%) 私立(%) 
家中自學

(%) 

合計 205(100) 120(59) 83(40) 2(1) 

性 

別 

男 112(96) 64(57) 46(41) 2(2) 

女 93(100) 56(60) 37(40) 0(0) 

年 

齡 

12 歲 13(100) 10(77) 3(23) 0(0) 

13 歲 15(100) 13(87) 2(13) 0(0) 

14 歲 31(100) 26(84) 5(16) 0(0) 

15 歲 34(100) 19(56) 14(41) 1(3) 

16 歲 55(98) 31(56) 23(42) 1(2) 

17 歲 57(93) 21(37) 36(63) 0(0) 

居 

住 

地 

市區 88(98) 49(56) 38(43) 1(1) 

屯區 40(100) 21(53) 18(45) 1(3) 

海線 37(93) 20(54) 17(46) 0(0) 

山線 40(100) 30(75) 10(25) 0(0) 

身心 

狀況 

正常 197(98) 116(59) 79(40) 2(1)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1(100) 1(1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100) 3(43) 4(5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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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9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就讀學級：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 

國小

(%) 

國中

(%) 

高級中等學校 

其

他 

(%) 

普通

科(%) 

專業

群科

(職業

科)(%) 

綜

合

高

中

(%) 

實

用

技

能

學

程

(%) 

進

修

部

(%) 

合計 205(100) 4(2) 65(32) 50(24) 69(34) 4(2) 4(2) 5(2) 4(2) 

性 

別 

男 112(96) 3(3) 36(32) 26(23) 38(34) 0(0) 4(4) 4(4) 1(1) 

女 93(100) 1(1) 29(31) 24(26) 31(33) 4(4) 0(0) 1(1) 3(3) 

年 

齡 

12 歲 13(100) 3(23) 10(77) 0(0) 0(0) 0(0) 0(0) 0(0) 0(0) 

13 歲 15(100) 0(0) 14(93) 1(7) 0(0) 0(0) 0(0) 0(0) 0(0) 

14 歲 31(100) 0(0) 30(97) 0(0) 1(3) 0(0) 0(0) 0(0) 0(0) 

15 歲 34(100) 1(3) 7(21) 11(32) 14(41) 1(3) 0(0) 0(0) 0(0) 

16 歲 55(98) 0(0) 4(7) 20(36) 27(49) 2(4) 1(2) 1(2) 0(0) 

17 歲 57(93) 0(0) 0(0) 18(32) 27(47) 1(2) 3(5) 4(7) 4(7) 

居 

住 

地 

市區 88(98) 1(1) 28(32) 24(27) 27(31) 0(0) 2(2) 4(5) 2(2) 

屯區 40(100) 1(3) 15(38) 6(15) 17(43) 1(3) 0(0) 0(0) 0(0) 

海線 37(93) 0(0) 14(38) 8(22) 10(27) 2(5) 1(3) 1(3) 1(3) 

山線 40(100) 2(5) 8(20) 12(30) 15(38) 1(3) 1(3) 0(0) 1(3)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97(98) 3(2) 63(32) 48(24) 66(34) 4(2) 4(2) 5(3) 4(2) 

經學校評定

為學習障礙

者 

1(100) 0(0) 0(0) 1(1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 
7(100) 1(14) 2(29) 1(14) 3(43)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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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0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上課時間：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日間部(%) 
夜間/進修部

(%) 
其他(%) 

合計 205(100) 197(96) 7(3) 1(1) 

性 

別 

男 112(96) 105(94) 6(5) 1(1) 

女 93(100) 92(99) 1(1) 0(0) 

年 

齡 

12 歲 13(100) 13(100) 0(0) 0(0) 

13 歲 15(100) 15(100) 0(0) 0(0) 

14 歲 31(100) 31(100) 0(0) 0(0) 

15 歲 34(100) 34(100) 0(0) 0(0) 

16 歲 55(98) 53(96) 2(4) 0(0) 

17 歲 57(93) 51(89) 5(9) 1(2) 

居 

住 

地 

市區 88(98) 84(95) 3(3) 1(1) 

屯區 40(100) 40(100) 0(0) 0(0) 

海線 37(93) 36(97) 1(3) 0(0) 

山線 40(100) 37(93) 3(8)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97(98) 189(96) 7(4) 1(1)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1(100) 1(1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7(100) 7(1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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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1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是否工讀情形：依性別、年齡、居住

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是(%) 否(%) 

合計 210(100) 19(9) 191(91) 

性 

別 

男 117(56) 12(10) 105(90) 

女 93(44) 7(8) 86(92) 

年 

齡 

12 歲 13(6) 0(0) 13(100) 

13 歲 15(7) 0(0) 15(100) 

14 歲 31(15) 2(6) 29(94) 

15 歲 34(16) 1(3) 33(97) 

16 歲 56(27) 6(11) 50(89) 

17 歲 61(29) 10(16) 51(84) 

居 

住 

地 

市區 90(43) 8(9) 82(91) 

屯區 40(19) 1(3) 39(98) 

海線 40(19) 5(13) 35(88) 

山線 40(19) 5(13) 35(88) 

身心 

狀況 

正常 202(96) 19(9) 183(91)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1(1) 0(0) 1(1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7(3) 0(0)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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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2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工讀時數：依性別、年齡、居住地及

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0-未滿 4

小時(%) 

4-未滿 8

小時(%) 

8-未滿 12

小時(%) 

12 小時以

上(%) 

合計 19(100) 0(0) 4(21) 7(37) 8(42) 

性 

別 

男 12(63) 0(0) 3(25) 5(42) 4(33) 

女 7(37) 0(0) 1(14) 2(29) 4(57) 

年 

齡 

12 歲 0(0) 0(0) 0(0) 0(0) 0(0) 
13 歲 0(0) 0(0) 0(0) 0(0) 0(0) 
14 歲 2(11) 0(0) 0(0) 2(100) 0(0) 

15 歲 1(5) 0(0) 1(100) 0(0) 0(0) 

16 歲 6(32) 0(0) 1(17) 2(33) 3(50) 

17 歲 10(53) 0(0) 2(20) 3(30) 5(50) 

居 

住 

地 

市區 8(42) 0(0) 3(38) 1(13) 4(50) 

屯區 1(5) 0(0) 0(0) 1(100) 0(0) 

海線 5(26) 0(0) 0(0) 3(60) 2(40) 

山線 5(26) 0(0) 1(20) 2(40) 2(4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9(100) 0(0) 4(21) 7(37) 8(42)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

礙者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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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3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工讀費主要使用情形：依性別、年齡、

居住地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本數(%) 
個人零用

金(%) 
繳學費(%) 

貼補家用

(%) 
其他(%) 

合計 19(100) 14(74) 31(16) 2(11) 0(0) 

性 

別 

男 12(63) 8(67) 2(17) 2(17) 0(0) 

女 7(37) 6(86) 1(14) 0(0) 0(0) 

年 

齡 

12 歲 0(0) 0(0) 0(0) 0(0) 0(0) 
13 歲 0(0) 0(0) 0(0) 0(0) 0(0) 
14 歲 2(11) 1(50) 0(0) 1(50) 0(0) 
15 歲 1(5) 1(100) 0(0) 0(0) 0(0) 
16 歲 6(32) 3(50) 2(33) 1(17) 0(0) 
17 歲 10(53) 9(90) 1(10)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8(42) 8(100) 0(0) 0(0) 0(0) 
屯區 1(5) 0(0) 0(0) 1(100) 0(0) 
海線 5(26) 4(80) 0(0) 1(20) 0(0) 
山線 5(26) 2(40) 3(6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19(100) 14(74) 3(16) 2(11) 0(0)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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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4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未就學原因：依性別、年齡、居住地

及身心狀況 

項目 

樣 

本 

數 

(%) 

健康

因素 

就業

中 

在家

自

修、補

習、準

備升

學 

找工

作（準

備就

業考

試） 

賦閒

在家 
其他 

性 

別 

男 5(100) 2(40) 1(20) 0(0) 2(40) 0(0) 0(0) 

女 0(0) 0(0) 0(0) 0(0) 0(0) 0(0) 0(0) 

年 

齡 

12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13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14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15 歲 0(0) 0(0) 0(0) 0(0) 0(0) 0(0) 0(0) 

16 歲 1(20) 0(0) 0(0) 0(0) 1(100) 0(0) 0(0) 

17 歲 4(80) 2(50) 1(25) 0(0) 1(25) 0(0) 0(0) 

居 

住 

地 

市區 2(40) 1(50) 1(50) 0(0) 0(0) 0(0) 0(0) 

屯區 0(0) 0(0) 0(0) 0(0) 0(0) 0(0) 0(0) 

海線 3(60) 1(33) 0(0) 0(0) 2(67) 0(0) 0(0) 

山線 0(0) 0(0) 0(0) 0(0) 0(0) 0(0) 0(0) 

身 

心 

狀 

況 

正常 5(100) 2(40) 1(20) 0(0) 2(40) 0(0) 0(0) 

經學校評定為

學習障礙者 
0(0) 0(0) 0(0) 0(0) 0(0) 0(0) 0(0)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 
0(0) 0(0) 0(0) 0(0) 0(0) 0(0) 0(0) 

 

三、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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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照顧 

在家庭照顧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如表 4-3-25 所示，不知道

的受訪者皆比知道的受訪者多，尤其是不知道「青少年生活補助」及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生活津貼」者竟高達 75%以上。再者，知道這些

福利服務的受訪者中，除了｢高中職及五專免學費補助」曾經使用過

的受訪者比率有 32%之外，其他各項皆低於 13%，又以｢特殊境遇家

庭子女生活津貼」的比例為最低，僅佔 2%。 

知道且曾經使用過｢高中職及五專免學費補助」的受訪者中，有

高達 91%表示這對其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在其他少數知道且使用過

的受訪者中，除了｢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這項覺得非常

有幫助的比例不到三成之外，大多數的受訪者皆表示這些福利服務是

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 

表4-3-25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家庭照顧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使

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常

有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低收入戶子女生活補

助〈2695 元/月〉 

210 

(100) 

82 

(39) 

128 

(61) 

11 

(13) 

71 

(87) 

2 

(18) 

7 

(64) 

1 

(9) 

1 

(9) 

0 

(0) 

低收入戶子女就學生

活補助〈6115 元/月〉 

210 

(100) 

83 

(40) 

127 

(60) 

10 

(12) 

73 

(88) 

2 

(20) 

7 

(70) 

0 

(0) 

1 

(10) 

0 

(0) 

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

戶生活補助〈輕度

3628 元/月、中度以上

4872 元/月〉 

210 

(100) 

84 

(40) 

126 

(60) 

11 

(13) 

73 

(87) 

3 

(27) 

0 

(0) 

6 

(55) 

1 

(9) 

1 

(9)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

生活補助〈輕度 4872

元/月、中度以上 8499

元/月〉 

210 

(100) 

79 

(38) 

131 

(63) 

5 

(6) 

74 

(94) 

1 

(20) 

4 

(80) 

0 

(0) 

0 

(0) 

0 

(0) 

青少年生活補助 

〈1969 元/月〉 

210 

(100) 

47 

(22) 

163 

(78) 

2 

(4) 

45 

(96) 

1 

(50) 

1 

(50) 

0 

(0) 

0 

(0) 

0 

(0) 

高中職及五專免學費

補助（低收入或中低

收入戶子女） 

210 

(100) 

101 

(48) 

109 

(52) 

32 

(32) 

69 

(68) 

12 

(38) 

17 

(53) 

3 

(9)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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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庭兒童及少年

緊急生活補助〈3000

元/月〉 

210 

(100) 

67 

(32) 

143 

(68) 

3 

(4) 

64 

(96) 

1 

(33) 

2 

(67)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生

活津貼〈2001 元/月〉 

210 

(100) 

53 

(25) 

157 

(75) 

1 

(2) 

52 

(98) 

1 

(100) 

0 

(0) 

0 

(0) 

0 

(0) 

0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教

育減免 

210 

(100) 

70 

(33) 

140 

(67) 

6 

(9) 

64 

(91) 

4 

(66) 

1 

(17) 

1 

(17) 

0 

(0) 

0 

(0) 

 

2. 醫療健康照顧 

在醫療健康照顧方面，分別有 29%及 36%的受訪者表示知道「中

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女健保費補助」與「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

少年醫療補助」，且曾經用過的比例分別是 13%及 5%，而在幫助程度

方面，大多數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表示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如表

4-3-26）。 

表4-3-26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醫療健康照顧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

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

子女健保費補助 

210 

(100) 

60 

(29) 

150 

(71) 

8 

(13) 

52 

(87) 

2 

(25) 

5 

(62) 

1 

(13) 

0 

(0) 

0 

(0) 

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

童少年醫療補助 

210 

(100) 

75 

(36) 

135 

(64) 

4 

(5) 

71 

(95) 

0 

(0) 

3 

(75) 

1 

(25) 

0 

(0) 

0 

(0) 

 

3. 兒童少年照顧服務 

在兒童少年照顧服務方面，如表 4-3-27 所示，分別有 57%到 68%

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這些服務，且知道的受訪者中幾乎全部都未曾使

用過這些服務。在幫助程度方面，知道且曾經使用過「兒童少年安置

教養機構」的兩位受訪者及一位知道且曾經使用過「兒童少年陪同出

庭服務」的受訪者皆表示非常有幫助，然而知道且曾經使用過「兒童

少年監護權調查服務」的一位受訪者表示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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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7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兒童照顧服務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

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常

有幫

助 

有

幫

助 

無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兒童少年寄養服務 
210 

(100) 

73 

(35) 

137 

(65) 

0 

(0) 

73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兒童少年出收養服務 
210 

(100) 

73 

(35) 

137 

(65) 

0 

(0) 

73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兒童少年安置教養機

構 

210 

(100) 

90 

(43) 

120 

(57) 

2 

(2) 

88 

(98) 

2 

(100) 

0 

(0) 

0 

(0) 

0 

(0) 

0 

(0) 

兒童少年監護權調查

服務 

210 

(100) 

79 

(38) 

131 

(62) 

1 

(1) 

78 

(99) 

0 

(0) 

0 

(0) 

1 

(100) 

0 

(0) 

0 

(0) 

兒童少年陪同出庭服

務 

210 

(100) 

68 

(32) 

142 

(68) 

1 

(1) 

67 

(99) 

1 

(100) 

0 

(0) 

0 

(0) 

0 

(0) 

0 

(0)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210 

(100) 

75 

(36) 

135 

(64) 

0 

(0) 

75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4. 人身安全 

在人身安全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如表 4-3-28 顯示，僅有 24%

的受訪者表示知道「少年自立生活適應服務」及「高風險家庭處遇服

務」，而有高達 82%的受訪者知道「113 保護專線」，但是曾經利用過

這三項的受訪者皆非常稀少。在幫助程度方面，竟有 60%曾經使用過

「113 保護專線」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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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8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人身安全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使

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常

有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少年自立生活適應服

務 

210 

(100) 

50 

(24) 

160 

(76) 

1 

(2) 

49 

(98) 

1 

(100) 

0 

(0) 

0 

(0) 

0 

(0) 

0 

(0) 

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 
210 

(100) 

50 

(24) 

160 

(76) 

0 

(0) 

5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113 保護專線 
210 

(100) 

173 

(82) 

37 

(18) 

5 

(3) 

168 

(97) 

1 

(20) 

0 

(0) 

1 

(20) 

0 

(0) 

3 

(60) 

 

5.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在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大多數的受訪

者皆表示知道且曾經使用過這些福利服務。此外，曾經使用過的受訪

者大多表示對其是有幫助及非常有幫助的，幫助程度的比例由高至低

依序為「圖書館」及「運動場/球場」、「文化中心」、「青少年社會參

與及志願服務」及「青少年中心及兒青館」（表 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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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9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面向之福利服

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青少年社會參與及志願

服務（含政府部門辦理

之各類公民參與活動） 

210 

(100) 

130 

(62) 

80 

(38) 

44 

(34) 

86 

(66) 

11 

(25) 

21 

(48) 

11 

(25) 

0 

(0) 

1 

(2) 

運動場/球場 
210 

(100) 

195 

(93) 

15 

(7) 

160 

(82) 

35 

(18) 

46 

(29) 

81 

(50) 

30 

(19) 

1 

(1) 

2 

(1) 

圖書館 
210 

(100) 

197 

(94) 

13 

(6) 

168 

(85) 

29 

(15) 

48 

(29) 

86 

(51) 

29 

(17) 

3 

(2) 

2 

(1) 

文化中心 
210 

(100) 

165 

(79) 

45 

(21) 

104 

(63) 

61 

(37) 

25 

(24) 

53 

(50) 

24 

(24) 

1 

(1) 

1 

(1) 

青少年中心及兒青館 
210 

(100) 

105 

(50) 

105 

(50) 

41 

(39) 

64 

(61) 

12 

(29) 

18 

(44) 

9 

(22) 

2 

(5) 

0 

(0) 

 

6. 居住與環境 

在居住與環境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如表 4-3-30 所示，受訪

者知道有｢公園<公共設施>」及社區活動中心」的比例分別為 90%及

72%，曾經使用過的分別有 85%及 49%，且僅有極少數使用過的受訪

者表示這些福利服務是沒有幫助或非常沒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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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0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居住與環境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

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公園〈公共設施〉 
210 

(100) 

190 

(90) 

20 

(10) 

162 

(85) 

28 

(15) 

45 

(28) 

79 

(48) 

36 

(22) 

1 

(1) 

1 

(1) 

社區活動中心 
210 

(100) 

152 

(72) 

58 

(28) 

74 

(49) 

78 

(51) 

20 

(27) 

33 

(45) 

20 

(27) 

1 

(1) 

0 

(0) 

 

7. 支持系統網路 

在支持系統網路面向之各項福利服務方面，如表 4-3-31 所示，受

訪者知道的比例皆不到 4 成，且僅有少數的受訪者曾經使用過，尤其

是｢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僅有一位受訪者曾經使用過，而｢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甚至沒有受訪者使用過。在幫助程度方面，｢家庭教育中

心（屬教育類）」、｢家庭服務中心（屬社福類）」及｢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皆有超過半數使用過的受訪者表示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而

一位使用過｢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的受訪者表示無意見。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134 

 

表4-3-31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對支持系統網路面向之福利服務認識、

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項目 

樣 

本 

數 

(%) 

知道與否 使用與否 幫助程度 

知 

道

(%) 

不 

知 

道 

(%) 

曾

經

用

過

(%) 

未 

曾 

用 

過

(%)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意

見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沒

有

幫

助 

家庭教育中心（屬教

育類) 

210 

(100) 

75 

(36) 

135 

(64) 

9 

(12) 

66 

(88) 

2 

(22) 

3 

(33) 

3 

(33) 

1 

(12) 

0 

(0) 

家庭服務中心（屬社

福類） 

210 

(100) 

75 

(36) 

135 

(64) 

8 

(11) 

67 

(89) 

3 

(38) 

3 

(38) 

1 

(12) 

1 

(12) 

0 

(0)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 

210 

(100) 

82 

(39) 

128 

(61) 

8 

(10) 

74 

(90) 

3 

(38) 

3 

(38) 

1 

(12) 

1 

(12) 

0 

(0)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210 

(100) 

79 

(38) 

131 

(62) 

1 

(1) 

78 

(99) 

0 

(0) 

0 

(0) 

1 

(100) 

0 

(0) 

0 

(0)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210 

(100) 

73 

(35) 

137 

(65) 

0 

(0) 

73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8. 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 

如表 4-3-32 所示，在受訪的 12 歲至未滿 18 歲的少年中，56%表

示電視媒體是主要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管道，其次有 27%

表示是網路，在 18 位選擇其他項的受訪者中，有 15 位表示其主要的

接收管道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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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2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

管道 

項目 次數 % 排序 

電視媒體 118 56 1 

報紙 5 2 5 

雜誌刊物 1 0 7 

網路 56 27 2 

廣告看板 1 0 7 

政府機構 9 4 4 

廣播 2 1 6 

其他 18 9 3 

 

(二) 期望 

1. 期望之兒童或少年福利措施 

對政府未來規劃的少年福利措施方面，如表 4-3-33 及圖 4-3-7 所

示，受訪者表示最期望的前五名依序為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58%）、

提供經濟扶助（45%）及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45%）、提供

就業輔導的服務（41%）、提供課業輔導服務（31%）及增設專屬兒少

的戶外休閒場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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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3  12歲至未滿18歲少年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提供的少年

福利措施項目 

項目 次數 % 排序 

提供經濟扶助 95 45 2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37 18 10 

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87 41 3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65 31 4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122 58 1 

增設地區性的圖書館 57 27 6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18 9 12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52 25 8 

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29 14 11 

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37 18 10 

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56 27 7 

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

場等） 
95 45 2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

輪場地、籃球場等） 
60 29 5 

提供危機家庭（例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

養等問題的家庭）關懷與訪視服務 
41 20 9 

其他 5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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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12歲至未滿 18歲少年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提供的少年

福利措施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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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焦點座談會 

本計畫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於臺中市社會局舉辦兩場焦點

座談會，座談會的時間表詳如表 4-4-1。第一場座談會於上午舉行，

對象為設籍於臺中市 0 歲至未滿 12 歲嬰幼兒及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計有四位代表出席；第二場座談會於下午舉行，訪談對象為設籍於臺

中市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本人及其家長，計有四位少年及兩位家長

出席。代表資料請詳見表 4-4-2。 

表4-4-1  焦點座談會時間表 

0 歲-未滿 12 歲嬰幼兒及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 

時間 內容 備註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主席與來賓介紹 張峻嘉主持 

10:10—10:20 計劃說明 張峻嘉說明 

10:20—10:40 調查結果 許世芸報告 

10:40—12:00 綜合座談 張峻嘉主持 

12 歲-未滿 18 歲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 

時間 內容 備註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席與來賓介紹 張峻嘉主持 

14:10—14:20 計劃說明 張峻嘉說明 

14:20—14:40 調查結果 許世芸報告 

14:40—16:00 綜合座談 張峻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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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  訪談對象資料表 

編碼 性別 資料 

A 女 上班族，育有 1 位小孩，住在市區 

B 女 托嬰中心專業保母 

C 男 上班族，育有 2 位小孩，住在市區 

D 男 退休在家帶孫子，住在山線 

E 男 高二生 

F 女 高二生 

G 男 高三生 

H 男 高三生 

I 男 E 的爸爸 

J 女 F 的媽媽 

 

一、 0 歲-未滿 12 歲嬰幼兒及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 

本場座談會依據本計畫調查結果，主要討論以下四個主題： 

(一) 民眾使用保母托育比例非常低之原因 

調查結果顯示在 207 位受訪的 0-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中，

只有 5 位使用保母托育照顧服務，僅佔 2.4%的比例。經綜合座談後

發現民眾使用保母托育比例非常低之原因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1.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之資訊不夠完整與即時 
 

……有口碑的保母都靠家長們口耳相傳介紹，生意源源不絕，根

本不會想要登錄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中，所以

系統裡面保母資料的筆數非常稀少。而且曾經臨時有托育需要，

上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找到系統中有空的保母，

但打電話詢問後幾乎保母都已經新收托幼兒或剛好沒有空。依據

個人經驗，要找臨時保母必須三個月前提出，但很難在三個月前

就知道三個月後會有臨時的托育需要……【A】 
 

2. 很難找到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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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朋友已經找到保母也都洽談好後，保母

又臨時變卦不願意收托，因為保母知道朋友是做服務業後，擔心

服務業經常要上班到很晚才能把小孩接回去，所以不願意收托，

感覺這是對職業的一種歧視……【A】 
 

(二) 民眾不願意利用政府臨托服務的原因 

調查結果顯示 55%的受訪者不願意使用政府的臨托服務，經綜合

座談後發現主要原因是擔心保母與小孩彼此不熟悉而產生問題。 
 

……小孩大都怕生，臨時送去托育可能會有哭鬧或不配合的狀況，

保母也可能因為不瞭解小孩的個性，又經常處於接受臨托的高壓

狀況，難免會情緒不穩定，因此擔心可能會發生問題……【A】 
 

(三) 民眾對兒童社會福利服務及費用補助需要但無法利用之原因 

經綜合座談後發現民眾需要但無法利用托育服務的原因，除了上

述的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之資訊不夠完整與即時之外，

主要是因為公辦民營的托嬰中心及公立幼兒園可以接受托育的嬰幼

兒人數不夠市場上的需求。 
 

……自己服務的托嬰中心一直都是額滿的狀態，而且隨時都有很

多人在排隊等著要把孩子送進來……【B】 
 

另外，民眾需要但無法利用各項社會福利費用補助的原因主要是

標準太嚴，不符合資格。 
 

……申請門檻大都很高，必須要是弱勢、低收入戶或父母都沒有

工作的，一般家庭都無法申請……【D】 
 

(四) 民眾對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之期望 

經綜合座談後發現民眾希望政府能提供多元的親子活動空間及

玩具及圖書借用服務，雖然政府已經有提供這些服務，但因為設施太

單調、據點太少、空間太小及服務時間不能配合上班族等因素，所以

無法利用。因此希望政府除了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兒童遊樂設施及廣設

親子活動空間之外，還能延長服務時間。 
 

……公園的滑梯等遊樂設施都是罐頭式的塑膠設備，兒童需要更

多元的設施，才有助於身心健全發展，但可能是因為安全性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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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幾乎都找不到公園有裝設鞦韆、蹺蹺板、沙坑等兒童的遊樂

設施……【C】 
 

……婦幼館、兒童館及兒青館設立據點太少，大多空間都很小，

想要利用的人又很多，經常預約電話都打不進去，且一下就滿了。

大里的就很不錯，但是離家太遠，不可能常常去。希望政府能夠

普設這些空間……【D】 
 

……想要借閱玩具及書籍，但下班後婦幼館已經關門了，週六又

一大堆人排隊要借，對上班族很不方便，希望能夠延長服務時間

到平日晚上……【A】 
 

二、 12 歲-未滿 18 歲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 

本場座談會之目的在於更深入了解少年及家長期望政府未來應

優先規畫與提供之少年福利措施，經整理後發現以下四個項目： 

(一)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學生和家長都擔心徵人或求才廣告不實及工作環境不安全的問

題，希望政府或學校可以幫忙事先過濾這方面的資訊，提供學生安全

打工的機會。 
 

……寒暑假期間很多同學去外面打工，都是看報紙或網路廣告找

工作，不少人遇到不好的事情，例如被騙、性侵害等等，因為我

們不知道這些廣告的真假性，而學校也不會提供這方面的資訊，

希望政府或學校能夠過濾這些廣告，並提供學生安全打工的機

會……【H】 
 

……家長也會擔心，自己會先跟著孩子去查看環境，但不是每個

父母都可以做得到，若政府或學校來做這件事會比較放心……【I、

J】 

 

(二) 於市區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外休閒場所 

在市區可供兒童及少年休閒活動的空間相對較其他地區稀少，且

需求較大，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專屬兒少的室內外休閒場所，其中又

以室內場所更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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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區經常跟同學一起練習跳舞都找不到合適的免費場地，

好不容易找到後又有其他團體也來使用，空間頓時變得很擁

擠。…若有室內的休閒場地當然比室外的更好……【F】 
 

……在山線空間很多，沒有這個問題，可以考慮搬來山線住……

【H】 

 

(三) 提供就業輔導的資訊 

學生大都不知道未來應該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希望政府或學校能

提供職業方面的資訊，而不是輔導學生就業，才可以幫助學生盡早找

到未來的志向，並為未來的就業開始做好準備。 
 

……希望有就業輔導方面的資訊……【E】 
 

……並不是輔導學生去就業，而是讓他們了解未來若要從事甚麼

樣的工作需要甚麼要的技能，因為大部分的學生對於未來很茫然，

不知道要做甚麼，若能有多方面的了解，可能比較容易找到自己

的興趣，也可以早點開始做準備……【I】 

 

(四) 增設閱讀空間 

課業輔導仍有其必要性，但學校及圖書館的讀書空間不足且不良，

讓想要讀書的學生沒有良好且安靜的地方讀書，所以希望政府能增設

閱讀空間。 
 

……課業輔導對成績中等的學生來說可能幫助比較大，成績好的

同學可能自己很會念書所以不太需要，對成績很差的同學，例如

本人來說，根本不需要，因為我已經放棄讀書了……【H】 
 

……學校很小，空間不足…圖書館都要去搶位子……【F】 

……對！…而且圖書館的位子在地下室…空氣不流通…不太

好……【J】 
 

……課業輔導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很重要，但是對我而言比較不需

要，我認為念書還是要靠自己，但是學校或圖書館經常沒位子，

尤其遇到考試期間，家裡又做營造業比較吵，沒辦法好好念書，

所以希望政府能增設閱讀空間……【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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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調查之主要目的在了解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的使用現

況與需求期望，以作為政府福利政策規劃之參考。本調查將臺中市未

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分為 0~未滿 6 歲、6~未滿 12 歲及 12~未滿 18

歲三個年齡層，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以 105 年 4 月底設籍於臺中

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與少年為母體，依行政區分為市區、山線、海線

及屯區等四層，再依三個年齡層人口佔臺中市未滿 18 歲總人口數的

比例分配樣本數隨機抽樣，於 105 年 7 至 10 月間進行實地訪查，共

完成 608 案之調查訪問。本調查亦針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及少年代表

舉辦兩場焦點座談會，就本調查之發現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本章共分

為三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與過去相關研究之比較，第三節為

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調查共計回收 0 到未滿 6 歲有效問卷 207 份，6 到未滿 12 歲有

效問卷 191 份及 12 到未滿 18 歲有效問卷 210 份，各階段男女的比例

皆為接近 50%左右。從樣本的特性可得知兒童與少年之父母親身分別

大多為一般人口，其數量超過 95%的樣本數，僅有少數為原住民或新

住民，而兒童或少年之身心狀況有超過 97%以上之樣本數是正常的，

屬於身心障礙的兒童或少年僅佔少數，是以本調查乃偏向父母親為一

般人口且身心狀況正常之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以下

分別針對三個階段的年齡層的調查結果加以說明： 

一、 0-未滿 6 歲嬰幼兒調查結果 

(一) 家庭照顧方面 

1. 主要的照顧者為母親，其次依序為祖父母、父親、外祖父母。 

2. 日間主要的照顧者為母親，其次依序為托嬰中心或幼兒園、

祖父母。 

3. 夜間主要照顧者為母親，其次依序為祖父母、父親、外祖父

母。 

4. 主要代為照顧者為祖父母，其次依序為母親、外祖父母、父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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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臨時托育之困難程度，僅有 7%及 10%覺得非常困難及困難，

且 55%表示不願意使用政府提供的臨時托育服務。 

(二) 托育照顧方面 

1. 自行照顧佔 67%，而自行照顧者的年齡層，有 47%的比例是

集中在 31 到 40 歲，19%的比例落在 51 到 60 歲，14%和 13%

分為 60 歲以上和 21 到 30 歲，自行照顧者的就業情形有 48%

目前是沒有工作，27%有全職工作，17%則是退休。 

2. 30%交由托育中心或幼兒園照顧，尋找托育中心或幼兒園的

主要管道依序有：自行尋找、親友推薦、同事和鄰居推薦，

其選擇主要因素依序為：離家較近方便接送、環境好讓我放

心、服務員經驗豐富。每月平均托育費用大多介於 5,000~未

滿 1 萬元之間。 

3. 僅有 2%交由保母照顧，尋找保母的主要管道依序為：社區保

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媒合及轉介、自行尋找、親友

推薦、同事與鄰居的推薦，而選擇保母的主要因素依序為：

離家較近方便接送、環境好讓我放心、收托時間適當。服務

員經驗豐富，保母費用則多為每月 1 萬元到 2 萬元間。 

4. 若遇到托育問題時會請教的對象依序為：父母、長輩或親戚，

自行上網查詢，周遭朋友。 

(三) 嬰幼兒福利服務使用現況 

在｢托育服務」方面，受訪的 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

中，對於｢托嬰中心/幼兒園」及｢保母托育及系統服務」知道者比不

知道者為多，但對於｢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嬰幼兒日托中心」則不知

道的人較多。 

在｢托育費用補助」方面，除了｢早期療育費用補助」之外，知道

的受訪者皆較不知道者為多。而就知道的受訪者來看，除了｢托育一

條龍」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較多之外，其餘各項托育費用補助未曾使

用過的受訪者皆較多。 

在｢其他相關托育服務」方面，大部分的受訪者皆表示不知道且

未曾使用過。 

此外，在少數知道且曾使用過各項嬰幼兒福利服務的受訪者中，

大部分皆表示普通或滿意。 

(四) 嬰幼兒福利服務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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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希望未來政府在嬰幼兒福利可優先提供下列服務： 

1. 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 

2. 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 

3. 設置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 

4. 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的育兒

環境 

5. 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 

二、 6-未滿 12 歲兒童調查結果 

(一)家庭照顧方面 

受訪者希望未來政府在兒童福利方面可優先提供下列服務： 

1. 主要照顧者依序為母親、父親、祖父母。 

2. 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依序為母親、課後日間照顧服務、祖父

母。 

3. 主要代為照顧者依序則為母親、祖父母、父親、外祖父母。 

4. 關於臨時托育的困難程度，受訪者有 36%的認為還好，26%

認為不太困難，26%為完全不太困難，認為困難和非常困難

的比例則分別為 8%和 4%。 

(二)兒童福利服務使用現況 

在｢家庭照顧」、｢醫療健康照顧」、｢兒少照顧服務」、｢人身安全」

及｢支持系統網路」各面向的福利服務方面，除了｢低收入戶子女生活

補助」及｢113 保護專線」之外，大部分受訪的 6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

的主要照顧者皆表示不知道，且僅有極少數知道的受訪者表示曾經使

用過。 

然而，在｢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及｢居住與環境」面向的福利服

務方面，知道且曾經使用過的受訪者則佔大多數。 

此外，，在少數知道且曾使用過各項兒童福利服務的受訪者中，

大部分皆表示這些福利服務是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 

(三)兒童福利服務之期望 

受訪者希望未來政府在兒童福利可優先提供下列服務： 

1. 提供經濟扶助 

2. 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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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4. 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 

5.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地、

籃球場等） 

三、 12-未滿 18 歲少年 

    這階段的問卷主要是由少年本身自行填寫，其比例佔 83%，少數

部份則由家人陪伴代答，訪查人員則於一旁做適時的協助，以下為調

查結果的說明： 

(一) 家庭照顧 

少年的主要照顧者為父親和母親，其比例有 85%以上，其次為祖

母與祖父。 

(二) 醫療健康 

1. 在重大身體事故傷害方面，受訪者無發生的比例佔 82%，交

通事故佔 6%，刀器/利銳氣傷害佔 3%，燒燙傷、跌倒/墜落佔

2%。 

2. 罹患疾病或症狀方面，受訪者無發生的比例佔 47%，近視佔

42%，氣喘過敏佔 7%，體重過輕佔 4%。 

3. 心理困擾方面，受訪者無發生的比例佔 76%，課業成績佔18%，

時間不過用佔 9%，與同學相處佔 4%。 

(三) 安全保護 

欲了解的法規內容方面，受訪者想要了解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的比例佔 60%，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勞動基準法各佔 23%，性別工作平

等法佔 2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佔 16%。 

(四)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1. 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方面，受訪者於玩手機的比例為 69%，

看電視/電影為 65%，家中上網為 55%，逛街為 36%，球類體

育活動為 34%，去電影院看電影為 24%。 

2. 每周參與休閒活動時間方面，受訪者於 2 到未滿 5 個小時的

比例為 40%，5 到未滿 10 個小時為 23%，10 到未滿 20 個小

時為 12%，未滿 2 個小時為 10%。 

3. 最常使用的 3C 產品方面，受訪者於智慧型手機比例為 77%，

桌上型電腦為 21%，筆記型電腦為 3%，平板電腦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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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天上網時間方面，受訪者於 1 到未滿 2 個小時的比例為 21%，

2 到未滿 3 個小時為 19%，3 到未滿 4 個小時為 17%，4 到未

滿 5 個小時為 16%，5 個小時以上為 15%，未滿 1 個小時為

12%。 

5. 上網主要目的方面，受訪者對於社群網站的比例為 74%，聽

音樂、看影片為 59%，玩線上遊戲為 40%，查資料、寫作業

為 29%，瀏覽新聞、新知為 9%，收看直播與網路購物交易為

7%。 

6. 社團活動參與情形方面，受訪者會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

動的比例為 43%，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為 34%，都沒

有參加任何活動為 32%，宗教活動為 29%，村里辦公室/社區

發展協會為 7%。 

(五) 就學就業 

95%的受訪者為在學學生，5%則為無就學狀態，無就學原因：健

康因素佔 40%，準備考試佔 40%，就業中佔 20%；學生所讀的學校方

面：公立學校佔 59%，私立學校 40%，家中自學 1%；上課時間，日

間佔 96%，夜間 3%。 

在工讀方面，9%有工讀，91%則沒有；每周工讀時數，4 到 8 小

時佔 21%，8 到 12 小時佔 37%，12 小時以上佔 42%；而工讀金的使

用，個人零用佔 74%，繳學費佔 16%，補貼家用則有 11%。 

(六)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使用現況 

在｢家庭照顧」、｢醫療健康照顧」、｢兒少照顧服務」、｢人身安全」

及｢支持系統網路」各面向的福利服務方面，除了｢113 保護專線」之

外，大部分受訪的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皆表示不知道，且僅有極少

數知道的受訪者表示曾經使用過。 

然而，在｢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及｢居住與環境」面向的福利服

務方面，除了｢少年社會參與及志願服務」及｢少年中心及兒青館」不

知道的受訪者較多之外，其餘各項福利服務知道且曾經使用過的受訪

者皆佔大多數。 

此外，對於各面向之福利服務，大部分使用過的受訪者皆表示這

些福利服務是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 

(七)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之期望 

受訪者希望未來政府在嬰幼兒福利可優先提供下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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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2. 提供經濟扶助 

3. 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4.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5.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地、

籃球場等） 

四、 人口結構變遷與托育 

台灣人口結構變遷，源自 1972 年推行的生育政策，亦即「兩個孩

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家庭計畫，該政策的效果從育齡婦女

生育率來看，1971 年為 3.7‰、1976 年為 3.1‰、至 1984 年為 2.1‰，

至 1988 年為 1.9‰，從數據不難看見家庭計畫對生育下降之影響。 然

而，2010 年台灣生育率下降至 0.89‰，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度，

不但遠低於最適人口替代率 2.94‰之標準，也超越 1.3‰的風險標準，

顯現出台灣已進入高風險人口結構的事實。 

 面對人口結構的危機，內政部於 2008 年 3 月發表《人口政策白

皮書：針對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問題對策》，針對人口結構問題

提出對策；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於「全國兒童

少年國是會議」中表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82012 年 1 月，前行

政院長陳沖推動共計 18 項對策，107 項具體措施，232 項績效指標。

9 此後，各級政府啟動了包含生育津貼、托育津貼、育嬰假、育嬰假

前半年 6 成薪等獎勵措施。展現政府看見低生育率的危機。但持續下

降的生育率現況，如同不可逆趨勢般，2000 年生育率降至 1.7‰，至

2010 年僅 0.89‰，至 2012 年雖上升至 1.3‰，2015 年再度下降至 1.18

‰，11 此後則維持 1.1‰-1.2‰的水準。依據內政部研究推估，2018-2019

年間，我國將正式邁入人口零成長/負成長的時代。《遠見雜誌》於 2009

年的專題報導中針對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議題，13 指出八項導致生育

率連創新低的原因中，包含「育兒貴」、「無法許諾好的養育環境」、「家

庭結構變，難請祖輩托育」、「難以取得可依賴的資源」四項，均與「托

育支援」這一問題相關。 

雖然調查結果中，以自行照顧者的比例較高，使用托育機構的比

例不高，但從其他統計資料中發現，托育機構所收托人數卻是卒年的

增加，此為研究調查所無法呈顯的部分。 

此外，臺中市目前三所公辦民營托育中心，三所托嬰合計超收 85

名幼童，遠遠無法滿足實際之需求。為滿足托育需求，民間團體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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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政府應「廣設公托」，提供平價且安全的托育環境。如果未能

進入公托，高額的差價意味著交付托育的育兒成本恐將對於家庭成為

巨大的負擔。 

廣設公托代表政府需增聘員額，以服務 40 人的托育中心為例，

需聘用至少 10 名幼保從業人員；若依人口數每 5 萬人口數設置 1 所

公托，臺中市需設立 78 所公托，合計需增加 780 名。就目前的財政

狀況下，應該無法落實，因此，「公共托育合作社」的模式可減少現

行體制中，中央法規修訂困難的阻力，產生一個低門檻、風險共同化、

且區隔既有系統的新選擇（王建雄，2016）。 

五、 臺中市平價托育政策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資料，95 年度托育收費高於 12000 元/月

的比例為 57%，至 99 年度則 78%，其中，95 年度收費高於 15000 元/

月者為 25%，至 99 年度則增加至 44%。整體而言，平均托育收費 95

年度為 11541 元/月，至 99 年度增長至 13,070 元/月，費用增加 1529

元/月，平均漲幅為 13%。 

為減輕生育養育負擔，自 2008 年中央政府為提升生育率，針對

就業家庭啟動發放 3000 元/月的「現金津貼」後，伴隨政府發放現金

津貼，托育費用呈現「發多少、漲多少」的現象。面對此一現象，臺

中市於 2012 年規劃「臺中市育兒支持：平價托育實施計畫」，擬藉由

「制訂上限」與「禁止漲價」的前提下發放「托育津貼」，將臺中市

系統保姆及托嬰中心收費限定為 13,000 元/月，且原收拖費用低於

13,000 元/月之部分，「應依前一年收托合約價格收費」，不得調漲，違

反該辦法之收托者之受託對象，不得請領該項津貼。也就是說，臺中

市政府擬於發放福利津貼的同時，禁止保姆/托嬰中心調漲月費，改

變過去政府補多少、業者漲多少的質疑。 

然而，保姆團體串連反對，各方協商後，確定以「凍漲兩年」、「兩

年後依綜合物價指數召開協商會」、「分區定價」、「不得超過前一年合

約上限」等四項原則後，正式啟動「平價托育」。該計畫亦成為「全

國唯一」在提撥福利津貼時，同步限制服務價格之案例。2015 年 7

月，臺中市政府推動「托育一條龍」，將原有 0-2 歲部分延伸至 5 歲，

銜接中央政府 5-6 歲補助，延長學齡前兒童領取福利津貼時間。 

托育一條龍於 2015 年啟動後，平價托育費用補助受益幼童數，

至 2016 年相較前一年成長率達 20.65%；且自 2013 年以來，與市府簽

約之協力托嬰中心家數從 74 家增至 98 家，成長率 32.43%；協力保姆

人數自 2187 位增加至 3101 位，成長為 41.79%，對托育一條龍滿意度

達 92.19%，展現「社會投資」的效能（王建雄，2016）。但由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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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受訪者 40%並不知道托育一條龍，而有使用過的滿意度則為 60%

與媒體的報導有落差。 

調整後，送托家庭有可能為此每日付出一筆額外的加托費用。因

此，臺中市托育津貼執行之初，的確壓抑了托育費用的增加，但計畫

中「不得超過前一年合約價格」之原則，在 2014 年後遭受挑戰，不

超過前一年轉變為以價格上限為收費金額的現況，臺中市家庭托育成

本較 102 年，約略有 3,000 元的調幅（王建雄，2016）。本調查發現 0

到 2 歲托育費用主要落在 15,000 至 20,000 之間，而 3 到 5 歲托育費用

則約在 5,000 到 10,000 之間。 

從臺中市社會局「104 年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保母類別幼兒受

益人數」統計檢視，系統保姆：親屬保姆：托嬰中心之受益人數，從

102 年的 47,712 人：11,672 人：15,596 人；至 104 年度則轉變為 62,174

人：28,721 人：21,497 人；依不同形態取得托育津貼的受益人數成長

比例，分別為 30.3%：46%：37.8%。也就是說，委託保姆的家庭看似

最多，但從數量的變化，可以發現部分家庭雖逐步選擇將托育需求委

託到系統內尋求協助，依賴於個人(保姆)的趨勢亦高於依賴組織(機

構)。從送托結構來看，已生育家庭選擇進入托育市場時，現行公辦

民營模式對調解托育市場化的能力偏低，既有托育津貼與公辦民營托

育所能提供的托育支持明顯偏低。 

依據王舒芸（2016）的研究，該研究針對設籍臺中市並育有 0-3

歲（未滿 4 歲）孩童之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同時辦理 5 場焦點座談，

蒐集彙整托育服務使用者及托育服務提供者對於目前臺中市平價托

育政策之認知、使用狀況及滿意程度，並呈現不同地區對於托育服務

的需求差異。研究發現，首先，臺中市家長理想的托育安排，以家長

親自照顧為第一順位，但納入如何兼顧照顧與工作的考量因素時，排

序於第一順位的照顧偏好，則以家長身兼照顧與工作的比例為最高。

若看實際托育安排，臺中市育有幼兒之家庭仍以家戶內照顧為主，家

長親自照顧的比例最高，母親放棄工作從事照顧的比例又遠高於父親，

但與全台數據相比較，臺中市使用家戶外照顧的比例略高於全台，尤

其是機構式照顧服務。 

王舒芸（2016）分析理想與實際間的落差後發現，理想照顧模式

為「父母親自照顧」、「親屬照顧」、及「居家式托育」的家長，將近

六成的家長得以實踐自己理想的照顧模式，唯獨偏好「機構式照顧」

的家長中，高達六成仍由「家長親自照顧」，僅有一成的家長真正如

願以償，顯示臺中市托嬰中心的發展「大有可為」。與育兒相關的政

策，家長知道政策的比例皆有 8 成以上；曾經使用服務者認為各項服

務「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比例也都有 7 成以上。照顧偏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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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費用太貴」、「收入不夠」、「本來就未就業」等因素，也反映出

檢視「服務減輕照顧上經濟負擔的程度」的重要性，以及達成政策效

果的著力點。對於低收入戶家庭來說，透過現有托育補助以擴增托育

選擇的空間有限，顯示托育費用負擔的比例仍重。而托育資源配置的

城鄉不均現象，反映在都會核心區使用托育資源的機會較高，也有較

高比例的家長使用家外托育；傳統市鎮，較缺乏機構式托育服務，使

用家外托育服務則以居家式托育為主。此一研究結果也可與本研究相

對照。 

臺中市托育一條龍在於處理「生育率下降的現況下，實質降低家

庭托育負擔」的目標，一方面回應「給多少、漲多少」的質疑，更在

實踐「社會投資」理念下，以社會經濟循環替代單一的市場經濟循環。

但臺中市托嬰中心的服務費用，的確自計畫執行之初的 11,000-12,000

元之均價，提升至 14,000-16,000 元不等之收費。因此，以臺中市西屯

區保姆家庭式托育為例，市政府宣告托育費用上限為每月 14,000 元＋

1,000元副食費，事實上，平均托育費用較 102年相比調升約 2,000-3,000

元（王建雄，2016）。依據王舒芸（2016）的研究發現對於不選擇家

戶外托育的原因主要與托育價格和勞動政策相關，包括托育費用太高

及家庭收入不夠等，但相較於過去 30 年來台中已逐漸降低家庭化照

顧的比例、提高家戶外托育服務的普及率，但無法直接證實這是托育

一條龍及平價政策的結果。 

本調查發現 0 到 2 歲托育費用主要落在 15,000 至 20,000 之間，而

3 到 5 歲托育費用則約在 5,000 到 10,000 之間，也大致反映上述托育

價格的結果。同時，本調查亦發現 0-6 歲自行照顧的比例由 101 年的

48.7%上升至 105年的 67%，而機構照顧的比例則由 45.3%下降到 30.4%，

保母照顧的比例由 1.4%上升到 2.4%，卻與王舒芸（2016）的研究發

現不盡一致。此一結果可能與兩個調查研究聚焦的議題與含括的年齡

層（0-未滿 4 歲）不相同，受訪者亦有很大的差異所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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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前一次調查之比較 

本節將本調查結果與 101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

求調查之結果比較，企圖找出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狀況與需求期望的

變化情形。比較的方式以 105 年的問卷內容為基準，以下為其探討：  

表5-2-1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研究設計比較表 

 101 年 105 年 

研究 

目的 

1. 整理呈現合併後臺中市兒童少

年福利資源。 

2. 從服務使用者角度，瞭解臺中市

民對於現有兒童少年福利政策

與福利資源之認知、使用現況、

滿意度，並據以提供相關建議。 

3. 針對臺中市市區、山線、海線及

屯區地理區差異，與兒童少年之

家庭特性，分析不同地區與不同

家庭型態之兒童少年福利需求。 

4. 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

以供臺中市政府建構適切之兒

童少年福利內涵與網絡。 

1. 整理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政

策與資源使用之情形。 

2. 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瞭解臺

中市市民對於現有兒童及少年

福利政策與資源之認知、使用

現況、滿意度與相關建議。 

3. 呈現臺中市市民對兒童及少年

不同領域之需求的認知與期待

程度。 

4. 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

議，以供臺中市政府建構完善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內涵與資源

網絡。 

研究 

方法 

以焦點團體法、問卷調查法，焦點

團體共辦三場，包括專家學者、少

年代表、及主要照顧者焦點團體。 

透過焦點團體法、問卷調查，亦針

對專家學者、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及

少年代表舉辦三場焦點座談會。 

問卷 

調查 

對象 

以民國 101 年 1 月底戶籍設於臺中

市地區，年齡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少

年為母群體。 

以 105年 4月底設籍於臺中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與少年為母體，將臺

中市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分為

0~未滿 6 歲、6~未滿 12 歲及 12~

未滿 18 歲三個年齡層。 

調查 

方式 

以面訪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而實際

問卷回答人為兒童少年家戶中之主

要照顧者。 

以面訪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而實際

問卷回答人為兒童少年家戶中之

主要照顧者。 

抽樣 

方法 
分層二階段隨機抽樣。 

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依行政

區分為市區、山線、海線及屯區等

四層，再依三個年齡層人口佔臺中

市未滿 18 歲總人口數的比例分配

樣本數隨機抽樣。 

調查 

數量 
共完成 604 案之調查訪問。 

於 105 年 7 至 10 月間進行實地訪

查，共完成 608 案之調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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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在基本資料方面，本調查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及臺中市現況的差

異不大，兒童及少年的男女比例大約各佔一半左右；身心狀況幾乎全

部正常，僅少數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聯合評估報告書；而其父母親大

多是一般人口，只有少部分是原住民與新住民；就居住地而言，以市

區人數最多，其比例都超過 40%，屯區、海線、與山線之比例則大致

落在 20%左右。此外，105 及 101 年的調查結果資料皆顯示各年齡層

所佔之比例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代表少子化問題一年比一年嚴重

的趨勢。 

二、 家庭狀況 

在家庭狀況方面，105 年與 101 年的調查結果差異不大。雙親家

庭所佔的比例由 101 年的 82%略為降低至 81.6%，單親家庭所佔的比

例由 101 年的 12.4%略為上升至 13.7%，隔代教養的比例則由 101 年

的 5.6%略為下降至 3.6%（如表 5-2-2）。 

表5-2-2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家庭狀況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雙親家庭比例 82% 81.6% 

單親家庭比例 12.4% 13.7% 

隔代教養比例 5.6% 3.6% 

 

三、 家庭照顧 

(一) 在 0 至未滿 6 歲嬰幼兒日間主要照顧者方面，101 年的調查顯示

由托嬰中心/幼兒園等機構照顧的比例佔 46%為最高，其次為由母

親照顧的 34.7%，再者為由祖父母照顧的 10.7%。而 105 年的調查

顯示由機構照顧的比例大幅下降至 29.5%，而由母親及祖父母照

顧的比例則大幅增加為 42.5%及 19.3%。另外，在夜間主要照顧者

方面，101 及 105 年的調查結果大致相符，皆以母親照顧為最多

（如表 5-2-3）。 

表5-2-3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0至未滿6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托嬰中心/幼兒園 46% 29.5% 

母親照顧 34.7% 42.5% 

祖父母照顧 10.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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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要代為照顧者方面，105 年的調查顯示 0 到未滿 6 歲的主

要代為照顧者以祖父母的比例最高，佔 35.3%，母親佔 25.1%

居次；6 到未滿 12 歲的部份則以母親最高，佔 40.3%，祖父

母佔 20.9%區次。而 101 年的主要代為照顧者則以祖父母的比

例為最高，佔 43.8%，外祖父母佔 14.6%居次（如表 5-2-4）。 

表5-2-4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主要代為照顧者比較表 

 101 年 105 年 

 
兒童及少年 

(6 至未滿 18 歲) 
0 至未滿 6 歲 6 至未滿 12 歲 

母親 14.6% 25.1% 40.3% 

祖父母 43.8% 35.3% 20.9% 

 

2. 在 0 至未滿 6 歲嬰幼兒臨時托育的困難度方面，101 的調查顯

示覺得非常困難及困難的比例佔 21.3%，而 105 年則降低為

16.5%。此外，101 年的調查顯示期望政府優先辦理臨時托育

服務的比例僅佔 19%，而 105 年則有 45%的受訪者表示願意

使用政府的臨時托育服務（如表 5-2-5）。 

表5-2-5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0至未滿6歲嬰幼兒臨時托育的困難度

與期望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非常困難及困難 21.3% 16.5% 

臨時托育的期望 
19%的受訪者期望政府優

先辦理臨時托育服務 

45%的受訪者表示願意使

用政府的臨時托育服務 

 

四、 托育照顧 

(一) 在 0 到未滿 6 歲嬰幼兒之托育照顧方式方面，101 及 105 年調查

由保母照顧的比例皆低於 2.5%，105 年自行照顧的比例由 101 年

的 48.7%增加為 67%，而托嬰中心及幼兒園的比例則由 101 年的

45.3%降低為 105 年的 30.4%（如表 5-2-6）。而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在 105 年公布的兒童教育輔導資源方面的市政統計資料顯示，臺

中市的托嬰中心由 101 年底的 74 家增加至 104 年底的 99 家，收

托人數共增加 1,245 人；臺中市的幼兒園則由 101 年底的 675 家

減少為 104 年底的 654 家，幼生人數卻增加了 7,422 人（如表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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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6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0到未滿6歲嬰幼兒托育照顧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自行照顧 48.7% 67% 

托嬰中心及幼兒園 45.3% 30.4% 

保母照顧 1.4% 2.4% 

 

表5-2-7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0到未滿6歲嬰幼兒托育機構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4 年 

托嬰中心 
家數 74 99 

收托人數 1,103 2,348 

幼兒園 
家數 675 654 

幼生人數 59,261 66,683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2016）市政統計資料 

 

(二) 在托育照顧的費用方面，105 年的調查顯示 0 到未滿 6 歲嬰幼兒

每月平均托嬰中心/幼兒園的費用以 5千到未滿 1萬元的 38.1%為

最高，其次為 1 萬至 1.5 萬元的 22.2%。而 101 年的調查顯示兒

童及少年每月花費的照顧費用以 5千到未滿 1萬元的 47%為最高，

其次為不到 5 千元的 31.3%。 

五、 兒童托育照顧面向 

(一) 托育服務：在「公立幼兒園」方面，105 年與 101 年的調查結果

中皆有近 8 成比例表示知道，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9.5%大幅增加為 27%。在「保母托育及系統服務」方面，知道的

比例由 101 年的 37%大幅提升為 63%，且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例

亦從 101 年的 1.7%增加為 6%（如表 5-2-8）。 

表5-2-8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托育服務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公立幼兒園 
知道比例 80% 76% 

滿意度 9.5% 27% 

保母托育及

系統服務 

知道比例 37% 63% 

滿意度 1.7% 6% 

 

(二) 托育費用補助：在「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方面，知道

的比例由 101 年的 31.7%大幅增加為 57%，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

例從 101 年的 1.4%大幅增加為 13%。在「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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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方面，知道的比例 101 年及 105 年皆約 6 成左右，使用者表

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10.2%增加為 14%。在「低收入戶托育

津貼」方面，知道的比例由 101 年的 64.6%增加為 70%，使用者

表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1.9%增加為 6%（如表 5-2-9）。 

表5-2-9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托育費用補助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

育費用補助 

知道比例 31.7% 57% 

滿意度 1.4% 13% 

5 歲幼兒免學費教

育計畫 

知道比例 61.9% 61% 

滿意度 10.2% 14% 

低收入戶托育津貼 
知道比例 64.6% 70% 

滿意度 1.9% 6% 

 

六、 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 

(一) 家庭照顧面向：「低收入戶子女生活補助」和「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教育減免」知道的比例分別由 101 年的 75.8%和 55.1%降低為

105 年的 45.4%和 37.4%（如表 5-2-10）。 

(二) 醫療健康照顧面向：「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女健保費補助」和

「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年醫療補助」知道的比例分別由

101 年的 56.4%和 54.4%降低為 105 年的 33.7%和 36.4%（如表

5-2-10）。 

(三) 人身安全面向： 「113 保護專線」知道的比例由 101 年的 71.1%

提高至 105 年的 80.3%，而不知道的比例則由 101 年的 28.9%降低

至 19.7%（如表 5-2-10）。 

(四) 休閒娛樂和居住與環境面向：在「運動場/球場」方面，知道的比

例由 101 年的 71.2%增加為 88.8%，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19.3%大幅增加為 57.4%。在「兒童館」方面，知道的比例由

101 年的 53.5%大幅增加為 66.5%，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12.6%大幅增加為 38.7%。在「青少年中心」方面，知道的比

例由 101 年的 47.3%增加為 50%，使用者表示滿意的比例從 101

年的 8%增加為 14.3%（如表 5-2-11）。 

(五) 支持系統網路面向：「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知道的比例由 101 年的

33.2%提高至 105 年的 35.7%。「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知道的比

例由 101 年的 30.5%略為提高至 105 年的 33.4%（如表 5-2-1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57 

 

表5-2-10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認知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低收入戶子女生活補助 75.8% 45.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減免 55.1% 37.4%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女健保費補助 56.4% 33.7% 

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年醫療補助 54.4% 36.4% 

113 保護專線 71.1% 80.3%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33.2% 35.7%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30.5% 33.4% 

 

表5-2-11  101年與105年調查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認知與滿意度比較表 

項目 101 年 105 年 

運動場/球場 
知道 71.2% 88.8% 

滿意度 19.3% 57.4% 

兒童館 
知道 53.5% 66.5% 

滿意度 12.6% 38.7% 

青少年中心 
知道 47.3% 50% 

滿意度 8% 14.3% 

 

七、 少年的生活與休閒 

(一) 心理困擾方面：105 年的資料顯示 76%沒有任何困擾，主要困擾

依序為課業成績、時間不夠用、與同學相處及零用金不足、與同

性朋友相處及與家人相處。 

(二) 休閒活動方面：105 年調查結果 12 歲到未滿 18 歲青少年較常參

與的休閒活動前五名依序為玩手機、看電視/電影、家中上網、逛

街及球類體育活動。而 101 年調查結果依序為看電視、在家玩電

腦/上網、運動、閱讀及逛街（如表 5-2-12）。 

表5-2-12  12歲到未滿18歲休閒活動方面比較表 

排序 101 年 105 年 

1. 看電視 玩手機 

2. 在家玩電腦/上網 看電視/電影 

3. 運動 家中上網 

4. 閱讀 逛街 

5. 逛街 球類體育活動 

 

(三) 上網時間方面：105 年調平均每天上網時間，其 1 到未滿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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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個小時以上之間的比例差距都不大，介於 21%~15%之間；101

年調查結果每日平均使用電腦時間方面，其 12 到未滿 15 歲的部

份為 77.73 分鐘，15 到未滿 18 歲的部份為 118.93 分鐘。 

(四) 上網主要目的方面：105 年調查的前五名依序為社群網站、聽音

樂/看影片、玩線上遊戲、查資料/寫作業及瀏覽新聞/新知。而 101

年調查結果的前五名依序為玩線上遊戲、社群網站、瀏覽新聞、

查資料/寫作業及網路購物（如表 5-2-13）。 

表5-2-13  12歲到未滿18歲上網主要目的比較表 

排序 101 年 105 年 

1. 玩線上遊戲 社群網站 

2. 社群網站 聽音樂/看影片 

3. 瀏覽新聞 玩線上遊戲 

4. 查資料/寫作業 查資料/寫作業 

5. 網路購物 瀏覽新聞/新知 

八、 青少年就學情形 

這部份的研究結果 105 與 101 的調查結果情形大致相同，95%以

上的比例是正在就學中，無就學的可能原因包括：就業中、健康因素

及準備考試等。 

九、 應優先辦理之少年福利服務項目 

105 年的調查顯示青少年期望之福利服務依序為提供安全的打工

機會、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提供就業輔導服務、提供課業

輔導及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而 101 年優先辦理建議如下： 

(一) 兒童托育照顧方面其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增設公立

幼稚園、課後托育中心」佔 41.3%，「照顧服務配合家長上下班時

間」次之，佔 33.8%，第三為「全面推動社區國小課後照顧」佔

32.1%。 

(二) 兒童少年保護措施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加強特

殊境遇少年預防保護與輔導發展」，佔 68.0%，「增設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次之，佔 53.3%。 

(三) 兒童少年健康維護方面優先辦理項目，比例最高者為「食品衛生

安全優先檢驗兒童食品」佔 45.9%，「兒童口腔保健及各項免費預

防接種」次之，佔 45.4%，其餘與醫療照顧相關的「增設兒童專

科醫療院所、提供醫療資源訊息、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提供 7 歲以

下兒童定期健康檢查」皆佔 31%-3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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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兒童少年經濟安全方面優先辦理項目：「福利補助項目的資格條

件具有彈性」、「提高福利補助的金額」、及「多元管道提供福利

服務相關資訊」皆有過半數的授訪者認為應優先辦理。 

(五) 兒童少年休閒娛樂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增設休

閒活動場所」佔 57.5%，「休閒設施多樣化」次之，佔 48.6%，「提

供就近服務」第三，佔 40.8%。 

(六) 兒童少年支持系統網絡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成

立各地區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及「增加宣導福利服務資訊

的管道」。 

(七) 兒童少年就學現況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依需求

提供學雜費補助」佔 49.3%，「校園安全稽查」次之，佔 45.9%，「教

育部應完善設定升學制度與標準，且應每年統一」第三，佔

41.9%。 

(八) 兒童少年就業現況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提供安

全打工的機會」佔 69.0%，「提供工讀或職場體驗機會」次之，佔

56.3%。 

(九) 兒童少年居家環境方面優先辦理項目中，比例最高者為「營造安

全社區及安全學校環境」佔 62.4%，「社區治安的維護與加強」次

之佔 50.4%。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160 

 

第三節  與「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之比較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年） 

一、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摘要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主要內容為蒐集臺閩

地區年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年的基本資料、家庭組成、生活和身心

狀況、偏差行為與特殊遭遇狀況、對少年福利服務與保護措施的瞭解

情形，以及對政府未來辦理少年福利措施的期望等資料，俾提供政府

制定前瞻性少年福利政策及修訂少年福利相關法規與措施之重要參

考。 

該調查之籌畫設計、督導、統計分析審核及報告編布由內政部統

計處負責；調查、資料整理及統計分析工作則由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協助辦理。本調查之調查期間於民國 92 年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實施。調查方法如下： 

(一) 調查區域範圍： 

臺閩地區，包括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金馬地區（金門縣、

連江縣）。 

(二) 調查對象： 

以居住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內年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對象，亦即不包括武裝勞動力

（如就讀高中、高職類軍事學校者）、監管人口（如在少年輔育院、

觀護所與監獄者）及在海外就學者等。 

(三) 本調查主要問項為： 

1. 受訪者(少年)基本資料：包括性別、出生年月、教育程度及戶

籍所在地的縣(市)和市(區)、鎮、鄉等。 

2. 家庭組成及親子互動狀況。 

3. 生活狀況及滿意情形。 

4. 身心狀況、偏差行為與特殊遭遇的經驗。 

5. 對目前少年福利服務及保護措施的瞭解情形。 

6. 對政府未來辦理少年福利措施的期望。 

7. 其他相關事項。 

(四) 實施調查時間： 

民國 92 年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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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母體： 

以民國 92 年 8 月 31 日年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常住於本調查區

域內，已設有戶籍之少年人口，並以戶籍登記數為調查母體。惟實際

抽樣時，分成「在學者」與「未在學者」等次母體分別辦理抽樣。 

(六) 抽樣方法： 

在學者分為「國中學生」、「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年)」、「大專

以上學生」及「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四個次群體進行抽樣。未在學者

就所蒐集到之母體名冊先按縣市再按年齡排序，以系統抽樣法抽取

10,577樣本，其中中輟生共 3,137人、未在學名單共 4,431人(主計處:431

人及戶政司:4,000 人) 國中應屆畢業生未繼續升學者名冊 3,009 人，採

通信調查法。 

(七) 調查方法： 

1. 國中在學生：派員至校園將受訪樣本學生集中，進行填表說

明後，由受訪樣本學生自行填表後收回。 

2. 高中、高職及五專在學生：由樣本學校協助分發調查表，受

訪樣本學生自行填表後交由學校集中寄回。 

3. 大專以上在學生：請樣本學校就合乎本調查對象之學生，以

隨機抽樣法抽取樣本，由受訪樣本學生自行填表後由校方統

一寄回。 

4. 特殊教育學校：由樣本學校協助分發調查表，並請老師協助

受訪樣本學生填表後交由學校集中寄回。 

5. 少年福利機構、矯正學校及中途學校在學生：調查方法與高

中、高職及五專在學生相同。 

6. 未在學者：採通信調查法。可查到電話者，並進行電話催收

或電話訪問。 

二、 本調查與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之比較 

結果發現，少年與父母親同住狀況，以同住在一起為最多占

76.36%，其次為僅與母親同住占 9.36%，未與父母親及祖父母同住占

6.67%，僅與父親同住比例占 5.02%，而與祖父母同住(隔代教養者)占

2.59%。相較之下，臺中市在 105 年的調查中發現，隔代教養的比例

為 3.6%，略高於全國的比例。 

而在少年在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方面，以「看電視、VCD、

DVD」主要度 33.57 最高，其次依序為「在家上網、BBS 站」、「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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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球、慢跑等運動」、「打電玩」、「逛街、購物」、「閱讀書報、雜誌、

漫畫」。以性別觀察，男性少年在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以「游

泳、打球、慢跑等運動」(主要度 35.91)及「打電玩」(主要度 36.79)

最高，其次依序為「看電視、VCD、DVD」及「在家上網、BBS 站」；

女性則以「看電視、VCD、DVD」主要度 41.14 最高，其次依序為「逛

街、購物」、「在家上網、BBS 站」。由調查資料中顯示，男女少年在

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有相當的差異性，男性以動態為主，女性則

以靜態為主。相較之下，臺中市在 105 年的調查中發現，以「玩手機」

69%最高，其次依序為「看電視/電影」、家中上網「游泳、打球、慢

跑等運動」、「打電玩」、「逛街、購物」、「閱讀書報、雜誌、漫畫」（如

圖 5-3-1）。 

 
圖 5-3-1  少年在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92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3)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少年在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則

依序為「玩手機」、「看電視/電影」、「家中上網」、「逛街」、「球類體

育活動」（如圖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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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少年在假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105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此外，對於政府所設立的婦幼保護專線了解程度有 25.57%的少

年知道政府所設立的婦幼保護專線。以性別觀察，女性知道者比例為

28.58%高於男性之 22.62%；以年齡別觀察，12-14 歲的少年知道者比

例為 35.08%高於 15-17 歲者之 15.65%。相較之下，臺中市 105 年的調

查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對113婦幼保護專線的了解大幅提高到82.4%，

可見多年宣傳的效果。 

少年對政府各項少年相關法規表示知道且熟悉內容者，依序為

「菸害防制法」、「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少年事

件處理法」及「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如圖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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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對政府各項少年相關法規表示知道且熟悉內容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3)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 

 

相較之下，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發現，兒童及青少年欲了解的法

規內容則依序是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勞動基準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如圖 5-3-4）。 

 
圖 5-3-4  兒童及少年欲了解的法規內容（105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少年認為應優先辦理之福利服務措施，可複選三項並按優先度排

序為第一優先、第二優先和第三優先。計算優先度時，以下式計算：

將最優先的選項給予權重 1 單位，次要的選項給予權重 2/3 單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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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選項則給予權重 1/3 單位。某一選項之優先度＝該選項之加權

總分÷有效樣本數。各項目優先度之高低，即為項目優先辦理之序位。

少年認為應最優先提供辦理的少年福利服務項目，前五項依序為「增

設休閒活動場所」、「協助課業或升學輔導」、「多舉辦夏冬令營隊」、「提

供助學貸款」及「提供心理諮商輔導服務」。以性別觀察，男性對「增

設休閒活動場所」之優先度較女性為高；反之，女性對「提供心理諮

商服務」、「協助課業或升學輔導」及「提供助學貸款」之優先度較男

性為高。以年齡別觀察，12-14 歲少年對「增設休閒活動場所」、「多

舉辦夏、冬令營隊」及「增設圖書館」之優先度高於 15-17 歲少年；

反之，15-17 歲少年對「提供心理諮商服務」、「提供就業輔導服務」

及「提供助學貸款」之優先度高於 12-14 歲少年（如圖 5-3-5）。 

 
圖 5-3-5  少年認為應優先提供辦理的少年福利服務措施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3)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 

 

相較之下，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發現，兒童及青少年認為應優先

提供辦理的少年福利服務措施則依序是提供安全的打工機會、增設專

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提供經濟扶助、提供就業府到服務（如圖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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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優先提供辦理的少年福利服務措施(105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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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與「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
調查—兒童部份（0 歲至未滿 12 歲兒童）」之比較 

一、 民國 92 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摘要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兒童

部份」，抽樣設計採「分層二階段抽樣法」，總樣本數為 2,809 人，調

查方法採實地訪問調查法。主要內容為蒐集臺閩地區未滿十二歲兒童

的家庭狀況、健康狀況、托育、養育、育樂及教育狀況，以及對兒童

福利措施之利用與期望等資料。俾提供政府制定前瞻性兒童福利政策

與研修兒童福利相關法規之重要參考，同時也可用為政府與民間部門

推動兒童福利相關方案之設計與政策規劃的參據。調查方法如下： 

(一) 調查區域範圍： 

以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福建省金門縣、連江縣（以下稱為

金馬地區）為調查範圍。 

(二) 調查對象： 

以民國 99 年 6 月底戶籍設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戶內有未滿十二

歲兒童之家庭，主要訪問對象為該戶兒童之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

主要照顧者。 

(三) 調查主要問項： 

1. 受訪者（兒童之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基本

資料。 

2. 兒童之家庭狀況。 

3. 兒童之健康狀況。 

4. 兒童之托育狀況。 

5. 兒童之養育、教育與休閒活動狀況。 

6. 對政府或民間團體辦理兒童福利措施之瞭解與利用情形，及

對政府未來辦理兒童福利措施之建議。 

(四) 調查資料時期： 

本調查以民國 99 年 6 月 30 日為調查標準日，凡屬靜態資料以該

標準日情況為準；動態資料以民國 98 年 7 月 1 日至 99 年 6 月 30 日

止，或依調查項目所定期間而定。 

(五) 調查時期： 

民國 99 年 11 月 20 日至民國 100 年 1 月 15 日。 

(六) 調查方法：本調查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法進行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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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抽樣設計： 

1. 調查母體：本調查以民國 99 年 6 月底臺閩地區未滿 12 歲之

兒童為調查母體。截至民國 99 年 6 月底，臺閩地區未滿 12 

歲之兒童共計 2,770,268 人。 

2. 抽樣方法：本調查法採「分層二階段抽樣法」，第一階段抽

樣單位為鄉鎮市區，第二階段抽樣單位為個人，調查樣本結

果如表 5-4-1 所示： 

表5-4-1  臺閩地區受訪兒童年齡狀況 

項目別 個數 百分比(%) 

0~2歲 

3~5歲 

6~8歲 

9~11歲 

合計 

594 

640 

728 

847 

2,809 

21.1 

22.8 

25.9 

30.2 

1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兒童家庭狀況中，九成以上的兒童與「生父或繼父或養父」（91.4%）

和/或「生母或繼母或養母」（90.1%）；其中有五成以上的兒童(55.9%)

與「兄弟姊妹」共同居住（如表 5-4-2）。 
 

表5-4-2  臺閩地區受訪兒童家庭中與兒童同住者 

項目別 個數 百分比(%) 

生父或繼父或養父 2,567 91.4 

生母或繼母或養母 2,532 90.1 

祖父或外祖父 1,102 39.2 

祖母或外祖母 1,441 51.3 

兄弟姊妹 1,571 55.9 

父親的兄弟姐妹 396 14.1 

母親的兄弟姐妹 99 3.5 

其他 70 2.5 

合計 9,778 348.1 
註：本題為複選題，合計百分比超過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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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照顧者，受訪家庭的兒童主要照顧者以「生母或繼母或養母」

為主(83.6%)；「生父或繼父或養父」次之(64.4%)；其次為「祖母或外

祖母」佔 37.9%。顯示多數家庭的兒童照顧者以孩子的父母為主，其

中又以女性居多（如表 5-4-3）。 

相較之下，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發現，0 歲到未滿 6 歲嬰幼兒調

查結果，主要的照顧者為母親，其次依序為祖父母、父親、外祖父母。

6 歲到未滿 12 歲兒童調查結果，主要照顧者依序則是母親、父親、

祖父母。 

表5-4-3  臺閩地區受訪兒童主要照顧者 

項目別 個數 百分比(%) 

生父或繼父或養父 1,808 64.4 

生母或繼母或養母 2,350 83.6 

祖父或外祖父 594 21.2 

祖母或外祖母 1,063 37.9 

兄弟姊妹 95 3.4 

父親的兄弟姐妹 98 3.5 

母親的兄弟姐妹 35 1.2 

其他 25 0.9 

未回答/拒答 

合計 

4 

6,072 

0.1 

216.2 

註：本題為複選題，合計百分比超過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學齡兒童休閒活動狀況，整體而言，六成以上的學齡兒童平時參

與之休閒活動以「看電視及錄影帶比例最高」為主(64.3%)；「家中上

網」次之，佔 12.5%；「閱讀報章雜誌」再次之，佔 7.5%（如表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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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4  臺閩地區學齡兒童參與休閒活動類型(最常參與)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學齡兒童平均每天參與休閒活動時數以「2 小時以內」最多

(67.5%)；「2 至未滿 4 小時」次之，佔 21.4%；「幾乎不參與」再次之，

佔 6.7%。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托育方式，以「在家由母親帶」者最高(29.6

﹪)；「在家由其他家人帶」者次之，佔 26.3%；「送至幼稚園」者再次

之，佔 26.2%。交叉分析指出，就地區而言，中部地區及臺北市之學

齡前兒童的主要托育方式皆以「在家由其他家人帶」者最高，約佔三

成，其他地區皆以「在家由母親帶」為主要托育方式，約佔三至七成；

就都市化而言，鄉之學齡前兒童的主要托育方式以「在家由其他家人

帶」者最高，約佔三成，區、市及鎮皆以「在家由母親帶」為主要托

育方式，約佔三至四成（如表 5-4-5）。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到未滿 6 歲嬰幼兒調查結果，自

行照顧佔 67%、30%交由托育中心或幼兒園照顧，僅有 2%交由保母

照顧。臺中市與全國分析的結果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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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5  臺閩地區學年齡前兒童主要托育安排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學齡前兒童平均每月托育費用，約二成五的臺閩地區學齡前兒童

目前未將兒童送托(25.9%)，已送托者，「未付費」的狀況佔 24.8%；

「5,000-9,999 元」再其次，佔 20.6%。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到未滿 6 歲嬰幼兒調查結果，保

母費用以每月 10000 到 15000 元比例最高(80%)、若是托嬰中心或幼兒

園則為每月 5000 元到 10000 元最多(38.1%)，其次為每月 10000 元到

15000 元(15.9%)，由於問項不近相似，因此較難比較與看出其間差異

（如表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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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6  學齡前兒童平均每月托育費用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在學兒童平均每月安親、課後照顧費用顯示，在學兒童平均每月

安親、課後照顧費用目前以「1-4,999 元」者比例最高(32.0%)，

「5,000-9,999 元」次之(23.4%)；「未送托」再其次(19.7%)。交叉分析

指出，就地區而言，臺北市之在學兒童平均每月安親、課後照顧費用

以「5,000-9,999 元」的比例最高，約佔三成，金馬地區以「未付費」

的比例最高，佔七成五，其他地區皆以「1-4,999 元」的比例最高，

約佔三至四成，可見臺北市地區的兒童安親及課後照顧費用支出相對

其它地區高；就都市化而言，區之在學兒童平均每月安親、課後照顧

費用以「5,000-9,999 元」的比例最高，約佔三成，市以「未送托」的

比例最高，約佔三成，區及鄉皆以「1-4,999 元」的比例最高，約佔

四成（如表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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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7  在學兒童平均每月安親、課後照顧費用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年臺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
兒童部份 

 

受訪家庭遇到兒童托育問題會如何求助，調查顯示，臺閩地區受

訪家庭遇到兒童托育問題，半數會「向（岳）父母或長輩求助」(52.0%)；

「向孩子學校老師求助」次之(31.7%)；「向同事或朋友求助」再次之

(25.0%)。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到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調

查結果，主要照顧者遇到問題時會請教的對象以「父母、長輩或親戚」

為最多，其次依序為「自行上網查詢」、「周遭朋友」、「其他」、「托嬰

中心/幼兒園」、「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尋求政府機

構或民間團體協助」及「保母」。主區別在於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

成為新的資訊來源管道。 

在育兒知識來源調查顯示，，多數兒童家長獲取育兒知識來源來

自「長輩親友傳授」(64.6%)；「自己帶孩子的經驗累積」次之，佔 48.8%；

「自己閱讀育兒相關書籍」再次之，佔 48.3%。 

兒童家庭對於各項兒童福利服務措施，知道比例最高的前五項依

序為：(1)私立托兒所(幼稚園)知道的比例佔 95.1%；(2)公立托兒所(幼

稚園)知道的佔 94.3%；(3)家暴中心佔 78.2%；(4) 113 兒童虐待通報專

線佔 76.8%；(5)中低收入生活補助佔 65.3%。知道比例最低者為「早

期療育服務」，只有 28.3%的受訪者回答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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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主要照顧者對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之認識與使用經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

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之認識與使用經驗，受訪者針對臺中市 8 項托育

費用補助政策知道比例最高之項目為「低收入戶托育津貼」，佔 70%，

「父母未就業者家庭育兒津貼補助(65%)」、「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61%)」（如圖 5-4-1）。而不知道比例最高之項目為「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佔 65%，「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弱勢家庭幼兒臨時

托育補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及「托育一條龍」，分別

佔 43%到 41%。 

對各項兒童福利措施的利用與滿意情形，兒童家庭對各項兒童福

利措施的利用情形，前五項依序為：(1)私立托兒所(幼稚園)佔 55.3%，

(2)公立托兒所(幼稚園)佔 30.6%，(3)幼兒教育券佔 26.7%，(4)三歲以

下兒童醫療補助佔 21.5%，(5)兒童休閒、育樂活動佔 18.7%。整體而

言，知道且曾利用各項兒童福利服務者認為這些措施有所幫助。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到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調

查結果，知道但未利用這些托育費用補助項目的受訪者來看，除了「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需要但無法利用的受訪者比不需要的高之外，

其他各項不需要的受訪者皆比需要但無法利用者高。就知道且曾利用

過各項補助的受訪者來看，不滿意的比例均非常低，都在 7%以下。 

使用各項兒童福利服務所遭遇之困難，詢問受訪兒童家庭使用兒

童福利所遭遇之問題，回答以「未曾使用」最高，佔 36.5%；「福利

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居次，佔 35.3%；「福利補助的金額太低」再

次之，佔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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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加強的兒童福利措拖，兒童家長認為政府應加

強的兒童福利措施，以補助「兒童醫療補助」所佔比例最高，佔 60.1%；

「兒童生活津貼」次之，佔 59.3%；「兒童課後托育照顧」再次之，

佔 43.3%。交叉分析指出，就地區而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及高雄

市之兒童家長認為政府應加強的兒童福利措施皆以「兒童生活津貼」

所佔比例最高，約佔五至七成，其他地區皆以回答「兒童醫療補助」

比例最大，皆約佔六至七成。 

相較臺中市 105 年的調查，0 歲至未滿 6 歲嬰幼兒主要照顧者未

來托育服務需求方面，受訪者期望政府未來托育規劃項目最高的前 5

項依序為「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設置

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動線或

親子廁所等友善的育兒環境」、「提供近便性，找到托嬰中心的資源」

及「能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如圖 5-4-2）。 

 

 
圖 5-4-2  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此外 99 年的調查也比較 90、94、99 年之趨勢，在學齡前兒童實

際托育情形，三次調查間學齡前兒童主要托育方式為「在家由其他家

人帶」的比例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從民國 90 年的 8.73%增加到 99 年

的 26.4%；而「送至托嬰中心或托兒所」與「送至幼稚園」的比例皆

有大幅減少的傾向，顯示國人對於學齡前兒童的托育選擇有了明顯的

變化 

理想的托育方式，三次調查間受訪家庭認為學齡前兒童理想的托

育方式為「在家由其他家人帶」的比例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從民國

90 年的 5.76%增加到 99 年的 17.5%；而「送至托嬰中心或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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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送至幼稚園」的比例皆有大幅減少約一成左右，其趨勢和前述的

兒童實際托育情況一致。 

三次調查間受訪家庭對公立托兒所(幼稚園)的了解情形有明顯

提昇，在「知道且已利用」當中「滿意(非常有幫助、有幫助)」的比

例有增加的趨勢，從民國 90 年的 16.88%增加到 99 年的 26.19%；而

「不知道」的比例有減少的傾向。然而，在知道但未利用部分，三次

調查間受訪家庭表示「不需要(從未用過)」的比例大幅增加，從民國

90 年的 26.79%增加到 99 年的 62.57%，但在「需要，但無法利用」

的比例卻大幅減少，從民國 90 年的 30.79%減少到 99 年的 2.10%，

顯示公立托兒所的可及性有明顯增加。 

而在兒童家庭對各項兒童福利措施的瞭解情形，前五項依序為：

(1)私立托兒所(幼稚園)、 (2)公立托兒所(幼稚園)、(3)家暴中心 (4) 113 

兒童虐待通報專線、(5)中低收入生活補助。對各項兒童福利措施的利

用情形，前五項依序為 (1)私立托兒所(幼稚園)、(2)公立托兒所(幼稚

園)、(3)幼兒教育券、(4)三歲以下兒童醫療補助、(5)兒童休閒、育樂

活動。各地區「知道」113 兒童虐待通報系統的比例約七至八成，知

道幼兒教育卷的比例約佔五成，知道特殊境遇家庭補助的比例約三至

五成，知道早期療育服務的比例約二至三成。整體而言，對各項福利

措施的知道比例多隨父母教育程度而增加。上述數據也反映了部分受

訪者對於兒童相關福利措施並不熟悉，資訊宣導尚有提升空間。以臺

中市 105 年的調查結果，相較全國之整體趨勢，也大略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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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議	

    歸納問卷調查及三場專家學者座談與焦點團體資料中的重要發

現，參酌相關研究之成果，研擬本節提出之具體政策建議，以提供臺

中市政府建構適切兒童少年福利之參考。茲將重點依兒童少年各福利

相關面向臚列如下：  

一、兒童少年照顧托育  

(一) 無論是本調查或相關研究，均顯示家長選擇幼兒照顧服務、兒童

少年照顧機構時，重視「離家近、接送方便」及「收托時間適當」

等便利性因素，因此照顧服務應要能配合家長上下班時間為宜。

此外因為「離家近」是家長選擇最主要之考量，因此建議於偏遠

或教育資源相對缺乏區域，特別需要增設的。  

(二) 經由本調查與相關研究發現，學校的課後照顧較不能夠滿足兒童

少年的學習需求，因負責課後照顧的代課老師無法兼顧照顧與課

業輔導。建議可請愛心媽媽協助公立學校課後照顧，使代課教師

可有更多心力提升兒童課業及學習的成效。  

(三) 經由本調查的焦點座談與相關研究調查顯示，不願意送托的原因

是對於保母的不信任與過多的虐童新聞，因此應建立更透明公開

的托育人員收托資訊，以供家長查詢、研擬托育人員適任性評估、

退場機制及分級制度。  

(四) 本調查發現，托育費用是家庭一項重大的負擔，因此兒童少年家

庭對增設「公立」幼兒園及課後照顧服務有需求，對於部分較偏

遠地區或移入人口較多的地區，無法滿足兒童學前教育需求，迫

而選擇民間幼兒園就讀，造成家庭經濟壓力增加。課後照顧服務

亦有相似僧多粥少的情形，建議擴大辦理。 

(五) 由相關研究也發現對多數家長來說，理想照顧偏好是結合工作與

照顧，建議強化育嬰假或工作職場托育，但此一部分需要政府勞

動政策與企業的配合。 

二、兒童少年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一) 調查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政府應增設兒童少年休閒活動場所、且

應重視設施之多樣性及就近性。調查中發現受訪者對於公園、圖

書館、兒童少年可參加的社團、及腳踏車道路有很高的需求。 

(二) 本調查發現，市政府辦裡的各項休閒娛樂設施與活動普遍認識較

少，宜加強宣導。  

(三) 受訪者對市政府提供的支持性服務普遍認識很少，不知道的比例

都在六成以上，宜加強這些服務的輸送及宣傳。本調查發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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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資訊接受管道為電視媒體，其次為網路 21%，所以應該

多多利用電視媒體及網路宣傳這些服務。 

(四) 焦點團體指出政府可積極思考籌建更多的兒童遊樂園、極限運動

場、腳踏車道、樂器練習室、游泳池、圖書館閱覽空間等，與調

查結果不謀而合。 

三、兒童少年保護措施、經濟安全、就學與就業 

(一) 雖有 78%以上受訪者知道 113 婦幼保護專線，可能是因電視廣告

及學校宣導的關係，但僅止於保護專線本身，而在其他各項兒童

少年保護措施則有認知不足的現象，故未來應著重宣導 113 婦幼

保護專線提供服務的內涵。  

(二) 受訪者普遍對各類經濟扶助普遍認識較低且因申請門檻對大多

數人來說無法符合申請資格，應加強宣導其福利權利及降低申請

門檻。  

(三) 在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辦理的少年福

利措施，絕大多數少年因在學中故無就業經驗，然有 58%受訪者

認為政府「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41%「提供就業輔導服務」，

而焦點團體也提出同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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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及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調查在資源及時間的限制下，於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上仍有未

臻完備之處，以下列舉主要研究限制，可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抽樣架構的限制與建議  

    本調查之抽樣清冊為臺中市民政局所提供之戶籍資料。根據地區

及年齡分層隨機抽樣，在本調查總樣本數 607 人中，特定家庭型態的

樣本明顯不足(隔代教養家庭、新移民、原住民、身心障礙等)，因此

推論到這些群體時恐有誤差過大的問題。若未來要針對不同家庭型態

之兒童少年福利需求進行研究，應於研究之初確認哪些家庭型態為必

要推論之母體，可增加其抽樣配額。 

     另外若戶籍資料無法辨認家庭型態，則可以考慮透過其他渠道

取得該母體之抽樣清冊，以立意抽樣方式處理。 

而幼兒園和托嬰中心，由於年齡層的重疊導致分析上的困難，未

來建議在設計上應加以區分。 

二、調查對象的限制與建議  

    本調查之調查對象涵蓋 0-未滿 18 歲的兒童少年，並涵蓋一般及

弱勢兒童少年。嬰兒、幼兒、學齡兒童、及少年的福利需求雖有相當

一致性及延續性，但也有相當差異性。 

相較於 101 年之調查放在同一個研究中，因使得問卷設計及分析

龐雜且困難，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分成兒童及少年兩個獨立之研究。

因此，本次調查分為三個年齡層進行，但也因此各年齡層的樣本數均

落在 200 份左右，相對於臺中市的人口，顯然抽出率較低，建議未來

應增加調查訪份數，或集中樣本聚焦在某一特定年齡層。 

三、調查過程的限制與建議  

     問卷中部分問題用詞艱澀，可能影響調查結果，未來在研究設

計階段應再加斟酌用詞、用語以及加強訪員訓練。 

比對臺中市全體 0-6 歲嬰幼兒基本資料裡性別比例，男性與女性

嬰幼兒之比例約為 107：100，而問卷調查則為 122：100，與母體確有

明顯差異，可能會影響調查結果推論之正確性。因此，抽樣調查結果

尚需要更多相關研究與資料支持才可作為具體的政策建議。 

部分調查項目因抽樣設計、調查方法與樣本數稀少，如：保母照

顧部分、各項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及幫助程度……等，恐無法完

全反映真實狀況。此外，若要作為政策建議須有完整的立論基礎，因

此需要更多佐證資料與嚴謹推論過程。 

由於本調查樣本只能代表個人意見，且僅反映個別行為，因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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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之增加或減少，無法反映總體數量之增減，導致分析報告(使用

比例降低)與實務現場(總體數量增加)的認知上有落差。 

四、焦點團體參與人員的侷限性  

    本調查共舉辦三場焦點團體，分別包括專家學者、青少年代表、

及主要照顧者，涵蓋對象全面且期能反映兒童少年自身及其家長之表

達性需求，以及專家學者所認定之規範性需求。然其中青少年焦點團

體皆選自「臺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成員，該團體雖獲益於成員

間高度之同質性，能提供深度且豐富之討論資料。但該團體似無法反

映出城鄉、不同社經地位、不同族群青少年之需求。建議後續研究可

增辦多場青少年焦點團體，以彌補此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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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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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5年 4月 11日（一）上午 9時 

二、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開標室(惠中樓 2樓秘書室) 

三、 主持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陳副局長坤皇 

四、 出列席單位：亞洲大學、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政風室、秘書室、會計室 

五、 討論事項： 

本案得標廠商亞洲大學張峻嘉老師提出以下待釐清事項： 

（一） 有關本案經費概算表中，研究人員補助費之單價能否調整，

或將該人事經費流用至其他項目。 

決議：研究人員費用依規定無法調整，惟其他項目如有流

用需求，可請亞洲大學依契約書規定，函文經費調整情形，

並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核准後，得勻支流用。 

（二） 本案履約期限係自決標日起至 105年 11月 30日止，能否

延長期限。 

決議：如亞洲大學有延長履約期間之需求，可函文向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提出申請並敘明理由及規劃，經機關及廠商

雙方同意，始得進行契約變更作業。 

（三） 本案經費得申請核銷之計算起點應為決標日或契約簽訂

日。 

決議：因本案履約期限係自決標日起至 105年 11月 30日

止，故契約起始日為決標日(105年 3月 22日)。 

六、 臨時動議：「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與實務執行尚有異議部分，俟日後有修正機會再請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相關單位協助向本府研考會反應，以利未來研

究委託案執行。 

七、 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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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期中報告審查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7 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 

參、主席：劉科長芳如                          記錄：廖思涵 

肆、出列席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由亞洲大學進行期中研究報告 

柒、審查意見與答詢內容 

提問者 提問內容或審查意見 亞洲大學答詢內容 

陳琇惠

委員 

1. 問卷設計完後除專家效

度外會做預試，並針對

預試結果做修正，目前

看來已施測，屆時看結

果做分析。 

2. 問卷內容訪員是否能確

實掌握意涵？如：P.21 

兒少陪同出庭、監護權

調查服務。 

3. 請主管機關檢視臺中市

所有兒少福利要項是否

均納入研究範疇，建議

1. 103 年執行過新竹的案

子，部分訪員有經驗，問

卷也做過修訂(分成 3個年

齡層；受訪同意書、說明、

問卷整合在一起)。預試的

部分 7/5下午及 7/6 已執

行實際訪談，今日正式調

查還算順利。 

2. 透過訪員訓練提升訪員對

問卷之掌握。此外，收隊

後將調查情形互相分享報

告，並針對每份問卷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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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全部納入。 

4. 調查建議： 

(1)應與 101 年度研究做

比對，以顯現過去 4

年的發展趨勢。 

(2)進行臺中市與全國趨

勢之比較。 

5. 文獻來源出處可呈現： 

(1) 調查內容的 review。 

(2) 臺中市兒少福利現

況之歸類/趨勢。 

6. 抽樣： 

(1)有效問卷應達成 600

份，如何達成？ 

 (2)專家問卷效度過程

之意見內容應有詳

細紀錄。 

7. 滿意度調查僅有 3尺

度，一般有 5尺度。 

8. 統計方法除次數分配外

一定要做簡單的交叉分

析。 

討因應。 

3. 問卷經多次檢視，大多數

皆已納入。若有未納入，

將建議未來調查將其納

入。 

4. 因各縣市與全國性在不同

年度問卷內容、設計或抽

樣皆有所不同，要做嚴謹

的比校恐有困難。再加上

資料取得不易，相關建議

未來將嘗試是否可作比

較，或以文字敘述其間差

異。 

5. 依委員意見修正。 

6. 調查 63里共 630份，已高

於契約要求。抽到的樣本

盡可能達成，透過面訪、

電訪、備選的方式因應。

依委員意見將修正意見納

入後續報告。 

7. 僅有 0-5歲是三尺度，其

餘皆為五尺度，此外，本

調查並不計算滿意度(權

重)，應可符合計畫目標。 

8. 可以列聯表處理。 

王兆慶

委員 

1. 文獻回顧建議可與其他

縣市調查做比對，找到臺

中市的特殊性以提升研

究價值。 

1.各縣市情形不同，比對較困

難；且樣本數少，能做的

有限。 

2.比例相對較少，難顯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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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 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特

殊兒童樣本不足，本年度

是否改善？ 

3. 青少年問卷中部分問題

較難回答，如何進行訪員

訓練？ 

4. 「這些服務對我的幫助

有多大」、「監護權調

查」、「懷孕防治」等問題

可能較適合質性調查，建

議社會局將來可研議其

他調查或補充方式。 

5. P.5 居家式照顧托嬰中

心、課後照顧未納入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之規範，請

刪除。 

殊境遇對象社會局有列

案，如有調查需求，應可另

案直接從中抽樣調查。 

3.透過訪員訓練提升訪員對

問卷之掌握。同時相關問題

均已進行過相關調查，尚未

見相關問題 

4.納入期末報告，提供社會局

未來另案處理。 

 

 

5.依委員意見刪除。 

林淑慧

委員 

1. 亞大已進行第2次調查研

究，可將前次執行困境做

為本次修正參考。 

2. 保母系統已調整成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問卷仍以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表達，建議括

弧補充說明；另建議 6-12

歲之問卷也增加此項目

供勾選。 

3. 年齡級距及人口數數據

於整份報告中不一致

(P.14、P.21、P.25、P.26、

1. 此次調查已將上次執行經

驗納入，反映在執行方

式、問卷整合、聯絡里

長……等。若有其他困難，

將納入期末報告內容。 

2.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相關修正均需再

次重新辦理，在作業期程

上恐難進行。在期末報告

將加註修正。 

3. 依委員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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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P.30等)，請檢視修

正。 

林雅容

委員 

1. 建議將中央政府及臺中

市政府之福利措施區分

開來，各項福利措施再依

領域、給付方式歸納呈

現。 

2. 文獻內容修正： 

(1)P.6 潘淑滿老師 2001

出處引用錯誤。 

(2)P.7 兒少權益保障法

第 38-41條應表示為

第 38條至第 41條。 

(2)P.9-P.13臺中市概況

內容呈現應與題目

緊扣，如人口及資源

配置。 

3. 6 歲以下主要照顧者問卷

建議修正： 

(1)附 4「您是嬰幼兒的

誰？」選項類別應單

獨列出。 

(2)附 5A5「請問嬰幼兒

的身心狀況？」結果

可能變複選，選項建

議改為一般、發展遲

緩/疑似發展遲緩、

身心障礙；如選項照

1. 將嘗試依委員建議意見修

正，更新相關內容。 

 

 

 

2. 將嘗試依委員建議意見修

正，更新相關內容。 

 

 

 

 

 

 

 

3.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相關修正均需再

次重新辦理，在作業期程

上恐難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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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正常」這個選

項建議調整。 

(3)附 5B2-2-1「誰是嬰幼

兒的照顧者？」容易

變複選。 

4. 服務相關內容中部分問

題用詞艱澀，建議可參照

第一次調查結果及各縣

市問卷做修正，使問句具

體容易了解。 

5. 3 份問卷似無需求調查

(有無需求、有無用到)，

是否遺漏？ 

6. 抽樣名冊是否需要政府

協助發文告知受訪者？

或將相關資訊公告於政

府或學校網站？ 

 

 

 

 

 

 

4.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相關修正均需再

次重新辦理，在作業期程

上恐難進行。 

5.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相關修正均需再

次重新辦理，在作業期程

上恐難進行。且均有是否

需要之問項。 

6. 承辦單位已協助研究團隊

取得相關資料，並將協助

發文至區公所及里辦公

室。會先電話通知里長調

查時間，調查當日老師如

到場會再拜訪里長；另會

事先寄發明信片通知受調

查者。 

劉芳如

科長 

1. 問卷設計調查9大面向應

與報告呈現之文獻探

討、研究目的及調查規畫

內容相呼應，可參考附件

1 期初座談提及之問卷面

向內涵。 

1. 將調整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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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初座談提及希望至少

辦理 3場焦點團體，邀集

學者專家、青少年代表及

兒少主要照顧者進行座

談。邀請青少年代表可了

解青少年需求及服務使

用現況，簡報 P.34看起來

只邀請專家學者，建議後

續報送修正後的期中報

告提列目前焦點團體的

邀請對象名單。 

3. 為求嚴謹，在調查對象部

分，建議統一使用問卷中

採用的『0歲以上未滿 6

歲』、『6歲以上未滿 12

歲』、『12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寫法，包括 P.3、

P.25-28、P.32、附 28、附

43。 

4. 調查對象：以民國 105年

4 月底設籍於臺中市，建

議修正為4月底前或截至

105 年 4月底。 

5. 文獻資料中，臺中現況應

以最新的資料與數據呈

現，如：第 9點臺中市現

為外籍人士居住第3多的

城市，非最多、P.11薩克

斯風博物館地方是否仍

2. 有規劃邀集學者專家、主

要照顧者、青少年代表座

談，將規劃於八月中之

後，請社會局邀集相關與

會者，由亞洲大學辦理座

談會。時間、地點將再與

承辦單位協商。 

 

 

 

3. 戶籍資料統計數據為 0-5

歲，決議改以未滿 6 歲表

示。 

 

 

 

 

4. 以設籍時間為調查斷點 

 

 

 

5.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更新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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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立需求？ 

6. 依契約規定 10月底前應

提期末報告初稿，簡報表

示 10月才要召開專家學

者座談會，研究進程是否

需修正？ 

7. 其餘有關文字修正部分： 

(1) P.32 山海屯區寫錯。另

外建議問卷是以市

區、屯區、海線、山

線為問項，所以報告

內容部分也應相對應

修正。不要一下稱都

區、一下稱市區。P.13

最後一段第 2行中區

的南屯區？建議修

正。另外本頁及下一

頁有關人口分布資料

來源請載明。 

(2) P.22-23 調查項目有關

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

者部分，建議完整敘

述問卷指標內涵。 

(3) P.22 調查對象 3家有

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

青少年本人的「家有」

應該刪除。 

(4) Ｐ.25抽樣母體部分，

由於目前最新的資料

 

6. 已辦理履約期限變更，將

依委員意見修正，更新相

關內容。 

 

7.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更新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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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5年 4月底這段

資料，建議以備註方

式載明，或是另外有

一節是指出本調查報

告的研究限制。 

捌、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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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及修正對照表 

陳琇惠委員 

編

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問卷設計完後除專家效度外

會做預試，並針對預試結果

做修正，目前看來已施測，

屆時看結果做分析。 

103 年執行過新竹的案子，部分

訪員有經驗，問卷也做過修訂

(分成 3個年齡層；受訪同意

書、說明、問卷整合在一起)。

預試的部分 7/5下午及 7/6已執

行實際訪談，今日正式調查還

算順利。 

2. 問卷內容訪員是否能確實掌

握意涵？如：P.21 兒少陪同

出庭、監護權調查服務。 

透過訪員訓練提升訪員對問卷

之掌握。此外，收隊後將調查

情形互相分享報告，並針對每

份問卷做檢討因應。 

3. 請主管機關檢視臺中市所有

兒少福利要項是否均納入研

究範疇，建議未來應全部納

入。 

問卷經多次檢視，應已大多數

皆已納入。若有未納入，將建

議未來調查將其納入。 

4. 調查建議： 

(1)應與 101 年度研究做比

對，以顯現過去 4年的發展

趨勢。 

(2)進行臺中市與全國趨勢之

比較。 

因各縣市與全國性在不同年度

問卷內容、設計或抽樣皆有所

不同，要做嚴謹的比校恐有困

難。再加上資料取得不易，相

關建議未來將嘗試是否可作比

較，或以文字敘述其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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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獻來源出處可呈現： 

(1)調查內容的 review。 

(2)臺中市兒少福利現況之歸

類/趨勢。 

依委員意見修正。 

6. 抽樣： 

(1)有效問卷應達成 600 份，

如何達成？ 

(2)專家問卷效度過程之意見

內容應有詳細紀錄 

調查 63里共 630份，已高於契

約要求。抽到的樣本盡可能達

成，透過面訪、電訪、備選的

方式因應。依委員意見將修正

意見納入後續報告。 

7. 滿意度調查僅有 3尺度，一

般有 5尺度。 

僅有 0-5歲是三尺度，其餘皆為

五尺度，此外，本調查並不計

算滿意度(權重)，應可符合計畫

目標。 

8. 統計方法除次數分配外一定

要做簡單的交叉分析 

可以列聯表處理。 

王兆慶委員 

編

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文獻回顧建議可與其他縣市

調查做比對，找到臺中市的

特殊性以提升研究價值。 

各縣市情形不同，比對較困

難；且樣本數少，能做的有限。 

2. 101 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特殊

兒童樣本不足，本年度是否

改善？ 

比例相對較少，難顯現；特殊

境遇對象社會局有列案，如有

調查需求，應可另案直接從中

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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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少年問卷中部分問題較難

回答，如何進行訪員訓練？ 

透過訪員訓練提升訪員對問卷

之掌握。同時相關問題均已進

行過相關調查，尚未見相關問

題 

4. 「這些服務對我的幫助有多

大」、「監護權調查」、「懷孕

防治」等問題可能較適合質

性調查，建議社會局將來可

研議其他調查或補充方式。 

納入期末報告，提供社會局未

來另案處理。 

5. P.5 居家式照顧托嬰中心、課

後照顧未納入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之規範，請刪除。 

依委員意見刪除。 

林淑慧委員 

編

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亞大已進行第 2次調查研

究，可將前次執行困境做為

本次修正參考。 

本次調查已將上次執行經驗納

入，反映在執行方式、問卷整

合、聯絡里長……等。若有其他

困難，將納入期末報告內容。 

2. 保母系統已調整成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問卷仍以社區保

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表達，建議括弧補充說明；

另建議 6-12歲之問卷也增加

此項目供勾選。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

定，相關修正均需再次重新辦

理，在作業期程上恐難進行。

在期末報告將加註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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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齡級距及人口數數據於報

告中不一致(P.14、P.21、P.25、

P.26、P.28、P.30等)，請檢視

修正。 

依委員意見修正，經檢視後

P.14、P.25、26、27人口數均修

正一致，P.28筆誤、P.30 數字均

已修正。年齡級距依委員意見

統一為「0歲以上未滿 6歲」、「6

歲以上未滿 12歲」、「12歲以上

未滿 18歲」。 

林雅容委員 

編

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建議將中央政府及臺中市政

府之福利措施區分開來，各

項福利措施再依領域、給付

方式歸納呈現。 

將嘗試於期末報告中依委員建

議意見修正，更新相關內容。 

2. 文獻內容修正： 

(1)P.6潘淑滿老師2001出處引

用錯誤。 

(2)P.7 兒少權益保障法第

38-41 條應表示為第 38條

至第 41條。 

(2)P.9-P.13臺中市概況內容呈

現應與題目緊扣，如人口及

資源配置。 

P.6、P.7依委員建議意見修正，

更新相關內容。P.9-P13 將嘗試

於期末報告中增加內容。 

3. 6 歲以下主要照顧者問卷建

議修正： 

(1)附 4「您是嬰幼兒的誰？」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

定，相關修正均需再次重新辦

理，在作業期程上恐難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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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類別應單獨列出。 

(2)附 5A5「請問嬰幼兒的身心

狀況？」結果可能變複選，

選項建議改為一般、發展遲

緩/疑似發展遲緩、身心障

礙；如選項照舊，「正常」

這個選項建議調整。 

(3)附 5B2-2-1「誰是嬰幼兒的

照顧者？」容易變複選。 

4. 服務相關內容中部分問題用

詞艱澀，建議可參照第一次

調查結果及各縣市問卷做修

正，使問句具體容易了解。 

問卷均已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

定，相關修正均需再次重新辦

理，在作業期程上恐難進行。 

5. 3 份問卷似無需求調查(有無

需求、有無用到)，是否遺漏？

抽樣名冊是否需要政府協助

發文告知受訪者？或將相關

資訊公告於政府或學校網

站？ 

承辦單位已協助研究團隊取得

相關資料，並將協助發文至區

公所及里辦公室。會先電話通

知里長調查時間，調查當日老

師如到場會再拜訪里長；另會

事先寄發明信片通知受調查

者。 

劉芳如科長 

編

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問卷設計調查 9大面向應與

報告呈現之文獻探討、研究

目的及調查規畫內容相呼

應，可參考附件 1期初座談

將嘗試期末報告中調整相關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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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之問卷面向內涵。 

2. 期初座談提及希望至少辦理

3 場焦點團體，邀集學者專

家、青少年代表及兒少主要

照顧者進行座談。邀請青少

年代表可了解青少年需求及

服務使用現況，簡報 P.34看

起來只邀請專家學者，建議

後續報送修正後的期中報告

提列目前焦點團體的邀請對

象名單。 

有規劃邀集學者專家、主要照

顧者、青少年代表座談，將規

劃於八月中之後，請社會局邀

集相關與會者，由亞洲大學辦

理座談會。時間、地點將再與

承辦單位協商。 

3. 為求嚴謹，在調查對象部

分，建議統一使用問卷中採

用的『0歲以上未滿 6 歲』、『6

歲以上未滿 12歲』、『12歲以

上未滿 18歲』的寫法，包括

P.3、P.25-28、P.32、附 28、

附 43。 

戶籍資料統計數據為 0-5歲，決

議改以未滿 6歲表示，各頁均

做相關修正。 

4. 調查對象：以民國 105年 4

月底設籍於臺中市，建議修

正為 4月底前或截至 105年 4

月底。 

以設籍時間為調查斷點 

5. 文獻資料中，臺中現況應以

最新的資料與數據呈現，

如：第 9點臺中市現為外籍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更新相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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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居住第 3多的城市，非

最多、P.11薩克斯風博物館

地方是否仍有設立需求？ 

6. 依契約規定 10月底前應提期

末報告初稿，簡報表示 10月

才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

研究進程是否需修正？ 

已辦理履約期限變更，將依委

員意見修正，更新相關內容。 

7. 其餘關文字修正部分： 

(5) P.32山海屯區寫錯。另外

建議問卷是以市區、屯

區、海線、山線為問項，

所以報告內容部分也應

相對應修正。不要一下稱

都區、一下稱市區。P.13

最後一段第 2行中區的

南屯區？建議修正。另外

本頁及下一頁有關人口

分布資料來源請載明。 

(6) P.22-23 調查項目有關家

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部

分，建議完整敘述問卷指

標內涵。 

(7) P.22調查對象 3家有 12

歲以上未滿 18歲之青少

年本人的「家有」應該刪

除。 

(8) Ｐ.25抽樣母體部分，由

於目前最新的資料為 105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更新相關

內容。報告內已經將都區改為

市區。P.13最後一段第 2行「中」

區的南屯區已改為「市」區……。

P.22-23 調查項目有關家庭照顧

如主要照顧者部分已加註「1週

同住 5日」。資料來源以加註臺

中市民政局，2016。P.22已刪

除「家有」兩字。P.25 為調查

資料的斷點設定。未來將於期

末報告再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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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底這段資料，建議

以備註方式載明，或是另

外有一節是指出本調查

報告的研究限制。 

 

 

  



附錄四 

207 

 

附錄四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期末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紀錄表 

提問者 提問內容或審查意見 亞洲大學答詢內容 

陳琇惠委員 1. 期中審查意見提到進

行臺中市與全國趨勢

之比較分析，由主管機

關決定是否進行。 

2. 統計方法仍只有百分

比，是否進行簡單交叉

分析，請研究團隊思

考。 

3. 應針對調查結果提出

具體研究建議(如使用

率不高、滿意度低、沒

有需求、哪些優先順

序)。 

4. 結論可用 101.105年摘

要對照表呈現，不需把

101 年度結果全部放

入。 

5. 應進行 105年研究結

果分析，再摘要研究建

議，以提升報告完整

性。 

 

1. 將參酌衛福部或主計處資

料加以比較分析。 

 

 

2. 補充交叉分析的結果，用

文字敘述具體呈現。 

 

 

3. 將增加一章「結論」，並在

本章節加以論述。 

 

 

4. 依委員建議修正。 

 

 

5.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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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結果分析表的陳

述方式應用 12號字；

另外表格要縮小，文字

要多，訊息要完整(如

0-6 歲嬰幼兒基本資料

裡，性別不平衡情形嚴

重、少子化趨勢明顯；

p.35 表 4-1-2，年齡層

及居住地有明顯不

同，應發現內容、事實

給市府未來規劃政策

時參考；p.38兄弟姐妹

的人數及有無兄弟姐

妹的結果意義分析，男

性、女性的文字是否更

改為男嬰幼兒、女嬰幼

兒；p.47沒有意願大於

有意願，焦點團體未看

到，可以提出來在建議

內；p.66表格請以 APA

格式呈現；並留意百分

比加總超過 100%的問

題) 

7. 質性訪談部分文字敘

述要多一點，不是只是

貼上受訪者的意見。 

8. 重要的是結果的整理

和研究的建議。 

6. 進行用詞及表格修正，行

距縮小、敘述增加。0-6

歲是否可直接反應少子

化，因牽涉父母生育年

齡、是否為第一胎等問

題，較困難。P.35再檢視

內容加以補充。P.38 男、

女將依委員建議修致為男

嬰幼兒、女嬰幼兒。P.47

依委員建議修正。P.66依

委員建議修正。 

 

 

 

 

 

 

 

 

 

 

7. 將增加質性訪談座談會之

資料。 

8. 依委員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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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容委員 1. 同時訪問到 2個年齡層

的家長如何處理？第三

章研究設計未說明。 

2. p.72-73 表格年齡層修

正。 

3. p.80 幫助程度應以有使

用過的為主，但總數卻

和前面填答者相同，6

歲以後很多都有這些問

題，很難掌握實際幫助

情形。 

4. p.89 12歲以上不會領到

聯評報告，是否視為無

效問卷？ 

5. p.99 青少年比較知道兒

權法，家暴及性侵的法

規知道程度反而不高，

建議表格以對法規了解

程度由高到低排序的方

式呈現。 

6. p.123 排序能清楚呈現

期待，但青少年對家暴

及性侵害防治宣導數值

低，對 113又懂，建議

再思考資料整理方式。 

7. 問卷中部分問題用詞艱

澀，可能影響調查結

果，可在研究限制中敘

明。 

1. 抽樣時已分開為三種問

卷，故調查時會限定問卷

內容。 

2. 依委員建議修正。 

 

3. 將扣除未使用過的資料，

再修正內容。 

 

 

 

4. 將再檢視原問卷，修正資

料。 

 

5. 依委員建議修正。 

 

 

 

 

6. 依委員建議再思考。 

 

 

 

7.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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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慧委員 1. p.10 臺中似乎沒有客家

土圓樓，概況敘述是否

恰當。 

2. p.11(四)臺中縣改為臺

中市。 

3. p.22 調查表式詳附件的

部分，要看哪裡應清楚

標示。 

4. p.26 表 3-3-3按百分比

應抽取數市區應是 82

卻 83，山線應 40卻 41，

數據不一致，且計畫應

避免集中或遺漏某些特

性。 

5. p.27 四、抽出率，12-

未滿 18歲抽出率應是

0.099。 

6. p.28 抽樣誤差數字應是

160961、157561、

201256。 

7. p.33 基本資料回收數應

是 207份。 

8. p.37 表 4-1-4百分比加

總超過或未滿 100%。 

9. p.43-45 4-1-10代為照顧

者選項又有父母、祖父

母(主要照顧者)，代為照

顧者可否用其他方式呈

現。 

1. 再檢視修正。 

 

 

2. 依委員建議修正。 

 

3. 依附件三 

 

4. 再檢視、修正。 

 

 

 

 

5. 依委員建議修正。 

 

 

6. 依委員建議修正。 

 

7. 依委員建議修正。 

 

8. 依再檢視修正。 

 

9. 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早上

8 點到晚上 6點。故下課

後到晚上 6點間縱然上學

也會有日間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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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49 自行照顧的人數與

p.36 的主要照顧者的人

數不一致。 

11. p.53 給保母帶偏低，但

父母知道托育補助的量

高，不一致！ 

12. p.58 送托保母為 63位，

與 p.36其他 8位數值落

差大。 

13. p.72-73 6-12 歲為兒童

非嬰幼兒。 

14. p.73 6-12 歲的主要照顧

者通常生母比較高，但

海線只有 35%，屯區生

父只有 13%，可以進一

步了解。 

15. p.79 文字敘述有誤，完

全不困難寫成非常困

難。 

16. p.82「近 100%」建議改

成「極少數」或其他敘

述。 

17.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今年已改

為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建議以括號註記。 

10. 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早上

8 點到晚上 6點。故下課

後到晚上 6點間縱然上學

也會有日間照顧者。故主

要照顧者遠大於自行照顧

者。 

11. 知道托育補助但不見得符

合申請條件或有適合保母

或交通條件不配合，故兩

者有落差。 

12. 忠實反映調查結果。 

13. 依委員建議修正。 

14. 忠實反映調查結果，在報

告中加註。。 

 

 

15. 依委員建議修正。 

 

16. 依委員建議修正。 

 

 

17. 依委員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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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慶委員 1. p.46-47 臨托是否困難

是不困難、還好，但焦

點座談的 1位專業保母

卻認為臨托很困難，量

化調查和質化訪談結果

不同，值得詮釋；也許

是量化調查問題設計的

緣故，建議寫在研究建

議裡(問卷設計如何問

出臨托困難度)。 

2. 問卷設計問題，如會不

會想用政府的臨托服

務？但是政府臨托服務

的定義其實是現金補

助，服務還是由使用者

自己尋找，因此問題界

定不明確。 

3. P.47主要照顧者「皆」

表示，但表列數據只有

1 人，建議修正文字。 

4. p.50 理論上自行照顧者

應不會有全職工作，但

卻有 26%有全職工作？ 

5. 所有和托育有關的問題

樣本數太少，未來問題

解決的建議？ 

6. 建議幼兒園和托嬰中心

的調查問題未來可以分

開。 

1. 將依委員建議在結論中補

充說明。 

 

 

 

 

 

 

2. 依委員臨托服務如果是現

金補助的部分，應該敘

明。 

 

 

 

 

3. 依委員建議修正。 

 

4. 裡面包含在家工作、經營

生意或店面。 

 

5. 此為研究的限制、在全臺

中 50多萬母體中僅調查

600 份抽出率原本就小，

樣本數也少，未來可以增

加樣本數或利益抽樣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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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127 焦點團體回答者

不需要課後輔導，但量

化調查約排在第 3.4

名，焦點團體選擇的逐

字稿無法與量化調查相

呼應。焦點團體呈現的

部分太少，解讀也太

少。 

8. p.4 居家式照顧托嬰中

心、課後照顧未納入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之規

範，請刪除。 

6. 建議幼兒園和托嬰中心未

來在設計上會區分。 

7. 課後輔導的部分，回答者

本身成績好不需要，但他

的同學中間程度者需要，

資料漏未呈現，會再補

正。 

8. 依委員建議刪除。 

劉芳如科長 1. 補充全國趨勢比較的統

計分析數據。 

2. 補充具體建議以導引未

來政策推動方向。 

3. p.8、p.10文獻資料應更

新，並請全面檢視更

新。 

4. 托育政策在使用者端的

想法與建議，分析報告

與實務現場差異相當

大，可能與樣本數少、

p.33 研究限制、問卷設

計(對象、定義)有關；建

議在調查分析上敘明。 

5. 簡報 p.42 105 與 101 年

比較幼兒園使用比例降

低，報告 p.141 101 與

1. 會再多一章結論，將全國

趨勢分析和具體政策建議

放入。 

2. 加在結論中。 

3. 期中報告已逐項修完，但

期末報告用到了舊的檔

案，再修正。 

4.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5.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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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差距百分比很

大，但實務上幼兒園入

園人數成長了 45%，再

請研究團隊分析 101 年

的樣本特性回饋到詮釋

上面，否則難交代目前

現況。 

6. 研究報告制式規範提供

研究單位進一步修正。 

7. p.99 青少年法規的正確

詮釋。 

8. 在研究限制的部分說明

報告的解讀意義，了解

與蒐整托育一條龍的研

究調查報告，進行相呼

應的對照與整理。(王兆

慶委員：在結論部分加

註與實務上的差距) 

 

 

 

 

 

 

6.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7. 此問像為 12-18歲青少年

欲了解的法規內容而非了

解度。 

8.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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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附錄四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及修正對照表 

 

陳琇惠委員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期中審查意見提到進行臺中市與

全國趨勢之比較分析，由主管機

關決定是否進行。 

將參酌衛福部或主計處資料

加以比較分析。 

2. 統計方法仍只有百分比，是否進

行簡單交叉分析，請研究團隊思

考。 

補充交叉分析的結果，用文

字敘述具體呈現。 

3. 應針對調查結果提出具體研究建

議(如使用率不高、滿意度低、沒

有需求、哪些優先順序)。 

將於第五章增加一節「建議」

加以論述。 

4. 結論可用 101.105年摘要對照表

呈現，不需把 101年度結果全部

放入。 

依委員建議修正第五章。 

5. 應進行 105年研究結果分析，再

摘要研究建議，以提升報告完整

性。 

依委員建議修正第五章。 

6. 研究結果分析表的陳述方式應用

12 號字；另外表格要縮小，文字

要多，訊息要完整(如 0-6歲嬰幼

兒基本資料裡，性別不平衡情形

進行用詞及表格修正，行距

縮小、敘述增加。0-6 歲是否

可直接反應少子化，因牽涉

父母生育年齡、是否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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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少子化趨勢明顯；p.35表

4-1-2，年齡層及居住地有明顯不

同，應發現內容、事實給市府未

來規劃政策時參考；p.38兄弟姐

妹的人數及有無兄弟姐妹的結果

意義分析，男性、女性的文字是

否更改為男嬰幼兒、女嬰幼兒；

p.47 沒有意願大於有意願，焦點

團體未看到，可以提出來在建議

內；p.66表格請以 APA 格式呈

現；並留意百分比加總超過 100%

的問題) 

胎等問題，較困難。P.35再

檢視內容加以補充。P.38男、

女將依委員建議修致為男嬰

幼兒、女嬰幼兒。P.47依委

員建議修正。P.66依委員建

議修正。 

7. 質性訪談部分文字敘述要多一

點，不是只是貼上受訪者的意

見。 

將增加質性訪談之文字敘

述。 

8. 重要的是結果的整理和研究的建

議。 

依委員建議修正第五章。 

林雅容委員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同時訪問到 2個年齡層的家長如

何處理？第三章研究設計未說

明。 

抽樣時已分開為三種問卷，

故調查時會限定問卷內容。 

2. p.72-73 表格年齡層修正。 依委員建議修正。 

3. p.80幫助程度應以有使用過的為

主，但總數卻和前面填答者相

同，6歲以後很多都有這些問

題，很難掌握實際幫助情形。 

將扣除未使用過的資料，再

修正內容。 

4. p.89 12歲以上不會領到聯評報

告，是否視為無效問卷？ 

將再檢視原問卷，修正資料。 



附錄五 

219 

 

5. p.99 青少年比較知道兒權法，家

暴及性侵的法規知道程度反而不

高，建議表格以對法規了解程度

由高到低排序的方式呈現。 

表格經主計核定，應依問卷

項目順序排列，文字敘述部

分亦已列出了解程度較高的

五項法規。 

6. p.123 排序能清楚呈現期待，但

青少年對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數值低，對 113 又懂，建議再思

考資料整理方式。 

依委員建議再思考。 

7. 問卷中部分問題用詞艱澀，可能

影響調查結果，可在研究限制中

敘明。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說明。 

林淑慧委員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p.10 臺中似乎沒有客家土圓樓，

概況敘述是否恰當。 

依委員建議再檢視修正。 

2. p.11(四)臺中縣改為臺中市。 依委員建議修正。 

3. p.22 調查表式詳附件的部分，要

看哪裡應清楚標示。 

依委員建議修正。 

4. p.26 表 3-3-3按百分比應抽取數

市區應是 82卻 83，山線應 40卻

41，數據不一致，且計畫應避免

集中或遺漏某些特性。 

依委員建議再檢視修正。 

5. p.27 四、抽出率，12-未滿 18歲

抽出率應是 0.099。 

依委員建議修正。 

6. p.28 抽樣誤差數字應是

160961、157561、201256。 

依委員建議修正。 

7. p.33 基本資料回收數應是 207

份。 

依委員建議修正。 

8. p.37 表 4-1-4百分比加總超過或

未滿 100%。 

依委員建議再檢視修正。 

9. p.43-45 4-1-10 代為照顧者選項

又有父母、祖父母(主要照顧

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早上 8

點到晚上 6點。故下課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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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為照顧者可否用其他方式

呈現。 

晚上 6點間縱然上學也會有

日間照顧者。 

10. p.49自行照顧的人數與p.36的主

要照顧者的人數不一致。 

忠實反映調查結果。 

11. p.53 給保母帶偏低，但父母知道

托育補助的量高，不一致！ 

知道托育補助但不見得符合

申請條件或有適合保母或交

通條件不配合，故兩者有落

差。 

12. p.58 送托保母為 63位，與 p.36

其他 8位數值落差大。 

忠實反映調查結果。 

13. p.72-73 6-12歲為兒童非嬰幼兒。 依委員建議修正。 

14. p.73 6-12歲的主要照顧者通常生

母比較高，但海線只有 35%，屯

區生父只有 13%，可以進一步了

解。 

忠實反映調查結果，在報告

中加註。 

15. p.79 文字敘述有誤，完全不困難

寫成非常困難。 

依委員建議修正。 

16. p.82「近 100%」建議改成「極少

數」或其他敘述。 

依委員建議修正。 

17.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今年已改為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建議以括號註記。 

依委員建議修正。 

王兆慶委員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p.46-47 臨托是否困難是不困

難、還好，但焦點座談的 1位專

業保母卻認為臨托很困難，量化

調查和質化訪談結果不同，值得

詮釋；也許是量化調查問題設計

的緣故，建議寫在研究建議裡(問

卷設計如何問出臨托困難度)。 

將依委員建議在結論中補充

說明。 

2. 問卷設計問題，如會不會想用政 臨托服務如果是現金補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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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臨托服務？但是政府臨托服

務的定義其實是現金補助，服務

還是由使用者自己尋找，因此問

題界定不明確。 

部分，應該敘明。 

3. P.47主要照顧者「皆」表示，但

表列數據只有 1人，建議修正文

字。 

依委員建議修正。 

4. p.50理論上自行照顧者應不會有

全職工作，但卻有 26%有全職工

作？ 

裡面包含在家工作、經營生

意或店面。 

5. 所有和托育有關的問題樣本數太

少，未來問題解決的建議？ 

此為研究的限制、在全臺中

50 多萬母體中僅調查 600份

抽出率原本就小，樣本數也

少，未來可以增加樣本數或

利益抽樣處理。 

6. 建議幼兒園和托嬰中心的調查問

題未來可以分開。 

建議幼兒園和托嬰中心未來

在設計上會區分。 

7. p.127 焦點團體回答者不需要課

後輔導，但量化調查約排在第 3.4

名，焦點團體選擇的逐字稿無法

與量化調查相呼應。焦點團體呈

現的部分太少，解讀也太少。 

課後輔導的部分，回答者本

身成績好不需要，但他的同

學中間程度者需要，資料漏

未呈現，會再補正。 

8. p.4 居家式照顧托嬰中心、課後

照顧未納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

規範，請刪除。 

依委員建議刪除。 

劉芳如科長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與修正 

1. 補充全國趨勢比較的統計分析數

據。 

將增加第五章內容，將全國

趨勢分析和具體政策建議放

入。 

2. 補充具體建議以導引未來政策推 加在結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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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向。 

3. p.8、p.10文獻資料應更新，並請

全面檢視更新。 

期中報告已逐項修完，但期

末報告用到了舊的檔案，再

修正。 

4. 托育政策在使用者端的想法與建

議，分析報告與實務現場差異相

當大，可能與樣本數少、p.33研

究限制、問卷設計(對象、定義)

有關；建議在調查分析上敘明。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5. 簡報 p.42 105與 101年比較幼兒

園使用比例降低，報告 p.141 101

與 105年差距百分比很大，但實

務上幼兒園入園人數成長了

45%，再請研究團隊分析 101年

的樣本特性回饋到詮釋上面，否

則難交代目前現況。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6. 研究報告制式規範提供研究單位

進一步修正。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7. p.99 青少年法規的正確詮釋。 此問像為 12-18歲青少年欲

了解的法規內容而非了解

度。 

8. 在研究限制的部分說明報告的解

讀意義，了解與蒐整托育一條龍

的研究調查報告，進行相呼應的

對照與整理。(王兆慶委員：在結

論部分加註與實務上的差距) 

依委員建議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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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調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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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為瞭解臺中市未滿 18歲兒童及少年家庭狀況、生活狀況、托育及

教（養）育問題、遊戲與育樂休閒現況及需求、社會參與情形以及對政

府辦理兒童少年福利措施之瞭解、使用與期望等。依據「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條規定，臺中市政府訂定「105年臺中市兒童及

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實施計畫，作為辦理本次調查之準據。 

二、 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整理並呈現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使用之情形，包括

現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資源之認知、使用現況、滿意度與相

關建議。 

(二)呈現臺中市市民對兒童及少年不同領域之需求的認知與期待程

度。 

(三)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臺中市社會局建構完善之兒

童及少年福利內涵與資源網絡。 

三、 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一)調查對象:以民國 105年 4月底設籍於臺中市，分類如下: 

   1.家有 0歲以上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2.家有 6歲以上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3.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 

(二)調查區域範圍:以臺中市臺中市 29個行政區為調查範圍。 

四、 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 

1.0歲-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1)嬰幼兒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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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4)托育照顧:如家中托育狀況、尋找托嬰中心的管道、每月

托嬰或幼兒園的平均花費等。 

2.6歲-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1)兒童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3)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3.12歲-未滿 18歲之少年本人問卷 

(1)少年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區、身心狀況等。 

(2)家庭狀況:如同住者、兄弟姊妹數量。 

(3)家庭照顧:如主要照顧者。 

(4)醫療健康:身體是否有遭遇過重大事故、罹患過的疾病與

心理困擾等。 

(5)安全保護:如少年想了解的相關法規內容。 

(6)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如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每日上網

時數、上網的主要目的等。 

(7)就學就業:如少年的就學情形、每周工讀時數、工讀金主

要的使用情形等。 

(二)調查單位:人、元。 

(三)調查表式:詳附件三。 

五、 調查資料時期 

(一)靜態資料:105年 4月 30日止未滿 18歲之兒童、少年該日期之現

況資料為主。 

(二)動態資料: 以各調查項目所列之時期為準。 

六、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一)調查實施期間 105年 7月至 105年 11月 

(二)調查週期:每 4年辦理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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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調查工作進度表 

工作

項目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計畫

開始 
         

 

期初

審查 
         

 

研究

設計 
         

 

訪員

訓練 
         

 

期中

審查 
         

 

抽樣

調查 
         

 

統計

分析 
         

 

期末

審查 
         

 

成果

報告 
         

 

七、 調查方法 

 (一)資料蒐集:採用面訪為主，電訪為輔，透過訪員進行面對面的問

卷調查，並於訪問結束後檢查問卷是否有遺漏之情形，

提高問卷品質。    

 (二)抽樣設計:詳附件二 

八、 整理編制方法及結果表示: 

    (一)資料整理:問卷分析方法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

人工處理包括：調查資料審核、檢誤、更正、結

果表核對、研判與分析；電腦處理部分包括：調

查資料登錄、資料處理、資料分析、結果表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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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料分析:預計以 excel進行資料分析。 

    (三)結果表式:詳附件三 

    (四)預定刊印之統計報告名稱: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

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 

九、 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承辦單位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負責調查工作的策劃、調查期間督導、及相關

調查行政業務支援等事宜。亞洲大學經評選過後為受託機關，負責

進行問卷調查規劃、調查表設計、印製，調查工作之執行，資料整

理、審核、統計結果表列及調查報告之撰寫與編印等事宜。 

十、 所需經費與來源 

    本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84萬 2,000元整，經費由 105年度臺

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下支應。調查實施計畫所需經費及來

源如附件四。 

 

 

 

【附件】 

一、 調查問卷 

二、 抽樣設計：含調查母體來源、抽樣方法、樣本抽出程序、抽出率、

樣本配置、抽樣誤差及信賴水準。 

三、 結果表式: 含交叉統計表及表頭表側分類變數表。 

四、 調查實施計畫所需經費及來源:經費明細表與經費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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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調查問卷 

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調查問卷 

核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市主三字第 1050006621號 

有效期間: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 

 

 

 

 

樣本序號 

      

 

您好： 

我是「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的訪員，目前受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的

委託，透過這個調查能提供臺中市政府更多有關於現階段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福利需求所需之

資訊，作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各項服務之參考，有利臺中市政府推動各項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所以，要打擾您幾分鐘的時間，請教一下相關問題。 

※本調查訪問之對象，以民國 105年 4月底戶籍常設於臺中市內 0~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為

準。 

 

1.居住地址：  

臺中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2.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第壹部份：基本資料 

A1、 請問您是嬰幼兒的： 

□○1生母/繼母/養母 □○2生父/繼父/養父 □○3祖父母 □○4外祖父母   

□○5其他：（請說明）＿＿＿＿＿＿ 

A2、 請問嬰幼兒的性別：□○1男  □○2女 

A3、 請問嬰幼兒的年齡：          歲（足歲）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

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

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用，

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

報。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

福利科 

受託機關：亞洲大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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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請問嬰幼兒的居住地區： 

□A市區 □○1西區 □○2西屯區 □○3北區 □○4北屯區  □○5中區 

          □○6東區 □○7南區 □○8南屯區 

□B屯區 □○9霧峰區 □○10太平區 □○11大里區 □○12烏日區 

□C海線 □○13大肚區 □○14龍井區 □○15沙鹿區 □○16梧棲區  

□○17清水區□○18大安區 □○19大甲區 □○20外埔區   

□D山線 □○21大雅區 □○22潭子區 □○23豐原區 □○24后里區  

□○25神岡區□○26新社區 □○27石岡區 □○28東勢區 □○29和平區 

A5、 請問嬰幼兒的身心狀況： 

□○1正常   □○2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A6、 身分別 

a、父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b、母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嬰幼兒目前與哪些人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5 天

以上) 

□○1生父/繼父/養父  □○2生母/繼母/養母   □○3祖父/外祖父     

□○4祖母或外祖母 

□○5兄弟姊妹        □○6父親的兄弟姊妹   □○7母親的兄弟姊妹    

□○8其他：（請說明）＿＿＿＿＿＿＿＿ 

B1-2、請問嬰幼兒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1無    □○2一位   □○3二位  □○4三位 □○5四位 □○6五位以上 

B1-3、請問嬰幼兒的家庭，民國104年平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1無收入           □○2未滿2萬元        □○3 2萬-未滿4萬元     

□○4 4萬-未滿6萬元    □○5 6萬-未滿8萬元    □○6 8萬 -未滿10萬元   

□○7 10萬以上           

二、 家庭照顧 

B2-1、請問您家中有幾位未滿18歲的小孩        位 

B2-2-1請問目前嬰幼兒日間(08:00-18:00)主要照顧者為? 

□○1嬰幼兒的母親       □○2嬰幼兒的父親    □○3嬰幼兒的祖父母 

□○4嬰幼兒的外祖父母   □○5嬰幼兒的親友    □○6保母照顧   

□○7托嬰中心/幼兒園    □○8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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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請問目前嬰幼兒夜間(18:00-08:00)主要照顧者為?  

□○1嬰幼兒的母親       □○2嬰幼兒的父親    □○3嬰幼兒的祖父母 

□○4嬰幼兒的外祖父母   □○5嬰幼兒的親友    □○6保母照顧   

□○7托嬰中心/幼兒園    □○8其他：（請說明）＿＿＿＿＿＿＿＿ 

B2-3、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是誰？ 

□○1嬰幼兒的母親       □○2嬰幼兒的父親  □○3嬰幼兒的祖父母 

□○4嬰幼兒的外祖父母   □○5親戚          □○6嬰幼兒父母的朋友 

□○7傭人               □○8保母          □○9托嬰中心/幼兒園   

□○10其他：（請說明）＿＿＿＿＿＿＿＿ 

B2-4、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能找到別人暫時照顧嬰幼兒？ 

□○1非常困難  □○2困難  □○3還好  □○4不太困難   □○5完全不困

難 

B2-5、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但無法找到熟識保母或機構的時候，是否願

意利用政府之臨托服務？□○1是   □○2否  

 

三、 托育照顧 

B3、請問您家中托育狀況：□○1自行照顧（請填B3-1-1~4）   □○2保

母照顧（請填B3-2-1~6） 

□○3托嬰中心／幼兒園（請填B3-3-1~4） 

B3-1、自行照顧者 

B3-1-1、請問您的年齡：       歲（以實足年齡計算） 

B3-1-2、請問您目前是否有工作 

□○1退休  □○2目前沒有工作  □○3有兼職工作 □○4有全職工作 

B3-1-3、是否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

中心 

□○1從未使用(請跳答B4 ) 

□○2曾經使用，多久之前曾使用過：（請說明）＿＿＿＿＿＿＿ 

B3-1-4、不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

／幼兒園的主要原因： 

□○1自行照顧即可      □○2小孩不適應        □○3費用太高 

□○4服務人員經驗不足  □○5服務人員態度不好   

□○6其他：（請說明）＿＿＿＿＿ 

B3-2、保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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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1、請問孩子的保母是否有加入保母系統？ 

□○1是    □○2否     □○3不知道  

B3-2-2、請問您（們）當初尋找到這個保母的主要管道？（可複選） 

□○1自行尋找（網路搜尋、宣傳單）□○2親友推薦       

□○3同事、鄰居推薦              □○4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媒合及轉介     

□○5其他保母〈或托嬰中心/幼兒園〉推薦    

□○6活動宣傳              □○7其他：（請說明）＿＿＿＿＿＿ 

B3-2-3、請問目前照顧您孩子的保母，現在同時照顧幾位嬰幼兒（含

保母自己的孩子）？ 

□○1         位    □○2不清楚 

B3-2-4、請問目前您選用的保母照顧服務，每位每月平均所需費用

為何（含副食品及其他支出）(尚未計入政府補助之折算金

額。)？  

□○1免費       □○2未滿5000元    □○3 5000元~未滿1萬元 

□○4 1萬以上~未滿1.5萬元□○5 1.5萬以上~未滿2萬元  

□○6 2萬以上~未滿2.5萬元□○7 2.5萬以上~未滿3萬元     

□○8 3萬以上~未滿6萬元  □○9 6萬以上 

B3-2-5、您目前選擇保母的原因為何?（複選，勾選主要3項） 

□○1離住家較近，方便接送   □○2價格合理   

□○3友人使用過後推薦       □○4收托時間適當            

□○5服務員經驗豐富    □○6環境好，讓我放心        

□○7是自己熟識的人         □○8其他：（請說明）＿＿＿＿＿ 

B3-2-6、請問您平均需要花多少時間接送嬰幼兒？每天      小時      

分鐘 （往返） 

B3-3、托嬰中心／幼兒園 

B3-3-1、請問您（們）當初尋找到這個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

道？（可複選） 

□○1自行尋找（網路搜尋、宣傳單） □○2親友推薦     

□○3同事、鄰居推薦    □○4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媒合及轉介    

□○5其他托嬰中心／幼兒園推薦   □○6活動宣傳                      

□○7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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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2、請問目前您選用的托嬰中心／幼兒園，每位每月平均所需

費用為何（含副食品、才藝課程及其他支出）(不含政府補助

之折算金額)？  

□○1免費        □○2未滿5,000元     □○3 5,000元~未滿1萬元 

□○4 1萬以上~未滿1.5萬元    □○5 1.5萬以上~未滿2萬元    

□○6 2萬以上~未滿2.5萬元    □○7 2.5萬以上~未滿3萬元    

□○8 3萬以上~未滿6萬元      □○9 6萬以上 

B3-3-3、您目前選擇此托嬰中心／幼兒園的原因為何?（複選，勾

選主要3項） 

□○1離住家較近，方便接送  □○2價格合理        

□○3友人使用過後推薦      □○4收托時間適當            

□○5服務員經驗豐富      □○6環境好，讓我放心 

□○7是自己熟識的人        □○8其他：（請說明）＿＿＿＿＿＿ 

B3-3-4、請問您平均需要花多少時間接送嬰幼兒？每天      小時      

分鐘 （往返） 

B4、當您遇到托育問題時會請教誰？（可複選，至多3個） 

□○1父母、長輩或親戚  □○2周遭朋友  □○3自行上網查詢   

□○4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保母   

□○6尋求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協助 □○7托嬰中心／幼兒園 

□○8其他：（請說明）＿＿＿＿＿＿＿＿＿＿＿＿＿＿＿＿＿ 

第參部分：嬰幼兒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 兒童托育照顧面向 

C1、請依據您對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內容的認識或使用經驗進行勾選，

「知道該項托育服務且曾利用」者，請就「滿意」、「普通」、「不滿

意」擇一勾選；「知道該項托育服務但未利用」者，請就「不需要」、

「需要，但無法利用」擇一勾選；「不知道」該項托育服務內容者，請

勾選「不知道」。 

托育服務相關內容 
知道且曾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不知道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需要 需要，但無法利用 

C1-1、托育服務 

○1托嬰中心／幼兒

園 
            

○2保母托育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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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務相關內容 
知道且曾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不知道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需要 需要，但無法利用 

服務 

○3身心障礙及發展

遲緩嬰幼兒日托中

心 

            

C1-2、托育費用補助 

○1父母未就業家庭

育兒津貼補助 
            

○2就業者家庭部分

托育費用補助 
            

○3托育一條龍       

○4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 
            

○5 5歲幼兒免學費教

育計畫 
            

○6低收入戶托育津

貼 
            

○7弱勢家庭幼兒臨

時托育補助 
            

○8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生活津貼 
            

C1-3、其他托育相關服務 

○1育兒指導服務（含

新手父母、弱勢家

庭） 

            

○2身心障礙者臨時

及短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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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托育服務需求調查 

C2、請問您希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為何？（複選，勾選主要 5項） 

□○1提供近便性，找到保母的資源  

□○2提供近便性，找到托嬰中心的資源 

□○3能提供配合延長托育時間的措施        

□○4能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 

□○5提供適齡的育兒資訊或親職教育網站    

□○6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 

□○7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的育兒環境    

□○8設置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        

□○9提升保母托育專業知能的方案 

□○10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如：親子遊戲館、親子堡等)    

□○11提供親職教育講座    

□○12加強宣導免費到宅提供育兒相關知能指導、環境規劃、嬰幼兒照顧

與親子溝通技巧等服務（育兒指導服務） 

□○13政府宜提供托育服務資源平臺（整合托育資訊及網路平臺） 

□○14落實保母督導管理及考核機制          

□○15其他：（請說明）＿＿＿＿＿ 

C3、請問您希望政府透過哪種途徑告知家長各項托育服務資訊？（可複

選，最多 3項） 

□○1電視媒體    □○2報紙  □○3雜誌刊物   

□○4公車廣告或電子看板    □○5市府網站    □○6政府出版品          

□○7媽媽手冊或嬰幼兒手冊  □○8其他：（請說明）＿＿＿＿＿＿＿＿ 

C4、請問在何處放置臺中市臺中市各項托育服務資訊，是您最便利的取

得地點？（可複選，最多 3項） 

□○1戶政事務所   □○2醫療院所及衛生所    □○3各區公所    

□○4村里辦公室   □○5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公室  □

○6托嬰中心/幼兒園  □○7文化中心或圖書館      □○8其他：（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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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調查問卷 

核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市主三字第 1050006621號 

有效期間: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 

 

 

 

 

樣本序號 

      

 

您好： 

我是「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的訪員，目前受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的

委託，透過這個調查能提供臺中市政府更多有關於現階段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福利需求所需之

資訊，作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各項服務之參考，有利臺中市政府推動各項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所以，要打擾您幾分鐘的時間，請教一下相關問題。 

※本調查訪問之對象，以民國 105年 4月底設籍臺中市內 6歲以上～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為

準。 

1.居住地址：  

臺中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2.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第壹部份：基本資料 

A1、請問您是兒童的： 

□○1生母/繼母/養母  □○2生父/繼父/養父  □○3祖父母   

□○4外祖父母  □○5其他：（請說明）＿＿＿＿＿＿ 

A2、請問兒童的性別：□○1男  □○2女 

A3、請問兒童的年齡：          歲（足歲）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

福利科 

受託機關：亞洲大學辦理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

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

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

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

實填報。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

福利科 

受託機關：亞洲大學辦理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236 

 

 

A4、請問兒童的居住地區： 

□A市區 □○1西區 □○2西屯區 □○3北區 □○4北屯區 □○5中區 

           □○6東區 □○7南區 □○8南屯區 

□B屯區 □○9霧峰區 □○10太平區 □○11大里區 □○12烏日區 

□C海線 □○13大肚區 □○14龍井區 □○15沙鹿區 □○16梧棲區  

□○17清水區□○18大安區 □○19大甲區 □○20外埔區   

□D山線 □○21大雅區 □○22潭子區 □○23豐原區 □○24后里區  

□○25神岡區□○26新社區 □○27石岡區 □○28東勢區 □○29和平區 

A5、請問兒童的身心狀況： 

□○1正常   □○2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A6、身分別 

a、父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b、母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兒童目前與哪些人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5 天以

上) 

□○1生父/繼父/養父  □○2生母/繼母/養母   □○3祖父/外祖父      

□○4祖母或外祖母    □○5兄弟姊妹         □○6父親的兄弟姊妹    

□○7母親的兄弟姊妹  □○8其他：（請說明）＿＿＿＿＿＿＿＿ 

B1-2、請問兒童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1無   □○2一位  □○3二位  □○4三位  □○5四位  □○6五位以上 

B1-3、請問兒童的家庭，民國104年平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1無收入           □○2未滿2萬元          □○3 2萬-未滿4萬元  

□○4 4萬-未滿6萬元    □○5 6萬-未滿8萬元      □○6 8萬-未滿10萬  

□○7 10萬以上           

二、 家庭照顧 

B2-1、請問目前兒童的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是誰？ 

□○1兒童的母親      □○2兒童的父親  □○3兒童的祖父母 

□○4兒童的外祖父母  □○5親友照顧    □○6兒童課後日間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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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請說明）＿＿＿＿＿＿＿＿              

B2-2、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是誰？ 

□○1兒童的母親      □○2兒童的父親      □○3兒童的祖父母 

□○4兒童的外祖父母  □○5親戚            □○6兒童父母的朋友 

□○7傭人            □○8兒童課後照顧/補習班      

□○9其他：（請說明）＿＿＿＿＿＿＿＿ 

 

B2-3、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能找到別人暫時照顧兒童？ 

□○1非常困難  □○2困難  □○3還好 □○4不太困難  □○5完全不困難 

 

第參部份：兒童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現況： 

C1-1、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有提供以下有關兒童的福利服務，請問您：

(A)知不知道？(B)有沒有用過？(C)這些服務對你的幫助多大？  請分

別在這三排的空格打勾 

  
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C1-1-1家庭照顧面向 

○1低收入戶子女生活補助〈2695元/

月〉 
         

○2低收入戶子女就學生活補助〈6115

元/月〉 
         

○3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3628元/月、中度以上 4872

元/月〉 

         

○4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4872元/月、中度以上 8499

元/月〉 

         

○5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1969元/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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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月〉 

○6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補

助〈3000元/月〉 
         

○7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2001元/月〉 
         

○8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減免          

C1-1-2醫療健康照顧面向 

○1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

費補助 
         

○2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年醫

療補助 
         

C1-1-3兒童照顧服務 

○1兒童寄養服務          

○2兒童出收養服務          

○3兒童安置教養機構          

○4兒童監護權調查服務          

○5兒童陪同出庭服務          

C1-1-4人身安全面向 

○1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          

○2 113 保護專線          

C1-1-5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1運動場/球場          

○2圖書館          

○3文化中心          

○4婦幼館、兒童館及兒青館          

C1-1-6居住與環境面向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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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1公園〈公共設施〉          

○2社區活動中心          

C1-1-7支持系統網絡 

○1家庭教育中心（屬教育類)          

○2家庭服務中心（屬社福類）          

○3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4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5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C1-1-8其他： 

C1-2、請問您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為何？ 

□○1電視媒體  □○2報紙  □○3雜誌刊物  □○4網路  □○5廣告看板  

□○6政府機構  □○7廣播  □○8  其他：（請說明）＿＿＿＿＿＿＿＿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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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望： 

C2、請問您認為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優先提供哪些兒童或少年福利措施？

（複選，勾選主要5項） 

□○1提供經濟扶助                

□○2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3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      

□○4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5增設地區性的圖書館          

□○6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7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8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9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10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11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場等） 

□○12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地、籃球

場等） 

□○13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養等問題的家

庭）關懷與訪視服務 

□○14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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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調查問卷 

核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中市主三字第 1050006621號 

有效期間: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 

 

 

 

樣本序號 

      

 

您好： 

我是「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的訪員，目前受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的委託，

透過這個調查能提供臺中市政府更多有關於現階段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福利需求所需之資訊，作為

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各項服務之參考，有利臺中市政府推動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政

策。所以，要打擾您幾分鐘的時間，請教一下相關問題。 

※本調查訪問之對象，以民國 105年 4月底設籍臺中市內 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青少年為準。 

1.居住地址：  

臺中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2.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第壹部份：基本資料 

A1、 性別：□○1男  □○2女 

A2、 年齡：           歲（足歲） 

A3、 請問少年的居住地區： 

□A市區 □○1西區 □○2西屯區 □○3北區 □○4北屯區 □○5中區 

           □○6東區 □○7南區 □○8南屯區 

□B屯區 □○9霧峰區 □○10太平區 □○11大里區 □○12烏日區 

□C海線 □○13大肚區 □○14龍井區 □○15沙鹿區 □○16梧棲區  

□○17清水區□○18大安區 □○19大甲區 □○20外埔區   

□D山線 □○21大雅區 □○22潭子區 □○23豐原區 □○24后里區  

□○25神岡區 □○26新社區 □○27石岡區 □○28東勢區 □○29和平區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

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

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用，

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

報。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

福利科 

受託機關：亞洲大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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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請問少年的身心狀況： 

□正常  □經學校評定為學習障礙者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A4-1、請問填答者為：□受訪者本人   □代答人員                    

 

A5、 身分別 

a、父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b、母親：□○1一般人口  □○2原住民  □○3新住民 

 

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您目前與哪些人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5 天以上) 

□○1生父/繼父/養父  □○2生母/繼母/養母  □○3祖父/外祖父     

□○4祖母/外祖母     □○5兄弟姊妹        □○6父親的兄弟姊妹   

□○7母親的兄弟姊妹  □○8其他：（請說明）＿＿＿＿＿＿＿＿ 

B1-2、請問您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1無  □○2一位  □○3二位  □○4三位  □○5四位  □○6五位以上 

二、 家庭照顧 

B2、請問您的主要照顧者是誰？（可複選） 

□○1生父/繼父/養父  □○2生母/繼母/養母   □○3祖父/外祖父     

□○4祖母/外祖母     □○5兄弟姊妹         □○6父親的兄弟姊妹    

□○7母親的兄弟姊妹  □○8其他：（請說明）＿＿＿＿＿＿＿＿ 

 

三、 醫療健康 

B3-1、請問您是否曾遭受到下列重大身體事故傷害（可複選） 

□○1無                □○2動物嚴重咬傷     □○3燒燙傷   

□○4交通事故          □○5中毒（藥物、氣體、農藥）  

□○6跌（墜）落        □○7溺水             □○8異物哽塞 

□○9刀器、利銳器傷害  □○10撞擊、夾傷         

□○11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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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請問您有沒有罹患下列疾病或症狀（可複選） 

□○1無       □○2氣喘過敏  □○3近視       □○4肥胖症 

□○5體重過輕 □○6過動症    □○7 B 型肝炎    

□○8重大傷病：（請說明）＿＿＿＿＿＿＿＿ 

□○9其他：（請說明）＿＿＿＿＿＿＿＿ 

B3-3、請問您有沒有以下的心理困擾（可複選，最多選3個） 

□○1無              □○2課業成績         □○3與同學相處      

□○4與同性朋友相處  □○5與異性朋友相處   □○6與家人相處   

□○7零用金不足      □○8時間不夠用       □○9性別認同 

□○10其他：（請說明）＿＿＿＿＿＿＿＿ 

 

四、 安全保護 

B4-1、請問以下的法規相關內容，哪些是您想了解的？（複選，最多勾

選4項）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3少年事件處理法     □○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菸害防制法   

□○6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7家庭暴力防治法   □○8勞動基準法       

□○9性別工作平等法     □○10優生保健法        

□○11其他：（請說明）＿＿＿＿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B5-1、請問您個人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為何？（可複選，最多可選填5

項） 

□○1看電視〈含電影〉及數位視聽器材     □○2電視遊樂器      

□○3玩手機  □○4家中上網（含下載音樂、影片、玩線上遊戲）  

□○5彈奏樂器  □○6閱讀報章雜誌   □○7逛街  □○8去電影院看電影  

□○9音樂會或藝文展演活動  □○10去KTV 唱歌 

□○11登山、郊遊、露營、旅遊等戶外活動   □○12聊天、講電話 

□○13上網咖  □○14球類體育活動   □○15社團活動  □○16跳街舞   

□○17打撞球  □○18桌遊 □○19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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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請問您平均每週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 

□○1未滿2 個小時     □○2 2~未滿5個小時    □○3 5~未滿10個小時 

□○4 10~未滿20個小時  □○5 20~未滿30個小時  □○6 30~未滿40個小時 

□○7 40個小時以上 

B5-3、請問您最常使用的3C產品為？ 

□○1桌上型電腦       □○2筆記型電腦       □○3平板電腦 

□○4智慧型手機       □○5掌上型遊戲機     □○6 MP3          

□○7其他：（請說明）＿＿＿＿＿＿＿＿ 

B5-4、請問您每天上網多久？ 

□○1完全沒有(請跳至B5-5)       □○2未滿1 個小時 

□○3 1~未滿2 個小時             □○4 2~未滿3 個小時 

□○5 3~未滿4 個小時             □○6 4~未滿5 個小時 

□○7 5 個小時以上 

B5-4-１、請問您上網主要都做什麼（複選，最多勾選3項）? 

□○1社群網站（facebook、微博、twitter、 Line、skype、WeChat）     

□○2收看直播         □○3網路購物交易       □○4查資料、寫作業    

□○5玩線上遊戲       □○6查詢網路銀行、理財 □○7瀏覽新聞、新知    

□○8聽音樂、看影片〈含下載〉    □○9其他：（請說明）＿＿＿＿＿ 

B5-5、請問您有沒有參加過下列的活動？（可複選，最多3項） 

□○1村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 

□○2宗教活動（社區中教堂、廟所辦的活動） 

□○3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如：去圖書館看書、到運動場地打球） 

□○4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例如：大學辦理之營隊、校外樂團、

球隊等） 

□○5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 

□○6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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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學就業： 

B6-1請問您是否就學? □○1是  □○2否(跳答B6-2) 

B6-1-1、學校為：□○1公立 □○2私立  

□○3家中自學(有申請自學方案) 

B6-1-2、學級為：□○1國小□○2國(初)中□○3高級中等學校(含五專

前三年)(□普通科、□專業群科(職業科)、□綜

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學校))   

□○4其他：（請說明）＿＿＿＿＿＿＿＿ 

B6-1-3、上課時間：□○1日間部  □○2夜間（進修）部   

                   □○3其他：（請說明）＿＿＿＿＿＿＿＿ 

B6-1-4、目前是否有工讀：□○1是  □○2否（跳至第參部分作答） 

B6-1-5、目前工讀時數為：每週         小時(請填列至小數點後

第1位) 

B6-1-6、目前工讀費主要使用情形：□○1個人零用金  □○2繳學費  

□○3貼補家用□○4其他：（請說明）＿＿＿＿＿＿＿＿ 

B6-2、無就學主要原因：□○1健康因素  □○2就業中  

□○3在家自修、補習、準備升學  □○4找工作（準備就業考試）          

□○5賦閒在家      □○6其他：（請說明）＿＿＿＿＿＿＿＿ 

 

第參部分：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現況： 

C1-1、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有提供以下有關少年的福利服務，請問您：

(A)知不知道？(B)有沒有用過？(C)這些服務對你的幫助多大？  請分

別在這三排的空格打勾 

  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C1-1-1家庭照顧面向 

○1低收入戶子女生活補助〈2695元/月〉          

○2低收入戶子女就學生活補助〈6115元/

月〉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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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3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3628元/月、中度以上 4872元/

月〉 

         

○4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4872元/月、中度以上 8499元/

月〉 

         

○5青少年生活補助〈1969元/月〉          

○6高中職及五專免學費補助 

     (低收入或中低入戶子女) 
         

○7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補助 

〈3000元/月〉 
         

○8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2001元/

月〉 
         

○9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減免          

C1-1-2醫療健康照顧面向 

○1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

助 
         

○2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年醫療補

助 
         

C1-1-3兒童少年照顧服務 

○1兒童少年寄養服務          

○2兒童少年出收養服務          

○3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4兒童少年監護權調查服務          

○5兒童少年陪同出庭服務          

○6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C1-1-4人身安全面向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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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與否 

使用 

與否 
對你幫助的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
經
用
過 

從
未
用
過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
有
幫
助 

完
全
沒
有
幫
助 

○1少年自立生活適應服務          

○2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          

○3 113 保護專線          

C1-1-5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1青少年社會參與及志願服務 

（含政府部門辦理之各類公民參與活動） 
         

○2運動場/球場          

○3圖書館          

○4文化中心          

○5青少年中心及兒青館          

C1-1-6居住與環境面向 

○1公園〈公共設施〉          

○2社區活動中心          

C1-1-7支持系統網絡 

○1家庭教育中心(屬教育類)          

○2家庭服務中心（屬社福類）          

○3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4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5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C1-1-8其他：請說明 

C1-2、請問您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為何？ 

□○1電視媒體  □○2報紙  □○3雜誌刊物  □○4網路  □○5廣告看板  

□○6政府機構  □○7廣播  □○8其他：（請說明）＿＿＿＿＿＿＿＿ 
  

使用情形 

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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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望： 

C2、請問您認為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優先提供哪些青少年福利措施？（複

選，勾選5個） 

□○1提供經濟扶助              □○2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3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4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5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6增設地區性的圖書館 

□○7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8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9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10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11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12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場等） 

□○13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地、籃球

場等） 

□○14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養等問題的家

庭）關懷與訪視服務 

□○15其他：（請說明）＿＿＿＿＿＿＿＿ 

 

  



附錄六 

249 

 

附件二  抽樣設計 

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抽樣設計 
一、 抽樣母體： 

以 105 年 4 月底設籍臺中市，且未滿 18 歲之兒童與少年人口為母

體。由於目前最新的資料為 105年 4月底(如表 1)，母體名冊由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提供。 

表 1  臺中市各區：0~5歲、6~11歲、12~17歲之人口分配表 

 0-5歲 6-11歲 12-17歲 

市區 66,490 66,603 83,810 

山線 32,740 32,810 42,882 

海線 30,151 28,565 36,337 

屯區 31,580 29,583 38,177 

總計 16,0961 157,561 201,206 

 

二、 抽樣方法： 

    採分層比例抽樣法，依照各個分層的單位數量占調查總體單位數量

的比例，分配樣本數量，採用分層比例抽樣可以提高樣本的代表性，及

對總體數量指標的估計值的確定，避免出現抽樣中的集中於某些特性或

遺漏掉某些特性。 

 

三、樣本抽取程序: 

    (一)本計畫擬先將母體按行政區域劃分成原臺中市之 8 區、山線、

海線及屯區等 4層，每層再依據未滿 18歲人口占臺中市未滿 18歲總人

口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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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年 4月底臺中市之 29區各區 0到 17歲人口統計表 
 區域別 0-5歲 6-11歲 12-17歲 

市區 

中區 881 

41% 

1,521 

42% 

1,721 

42% 

東區 4,140 3,426 4,554 

南區 7,720 6,655 8,514 

西區 6,147 6,817 8,552 

北區 7,448 7,183 9,329 

西屯區 13,880 14,278 17,592 

南屯區 10,594 11,544 14,134 

北屯區 15,680 15,179 19,414 

小計 66,490 66,603 83,810 

山線 

豐原區 9,288 

20% 

10,137 

21% 

12,395 

21% 

東勢區 2,150 2,246 3,332 

后里區 3,121 3,069 4,021 

神岡區 3,789 3,345 4,456 

潭子區 6,343 5,914 7,690 

大雅區 5,700 5,789 7,574 

新社區 1,195 1,169 1,761 

石岡區 645 670 1,063 

和平區 509 471 590 

小計 32,740 32,810 42,882 

海線 

大甲區 4,328 

19% 

4,798 

18% 

6,202 

18% 

清水區 4,745 4,866 6,137 

沙鹿區 6,703 5,855 6,688 

梧棲區 3,569 3,506 4,364 

外埔區 1,732 1,445 2,143 

大安區 958 776 1,199 

大肚區 3,259 2,964 4,103 

龍井區 4,857 4,355 5,501 

小計 30,151 28,565 36,337 

屯區 

烏日區 4,266 

20% 

4,109 

19% 

5,290 

19% 

霧峰區 3,468 2,953 4,160 

太平區 11,039 9,649 12,651 

大里區 12,807 12,872 16,076 

小計 31,580 29,583 38,177 

總計 160,961 157,561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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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效問卷應共 600 份，依 0-5 歲、6-11 歲及 12-17 歲三類各

200份，以各分區該類人口數比例分配問卷數量(如表 3)。 

        (1)原臺中市區而言，0歲以上未滿 6歲之問卷 83份、6歲以

上未滿 12歲之問卷 85份、12歲以上未滿 17歲之問卷 83份，

總計 251份。 

        (2)山線:0歲以上未滿 6歲之問卷 41份、6歲以上未滿 12歲

之問卷 42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43 份，總計 126

份。 

        (3)海線:0歲以上未滿 6歲之問卷 37份、6歲以上未滿 12歲

之問卷 36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36 份，總計 109

份。 

        (4)屯區:0歲以上未滿 6歲之問卷 39份、6歲以上未滿 12歲

之問卷 37 份、12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問卷 38 份，總計 114

份。  

表 3  各類問卷應抽取樣本數表 

 

0-5歲 6-11歲 12-17歲 

人口數 
百分

比 

應

抽

取

數 

人口數 
百分

比 

應

抽

取

數 

人口數 
百分

比 

應

抽

取

數 

市

區 
66,490 41% 83 66,603 42% 85 83,810 42% 83 

山

線 
32,740 20% 41 32,810 21% 42 42,882 21% 43 

海

線 
30,151 19% 37 28,565 18% 36 36,337 18% 36 

屯

區 
31,580 20% 39 29,583 19% 37 38,177 19% 38 

總

計 
160,961 100% 200 157,561 100% 200 201,206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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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際調查將市區自 174里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抽取 9個里，山線

157個里中抽 4里，海線 152個里中抽 4里，屯區 102個里中

抽 4里，共計 21里，各里再隨機抽樣 10個樣本，共計 210份

問卷(如表 4)。 

表 4  各類問卷實際抽取調查數量預估表 

 

0-5歲 6-11歲 12-18歲 

實際調查數 實際調查數 實際調查數 

里數 
樣本

數 
比例 里數 

樣本

數 
比例 里數 

樣本

數 
比例 

市區 9 90 43% 9 90 43% 9 90 43% 

山線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海線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屯區 4 40 19% 4 40 19% 4 40 19% 

合計 21 210 100% 21 210 100% 21 210 100% 

 

    (四)抽樣名冊由戶政單位提供之戶籍資料順序為準(依地址)，拒答

者或無法訪查者之備取資料，由原抽取樣本之次一個遞補。 

四、抽出率:預計有效樣本為母體之 0.12% 

五、抽樣誤差及信賴水準 

    (一)影響抽樣誤差的因素 

      1.總體各單位標誌值的差異程度。差異程度愈大則抽樣誤差愈

大，差異程度愈小則抽樣誤差愈小。  

      2.樣本單位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樣本的單位數愈多，

則抽樣誤差愈小。  

      3.抽樣方法。抽樣方法不同，抽樣誤差也不同。一般情況下重

覆抽樣誤差比不重覆抽樣誤差要大一些。  

      4.抽樣調查的組織形式。不同的抽樣組織形式就有不同的抽樣

誤差。 

     (二)抽樣誤差的控制措施 

抽樣誤差則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減少，其措施有：  

      1、增加樣本個案數。  

      2、適應選擇抽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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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同樣條件下，不重覆抽樣(無放回抽樣)比重覆抽樣的抽樣誤

差小，又如在總體現象分類比較明顯時，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比其它方法

的抽樣誤差小。由於總體真正的參數值未知，真正的抽樣誤差也未知，

所以抽樣誤差的計算一般都以抽樣平均誤差來代表真正的抽樣誤差。 

    (三)本調查研究預估之抽樣誤差 

在本調查研究中採分層隨機抽樣以降低抽樣誤差，分層抽樣誤差公式如

下 

       
 

 
   

     

  

  
 

  
   

 

   

 

 
 

 

若在 95%信心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 

 

 

         
          

      

    

   
 

          

      

    

   
 

          

      

    

   
      

         

 

同理，若在 90%信心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 d≒0.0041， 

99%信心水準之下的分層隨機抽樣誤差則為 d≒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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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調查結果表式 
一、 表格目錄 

（一） 0-未滿 6歲主要照顧者 

1.基本資料 

編

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1 主要照顧者身分 A1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 嬰幼兒的基本資料 A2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3 嬰幼兒身心狀況分析 A3 B1,B2,B4 人數、百分比 

表 4 父母親身分別 A4 B3 人數、百分比 

2.生活狀況  

(1) 家庭狀況 

編

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5 嬰幼兒主要家庭成員 A5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6 嬰幼兒兄弟姊妹數量 A6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7 
嬰幼兒的家中，民國 104 年平

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A7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2) 家庭照顧 

編

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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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嬰幼兒家中未滿 18歲的孩童

數 
A8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9 嬰幼兒的日間主要照顧者 A9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0 嬰幼兒的夜間主要照顧者 A9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1 
嬰幼兒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A10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2 
嬰幼兒臨時托育困難程度 A11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3 

嬰幼兒照顧者在臨時有需要但

無法找到熟識的保母或機構

時，願意利用政府臨托服務 

A12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3) 托育照顧 

編

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14 

嬰幼兒家中托育狀況 A13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5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年齡 A14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6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就業情形 A15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7 

嬰幼兒自行照顧使用過社區保

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或托嬰中心/幼兒園情形 

A16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18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不再使用社

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或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

A17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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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表

19 

嬰幼兒保母照顧-孩子的保母

加入保母系統情形 

A18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0 

嬰幼兒保母照顧-尋找保母的

主要管道 

A19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1 

嬰幼兒保母照顧-嬰幼兒的保

母，現在同時照顧嬰幼兒的數

量 

A20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2 

嬰幼兒保母照顧-針對保母這

項服務，每個月平均所需費用 

A21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3 

嬰幼兒保母照顧-選擇保母的

主要原因 

A22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4 

嬰幼兒保母照顧-平均花費接

送嬰幼兒時間 

A23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分 

表

25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

尋找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

管道 

A24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6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

每個月托嬰中心/幼兒園服務

平均所需費用 

A21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7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

選擇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

原因 

A25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表

28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

平均花費接送嬰幼兒時間 

A23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分 

表

29 

照顧嬰幼兒遇到托育問題請教

對象 

A26 B1,B2,B4,B5 人數、百分比 

3.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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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托育照顧面向 

編

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30 

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

府托育服務認識與使用經

驗 

A27 B6 人數、百分比 

表

31 

 

嬰幼兒照顧者對臺中市政

府托育費用補助認識與使

用經驗 

A27 B7 人數、百分比 

表

32 

 

嬰幼兒照顧者對其他托育

相關服務認知、滿意度 

A27  B8 人數、百分比 

(2)未來托育服務需求調查 

表

33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

項目 

A28 B9 人數、百分比 

表

34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告知途徑 A29 B10 人數、百分比 

表

35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取得地點 A30 B11 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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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未滿 12歲主要照顧者 

1. 兒童主要照顧者基本資料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36 兒童照顧者身分 A1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37 兒童基本資料表 A2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38 
兒童身心狀況 

A3 B1,B4,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39 兒童父母親身分別 A4 B3 人數、百分

比 

2.生活狀況  

(1) 家庭狀況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40 兒童主要家庭成員 A5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41 兒童兄弟姊妹數量 A6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42 兒童的家庭，民國 104 年平均每

月經常性所得 

A7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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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照顧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43 兒童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 A31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44 兒童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A32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表 45 兒童臨時托育困難程度 A11 B1,B4,B5,B12 人數、百分

比 

 

3.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編號 表名 表頭代

號 

表 側

代號 

單位 

表

46 

兒童照顧者對家庭照顧面向福利服

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3 人數、百分比 

表

47 

兒童照顧者對醫療健康面向福利服

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4 人數、百分比 

表

48 

兒童照顧者對兒童少年托育照顧服

務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

度 

A33 B15 人數、百分比 

表

49 

兒童照顧者對人身安全面向福利服

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6 

 

人數、百分比 

表

50 

兒童照顧者對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7 

 

人數、百分比 

表

51 

兒童照顧者對居住與環境面向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8 

 

人數、百分比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260 

 

表

52 

兒童照顧者對支持系統網絡服務認

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9 

 

人數、百分

比 

表

53 

兒童照顧者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

動訊息的管道 

A29 B20 人數、百分

比 

 

(1) 期望 

編號 表名 表頭

代號 

表側

代號 

單位 

表 54 兒童照顧者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

提供的兒童或少年福利措施項目 

A34 B21 人數、百

分比 

 

 (三)12-18歲青少年 

1. 兒童少年基本資料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55 青少年基本資料 A2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56 青少年身心狀況 A3 B1,B4,B22 人數、百分比 

表 57 填表人身分 A35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58 青少年父母親的身分別 A4 B3 人數、百分比 

2. 生活狀況  

(1) 家庭狀況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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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青少年主要家庭成員 A5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0 青少年兄弟姊妹數量 A6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2) 家庭照顧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61 青少年主要照顧者身分 A5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3) 醫療健康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62 青少年曾遭受到重大身體事

故傷害 

A36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3 青少年罹患疾病或症狀 A37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4 青少年的心理困擾 A38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4) 安全保護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65 青少年欲了解的法規內容 A39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5)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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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青少年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

情形 

A40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7 青少年每週參與休閒活動時

間 

A41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8 青少年最常使用的 3C產品 A42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69 青少年每天上網時間 A43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0 青少年上網主要目的 A44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1 青少年社團活動參與情形 A45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6) 就學就業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72 青少年就學情形 A46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3 青少年就讀學校 A47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4 青少年就讀學級 A48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5 青少年上課時間 A49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6 青少年工讀狀況 A50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7 青少年工讀時數 A51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8 青少年工讀費主要使用情形 A52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表 79 青少年無就學原因 A53 B1,B4,B5,B22 人數、百分比 

3. 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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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青少年對家庭照顧面向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

程度 

A33 B23 人數、百分比 

表 81 

 

青少年對醫療健康面向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

程度 

A33 B14 

 

人數、百分比 

 
表 82 

 

青少年對兒童少年托育照顧

面向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

驗與幫助程度 

 

A33 B24 

 

人數、百分比 

 

表 83 

 

青少年對人身安全面向福利

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

程度 

 

A33 B25 

 

人數、百分比 

 

表 84 

 

青少年對休閒娛樂與社會參

與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

助程度 

 

A33 B26 

 

人數、百分比 

 

表 85 

 

青少年對居住與環境面向福

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

助程度 

 

A33 B18 

 

人數、百分比 

 

表 86 

 

青少年對支持系統網絡服務

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A33 B19 

 

人數、百分比 

 

表 87 青少年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

活動訊息的管道 

A27 B20 人數、百分比 

 

(1) 期望 

編號 表名 表 頭 代

號 

表側代號 單位 

表 88 青少年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

優先提供青少年福利措施項

目 

A34 B27 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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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頭 

A1 主要照顧者身分 

樣本數 百分比 生母/繼母/養母 生父/繼父/養父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其他 

 

A2 嬰幼兒/兒童/青少年的基本資料 

樣本數 百分比 

 

A3 嬰幼兒/兒童/青少年身心狀況 

樣本數 百分比 正常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A4 父母親身分別  

樣本數 百分比 一般人口 原住民 新住民 

 

A5 嬰幼兒/兒童/青少年主要家庭成員(複選題) 

樣本

數 

百分

比 

生父/

繼父/

養父 

生母/

繼母/

養母 

祖父/

外祖

父 

祖母

或外

祖母 

兄弟

姊妹 

父親

的兄

弟姊

妹 

母親

的兄

弟姊

妹 

其他 

 

A6 嬰幼兒/兒童/青少年兄弟姊妹數量 

樣本數 百分比 無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五位以

上 

 

A7 嬰幼兒/兒童的家中，民國 104年平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樣本

數 

百分

比 

無收

入 

未滿 2

萬元 

2萬-

未滿 4

萬元 

4萬-

未滿 6

萬元 

6萬-

未滿 8

萬元 

8萬-

未滿

10萬

元 

10萬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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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嬰幼兒家中未滿 18歲的孩童數 

樣本數 百分比 1個 2個 3個 4個 5個以上 

A9 嬰幼兒的日間/夜間主要照顧者 

A10 嬰幼兒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嬰

幼

兒

的

母

親 

嬰

幼

兒

的

父

親 

嬰

幼

兒

的

祖

父

母 

嬰

幼

兒

的

外

祖

父

母 

親 

戚 

嬰

幼

兒

父

母

的

朋

友 

傭 

人 

保 

母 

托

嬰

中

心/

幼

兒

園 

其

他 

A11 嬰幼兒/兒童臨時托育困難程度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困難 困難 還好 不太困難 完全不困難 

A12 嬰幼兒照顧者在臨時有需要但無法找到熟識的保母或機構時，願意利

用政府臨托服務 

樣本數 百分比 是 否 

A13 嬰幼兒家中托育狀況 

樣本數 百分比 自行照顧 保母照顧 托嬰中心／幼兒園 

A14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年齡 

樣本數 百分比 
未滿 20

歲 

21歲

-30歲 

31歲

-40歲 

41歲

-50歲 

51歲

-60歲 

61歲以

上 

A15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就業情形 

樣本數 百分比 退休 目前沒有工作 有兼職工作 有全職工作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嬰幼

兒的

母親 

嬰幼

兒的

父親 

嬰幼兒

的祖父

母 

嬰幼兒

的外祖

父母 

嬰幼

兒的

親友 

保

母 

托嬰中

心/幼

兒園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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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嬰幼兒自行照顧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

心/幼兒園情形 

樣本數 百分比 從未使用 曾經使用 

 A17 嬰幼兒自行照顧者不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

嬰中心/幼兒園的原因 

樣本數 百分比 
自行照

顧即可 

小孩不

適應 

費用太

高 

服務人

員經驗

不足 

服務人

員態度

不好 

其他 

A18 嬰幼兒保母照顧-孩子的保母加入保母系統情形 

樣本數 百分比 是 否 不知道 

A19 嬰幼兒保母照顧-尋找保母的主要管道(複選題) 

樣本

數 

百分

比 

自行尋

找（網

路搜

尋、宣

傳單） 

親友

推薦 

同事、

鄰居推

薦 

社區保

母系統

（居家

托育服

務中

心）媒

合及轉

介 

其他保

母〈或

托嬰中

心/幼

兒園〉

推薦 

活動

宣傳 
其他 

A20 嬰幼兒保母照顧-嬰幼兒的保母，現在同時照顧嬰幼兒的數量 

樣本數 百分比 不清楚 1位 2位 3位 4位以上 

 

A21 嬰幼兒保母照顧/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每個月平均所需費用 

樣本

數 

百分

比 
免費 

未滿

5000

元 

5000

元以

上~

未滿

1萬

元 

1萬

以上

~未

滿

1.5

萬元 

1.5

萬以

上~

未滿

2萬

元 

2萬

以上

~未

滿

2.5

萬元 

2.5

萬以

上~

未滿

3萬

元 

3萬

以上

~未

滿 6

萬元 

6萬

以上 

 

A22 嬰幼兒保母照顧-選擇保母的主要原因(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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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數 

百分

比 

離住

家較

近，方

便接

送 

價格

合理 

友人

推薦 

收托

時間

適當 

服務

員經

驗豐

富 

環境

好，讓

我放

心 

是自

己熟

識的

人 

其他 

 

A23 嬰幼兒保母照顧/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平均花費接送嬰幼兒

時間 

樣本數 百分比 
未滿 15

分鐘 

15-未滿

30分鐘 

30分鐘-

未滿 1小

時 

1小時-

未滿 2小

時 

2小時以

上 

 

A24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尋找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道(複選

題) 

樣本

數 

百分

比 

自行尋

找（網

路搜

尋、宣

傳單） 

親友

推薦 

同事、

鄰居推

薦 

社區保

母系統

（居家

托育服

務中

心）媒

合及轉

介 

其他

托嬰

中心/

幼兒

園推

薦 

活動

宣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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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嬰幼兒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選擇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原因(複選

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離住家較

近，方便

接送 

價

格

合

理 

友人使

用過後

推薦 

收托

時間

適當 

服務

員經

驗豐

富 

環境

好，讓我

放心 

是自

己熟

識的

人 

其

他 

A26 照顧嬰幼兒遇到托育問題請教對象(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父母、長

輩或親

戚 

周

遭

朋

友 

自行

上網

查詢 

社區保母系統

（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 

保

母 

尋求政府

機構或民

間團體協

助 

托嬰

中心/

幼兒

園 

其

他 

 

A27 嬰幼兒照顧者/青少年對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托育費用補助及其他托

育相關服務認識與使用經驗、相關服務認知及滿意度 

次數 知道且曾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不知道 

樣本數 百分比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需要 需要，但無法利

用 

 

A28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目(複選題) 

對政府未來規劃

托育服務期望 
樣本數 百分比 排序 

 

A29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告知途徑、兒童照顧者接收社會福利活動

訊息管道(複選題) 

期望各項托育服

務資訊告知途徑 
樣本數 百分比 排序 

 

A30 嬰幼兒照顧者期望托育服務資訊取得地點(複選題) 

期望取得各項托

育服務資訊地點 
樣本數 百分比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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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兒童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兒童

的母

親 

兒童

的父

親 

兒童的

祖父母 

兒童的

外祖父

母 

兒童的

親友照

顧 

兒童課後

日間照顧

服務 

其

他 

 

A32 兒童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 

樣本

數 

百分

比 

兒童

的母

親 

兒童

的父

親 

兒童

的祖

父母 

兒童

的外

祖父

母 

親戚 

兒童

父母

的朋

友 

傭人 

兒童

課後

照顧

/補

習班 

其他 

 

A33 兒童照顧者/青少年對家庭照顧面向、醫療健康照顧面向、兒童照顧服

務(兒童少年照顧服務)、人身安全面向、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居住

與環境面向及支持系統網絡福利服務認識，使用經驗與幫助程度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知道與

否 
使用與否 對你幫助與否 

幫助

程度 知

道 

不

知

道 

曾經

用過 

從未

用過 

非常

有幫

助 

有

幫

助 

無

意

見 

沒有

幫助 

完全

沒有

幫助 

 

A34 兒童照顧者/青少年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提供的兒童或少年福利

措施項目(複選題) 

期望政府未來規

劃兒童福利措施

期望分析 

樣本數 百分比 排序 

 

A35 填表人身分 

樣本數 百分比 受訪者本人 代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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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青少年曾遭受到重大身體事故傷害(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無 

動

物

嚴

重

咬

傷 

燒

燙

傷 

交

通

事

故 

中毒

（藥

物、氣

體、農

藥） 

跌（墜）

落 

溺

水 

異

物

哽

塞 

刀

器、利

銳器

傷害 

撞

擊、

夾傷 

其

他 

 

A37 青少年罹患疾病或症狀(複選題) 

樣本

數 

百分

比 
無 

氣喘

過敏 
近視 

肥胖

症 

體重

過輕 

過動

症 

B 型

肝炎 

重大

傷病 
其他 

 

A38 青少年的心理困擾(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無 

課

業

成

績 

與同

學相

處 

與同

性朋

友相

處 

與異

性朋

友相

處 

與家

人相

處 

零用

金不

足 

時間

不夠

用 

性

別

認

同 

其

他 

 

A39 青少年欲了解的法規內容(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兒童

及少

年福

利與

權益

保障

法 

兒童

及少

年性

剝削

防制

條例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菸

害

防

制

法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勞

動

基

準

法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優

生

保

健

法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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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 青少年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情形(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看

電

視

（

含

電

影

）

及

數

位

視

聽

器

材 

電

視

遊

樂

器 

玩

手

機 

家

中

上

網

（

含

下

載

音

樂

、

影

片

、

玩

線

上

遊

戲

） 

彈

奏

樂

器 

閱

讀

報

章

雜

誌 

逛

街 

去

電

影

院

看

電

影 

音

樂

會

或

藝

文

展

演

活

動 

去

K

T

V 

唱

歌 

登

山

、

郊

遊

、

露

營

、

旅

遊

等

戶

外

活

動 

聊

天

、

講

電

話 

上

網

咖 

球

類

體

育

活

動 

社

團

活

動 

跳

街

舞 

打

撞

球 

桌

遊 

其

他 

 

A41 青少年每週參與休閒活動時間 

樣本

數 

百分

比 

未滿 2 

個小

時 

2~未

滿 5 

個小

時 

5~未

滿 10 

個小

時 

10~未

滿 20 

個小

時 

20~未

滿 30 

個小

時 

30~未

滿 40 

個小

時 

40 個

小時

以上 

 

A42 青少年最常使用的 3C產品 

樣本

數 

百分

比 

桌上

型電

腦 

筆記

型電

腦 

平板

電腦 

智慧

型手

機 

掌上

型遊

戲機 

MP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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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青少年每天上網時間 

樣本

數 

百分

比 

完全

沒有 

未滿 1 

個小

時 

1~未

滿 2 

個小

時 

2~未

滿 3 

個小

時 

3~未

滿 4 

個小

時 

4~未

滿 5 

個小

時 

5 個

小時

以上 

 

A44 青少年上網主要目的(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社群網站

（facebook、微

博、twitter、

Line、Skype、

WeChat...） 

收

看

直

播 

網

路

購

物

交

易 

查資

料、

寫作

業 

玩

線

上

遊

戲 

查詢

網路

銀

行、

理財 

瀏覽

新

聞、

新知 

聽音

樂、看

影片

〈含

下載〉 

其

他 

 

A45 青少年社團活動參與情形(複選題)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

辦的活動 

宗教

活動 

利用社區

公共設施

從事活動 

校外社團

所舉辦的

各式活動 

都沒有

參加任

何活動 

其

他 

 

A46 青少年就學情形 

樣本數 百分比 就學 無就學 

 

A47 青少年就讀學校 

樣本數 百分比 公立 私立 家中自學 

 

A48 青少年就讀學級 

樣本

數 

百

分

比 

國

小 

國

中 

高級中等

學校-普

通科 

高級中等

學校-專

業群科

(職業科) 

高級中等

學校-綜

合高中 

高級中等

學校-實

用技能學

程 

高級中等

學校-進

修部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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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9 青少年上課時間 

樣本數 百分比 日間部 夜間（進修）部 其他 

 

A50 青少年工讀狀況 

樣本數 百分比 是 否 

 

A51 青少年工讀時數 

樣本數 百分比 0-未滿 4小時 4-未滿 8小時 8-未滿 12小時 12小時以上 

 

A52 青少年工讀費主要使用情形 

樣本數 百分比 個人零用金 繳學費 貼補家用 其他 

 

A53 青少年無就學原因 

樣本

數 

百分

比 

健康

因素 

就業

中 

在家自修、補

習、準備升學 

找工作（準備就

業考試） 

賦閒

在家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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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側 

B1性別 

B1 

性別 
男 

女 

 

B2 嬰幼兒年齡別 

B2 

年齡 

0歲 

1歲 

2歲 

3歲 

4歲 

5歲 

 

B3父母身分別 

  

B3 

身

分

別 

父親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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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居住地 

 

 

 

 

 

 

 

 

 

B5身心狀況 

 

 

 

 

 

 

 

B6 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 

  

 

 

 

 

 

 

B4 

居住地 

市區 

屯區 

海線 

山線 

B5 

身心

狀況 

正常 

領有聯合評估報告書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B6 

托嬰中心／幼兒園 

保母托育及系統服務 

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

嬰幼兒日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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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臺中市政府托育費用補助 

 

 

 

 

 

 

 

 

 

 

 

 

 

 

B8 臺中市政府其他托育相關服務 

 

 

 

 

 

 

 

 

 

 

 

 

B7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補助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托育一條龍 

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低收入戶托育津貼 

弱勢家庭幼兒臨時托育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B8 

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

勢家庭）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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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項目 

 

 

 

 

 

 

 

 

 

 

 

 

 

B10 托育服務資訊告知途徑 

 

 

 

 

 

 

 

 

 

B9 

提供近便性，找到保母的資源 

提供近便性，找到托嬰中心的資源 

能提供配合延長托育時間的措施 

能提供臨時托育服務的方案 

提供適齡的育兒資訊或親職教育網站 

提供平價的托育服務 

設置嬰幼兒玩具或圖書借用服務 

提供哺乳室、無障礙的嬰兒車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的育兒環境 

提升保母托育專業知能的方案 

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 

政府宜提供托育服務資源平臺 

加強宣導免費到宅提供育兒相關知能指導、環境規劃、嬰幼兒照顧

與親子溝通技巧等服務 

落實保母督導管理及考核機制 

其他 

B10 

電視媒體 

報紙 

雜誌刊物 

公車廣告或電子看板 

市府網站 

政府出版品 

媽媽手冊或嬰幼兒手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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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托育服務資訊取得地點 

 

 

 

 

 

 

 

 

 

 

B12 兒童年齡別 

 

 

 

 

 

 

 

 

 

 

  

B11 

戶政事務所 

醫療院所及衛生所 

各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 

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辦公室 托嬰中心/幼兒園 

文化中心或圖書館 

其他 

 

B12 

年齡 

6歲 

7歲 

8歲 

9歲 

10歲 

1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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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福利服務-家庭照顧面向 

 

 

 

 

 

 

 

 

 

 

 

 

 

B14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醫療健康照顧面向 

 

 

 

 

 

B15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福利服務-兒童照顧服務 

 

 

 

 

 

 

 

B13 

低收入戶子女生活補助〈2695元/月〉 

低收入戶子女就學生活補助〈6115元/月〉 

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3628元/月、中度以上 4872元/月〉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4872元/月、中度以上 8499元/月〉 

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1969元/月〉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補助 

〈3000元/月〉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2001元/月〉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減免 

B14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 

低收入戶與弱勢家庭兒童少年醫療補助 

B15 

兒童寄養服務 

兒童出收養服務 

兒童安置教養機構 

兒童監護權調查服務 

兒童陪同出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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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福利服務-人身安全面向 

 

 

 

 

B17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福利服務-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B18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居住與環境面向 

 

 

 

 

B19 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居住與環境面向 

 

 

 

 

 

 

 

 

 

B16 

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 

113 保護專線 

B17 

運動場/球場 

圖書館 

文化中心 

婦幼館、兒童館及兒青館 

B18 

公園〈公共設施〉 

社區活動中心 

B19 

家庭教育中心（屬教育類) 

家庭服務中心（屬社福類）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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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 兒童主要照顧者/青少年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 

 

 

 

 

 

 

 

 

 

 

B21 兒童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優先提供的兒童或少年福利措

施項目 

B20 

電視媒體 

報紙 

雜誌刊物 

網路 

廣告看板 

政府機構 

廣播 

其他 

B21 

提供經濟扶助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增設地區性的圖書館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場等）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地、籃球場等） 

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養等問題的家庭）關懷

與訪視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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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青少年年齡別 

B22 

年齡 

12歲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B23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有關青少年福利服務-家庭照顧面向 

 

 

 

 

 

 

 

 

  

B23 

低收入戶子女生活補助〈2695元/月〉 

低收入戶子女就學生活補助〈6115元/月〉 

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3628元/月、中度以上 4872元/月〉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輕度 4872元/月、中度以上 8499元/月〉 

青少年生活補助〈1969元/月〉 

高中職及五專免學費補助 

(低收入或中低入戶子女)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補助 

〈3000元/月〉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2001元/月〉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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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有關青少年福利服務-兒童少年照顧服務 

 

 

 

 

 

 

 

 

 

 

B25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有關青少年福利服務-人身安全面向 

B25 

少年自立生活適應服務 

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 

113 保護專線 

 

B26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有關青少年福利服務-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B26 

青少年社會參與及志願服務（含政府部門辦理之各類公民參與

活動） 運動場/球場 

圖書館 

文化中心 

青少年中心及兒青館 

 

  

B24 

兒童少年寄養服務 

兒童少年出收養服務 

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兒童少年監護權調查服務 

兒童少年陪同出庭服務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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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認為政府或民間團體優先提供青少年福利措施 

 

 

 

 

 

 

 

 

 

 

 

 

 

 

 

 

 

  

B27 

提供經濟扶助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增設地區性的圖書館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提供性侵害防治之宣導服務 

多舉辦夏（冬）令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提供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宣導 

增設專屬兒少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羽球場、籃球場等） 

增設專屬兒少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溜直排輪場

地、籃球場等） 

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養等

問題的家庭）關懷與訪視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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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調查實施計畫所需經費及來源 

項

目 

內容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 說明 

人

事

費 

專責研究

主持人 
月  10  15,000  150,000 補助 1名專責研究主持人 

協同研究

人員 
月  20  8,000  160,000 補助 2名協同研究人員 

臨時酬勞

費  
時  500  120  60,000 

臨時人員酬勞依據勞委會最低時

薪給付且須檢據覈實支付 

差

旅

費 

研究人員

與訪員差

旅費 

式  1  40,000  40,000  

(1)包括研究資料蒐集調查、訪問

及協調會議等差旅費。 (2)5至 

30公里補助 100元，30至 70公里

補助 200元，70公里以上補助 

250元。 

出

席

費 

專家學者

座談會出

席費  

人  20  2,000  40,000  

1.研究人員不得支付本項費用。 

2.全部邀請人數以不超過 20人

次為原則。 3.座談會紀錄應列為

研究報告附錄。 

審

查

費 

審查會議

審查費 
式  1  30,000  30,000 

邀請學者專家出席審查會議學術

撰稿審查費，以每千字 500元計

算。 

訪

問

費 

問卷調查

訪問費 
份  600  250  150,000 研究調查之問卷訪問費用 

訪

談

禮

物

費 

訪談答謝

小禮物 
份  600  30  18,000 答謝受訪者之小禮物 

郵

資

費 

郵資費  式  1  2,000  2,000 
郵寄問卷費用與其他本調查所需

之郵資費(採檢據核支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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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處

理

費 

問卷資料

處理費 
份  600  150  90,000 

包括問卷資料之登記、資料處理

及統計 

印

刷

費 

印刷費 式  1  57,000  57,000 
包括問卷、研究相關參考文獻、

研究資料與 15本調查總結報告 

保

險

費 

保險費 式  1  5,000  5,000 
研究人員、訪員或研究對象之意

外保險  

雜

支 
雜支 式  1  40,000  40,000 

研究所需之文具、傳真或影印耗

材、電話費、網路費、訪談租借

場地費 (含佈置費 )、雜支等 

 總計 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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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劃及用途別

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計畫內容說明  

一般服務費 

代理(辦)費 

 

842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

福利使用現況與需

求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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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10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年 4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1時 

二、 地點：亞洲大學 M416B 

三、 主席：張峻嘉老師        紀錄：高世薰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問卷內容說明：由許世芸老師報告(略)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討論 0歲~未滿 6歲之問卷內容 

說明：進行問卷內容之檢視，並請委員們提出看法與意見。 

決議： 

1. 第壹部分新增第六題父母親身分別。 

2. 第貳部分刪除第二題 2-2表格內之「是否加入保母系統」、2-3

與2-3-1對調及新增2-4-1是否願意在臨時無法找尋熟識的保母

或機構時選擇政府的臨托服務。將第三題的 3-2-1「目前有幾位

孩子給保母帶」刪除，並新增第 3-3托嬰中心/幼兒園等相關題

目。 

3. 第參部分 1-1表格(一)-(1)中刪除私立二字且將原本托嬰中心

更改為托嬰中心/幼兒園且在(二)中加入托育一條龍。 

案由二：討論 6歲~未滿 12歲之問卷內容 

說明：進行問卷內容之檢視，並請委員們提出看法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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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將問卷中「兒童或少年」改為兒童 

2. 第貳部分中(二)2-1刪除 

3. 第參部分中第一部分 1-1-1提到的補助由社會局廖小姐提供更

新資料。刪除 1-1-4-(1)，1-1-5-(1)，將 1-1-5-(5)的青年館改

成兒童館及兒青館。新增 1-2詢問受訪者接收社會福利訊息的管

道。刪除第二部分的 2-1-(3)與 2-1-(5)，修改 2-1-(12)(13)中

之少年二字為兒少，並新增項目：提供霸凌防治之宣導服務。 

案由三：討論 12歲~未滿 18歲之問卷內容 

說明：進行問卷內容之檢視，並請委員們提出看法與意見。 

決議： 

1. 第貳部分三-3-3新增問題：性別認同。四-4-1-(2)更名為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五-5-1新增項目：桌遊，刪除 5-4-1

合併 5-4-2-(1)(2)，新增項目：收看直播。將六-(1)的 1-1與

1-2對調且皆新增項目：其他，將 1-5的每日工讀時數改為每

周。 

八、 散會：下午 3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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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照片 

 

 
照片一：許世芸老師報告 

 

 
照片二：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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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楊立華教授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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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兒童主要照顧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二樓社會局會議室 

參、 主席：張峻嘉老師                          記錄：呂旆珊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張峻嘉老師：我是本計畫的計畫主持人，首先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

空前來參加本次焦點座談會。本計畫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之規定政府每四年必須進行一次調查，以瞭解兒童及少年社會

福利使用之現況與需求。臺中市有近 52萬名未滿 18歲之兒童及少

年，本計畫隨機抽樣約 600名進行實地問卷訪查，被抽到的機率大

約是千分之一。各位比被抽到問卷調查者更為幸運，各位的意見大

概代表臺中市一萬人的意見，所以等下請大家針對本次調查結果踴

躍發言討論。接著先請本計畫的協同主持人許世芸老師報告本次調

查結果。 

陸、 調查結果報告：由許世芸老師報告本計畫 0-未滿 6歲及 6-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照顧者的調查結果。（略） 

柒、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討論 

一、 調查發現使用保母托育照顧的比例僅佔 2.4%，請問各位有

聘請保母照顧孩子嗎？沒有的話是什麼原因呢？ 

A女士：沒有!我都自己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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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士：沒有!我在托嬰中心當保母，自己的小孩有家人照顧。 

C先生：沒有!我小孩已經上小學…以前也是我太太在家照顧小孩。 

D先生：沒有…我已經退休在家自己帶孫子…我有去上保母的課，

也有取得證書，每個月有一點補助。 

許老師：請問各位有考慮過聘請保母照顧孩子嗎? 

D先生：自己帶比較放心啦… 

C先生：有考慮過…但還是覺得父母親自己帶比較好。 

B女士：有家人可以照顧就不用另外花錢了。 

A女士：有考慮過，也有尋找過，但是好的保母很難找… 

許老師：很難找?不是有線上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和托育服務中心可以幫忙媒合嗎? 

A女士：有使用過，但是好的保母都靠家長口耳相傳…有口碑的保

母靠家長介紹生意就接不完了，根本不會想要去登記在線上社區保

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中…就算有登記也沒空，系統中也查

不到…系統中可以查到保母的資料筆數非常少。我曾經臨時要找保

母，也上系統找到有空的保母，結果打電話去又都沒人有空，不是

剛好新收托幼兒，就是剛好沒空…依我個人的經驗，臨時要找保母

必須三個月前提出，但若三個月前就知道三個月後會有這樣的需要，

就不會發生臨時要找保母又找不到了…就會有很多時間可以事先

安排或調整，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許老師：那除了因為系統的資訊不夠完整與即時之外，還有其他原

因造成想要找保母但又找不到嗎? 

A女士：…我有個朋友，她本來已經找到保母也都洽談好，而且小

孩已經送去給保母試帶幾天後，保母又臨時變卦不願意收托。因為

保母的朋友聽說小孩的媽媽是做服務業，就勸她說不要收，因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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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經常需要上班到很晚才能把小孩接回去，所以不願意收托…感

覺這是對職業的一種歧視… 

 

二、 請問各位願意使用政府的臨托服務嗎? 

D先生：我好像沒有這種需要。 

C先生：我小孩已經大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或安親班，所以

也沒有這個需要。 

A女士：我是會擔心啦…小孩大都怕生，臨時送去托育可能會有哭

鬧或不配合的狀況…你也知道就陌生人嘛會感到不安…保母可能

也是第一次遇到這個小孩，可能因為不瞭解小孩的個性，又經常處

於接受臨托的高壓狀況，難免會情緒不穩定，所以我會擔心可能會

發生不好的問題… 

 

三、 請問各位對兒童社會福利服務及費用補助需要但無法利用

的原因是什麼? 

Ｂ女士：我自己是在公辦民營的托嬰中心服務，我們中心一直都是

額滿的狀態，隨時都有很多人在排隊等著要把孩子送進來，而且不

只我們，其他家同業也都是這樣，所以應該是因為名額太少，供不

應求吧！ 

Ｄ先生：很多費用補助的申請門檻都太高，都必須要是弱勢、低收

入戶、或是父母都沒有工作的…一般家庭有很多父母兩個都要工作，

收入也不高，也請不起保母…保母一個月也要兩萬多耶…所以很多

補助一般家庭都無法申請…政府要降低門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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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發現民眾期望政府能提供多元親子活動空間及玩具圖

書借用服務，但政府不是已經有提供這些服務了嗎? 

C先生：有是有，但是公園的溜滑梯等遊樂設施都是罐頭式的塑膠

設備，兒童需要更多元的遊戲設施，才有助於身心健全發展。但可

能是因為安全性的緣故，幾乎都找不到公園有裝設鞦韆、蹺蹺板、

沙坑等兒童遊樂設施。 

D先生：玩沙有衛生問題…我都自己買沙回家給孫子玩，比較乾淨

啦！…婦幼館、兒童館及兒青館設立據點太少，大多空間很小，想

要利用的人又很多，經常預約電話都打不進去，而且一下就滿了。…

大里的就很不錯，但是離家太遠，不可能常常去。希望政府能夠普

設這些空間。 

A女士：我是經常想要借玩具和書籍，但下班後婦幼館已經關門了，

周六又一大堆人排隊要借，排到我時想要借的已經被借光了，這對

上班族很不方便，能平日白天去借的家境通常都不錯，希望政府能

夠延長服務時間到平日晚上。 

C先生：平日白天的使用率是真的不高，人不多，看看是否可以比

照圖書館，延長開放時間。 

 

五、 請問各位有任何其他與兒少福利相關的意見或建議想要利

用這個機會表達嗎? 

A、B、C、D表示皆無。 

張老師：那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焦點座談會，我們會將各位的

意見忠實表達在期末報告書中，謝謝! 

 

捌、 合照留念後結束座談會。散會時間上午 11: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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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照片 

 

 

 
 

照片一：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個別發言 

 

 

 
 

 

照片二：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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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討論事項總結 

 

 

 
 

 

照片四：兒童主要照顧者焦點座談會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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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少年代表及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30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二樓社會局會議室 

參、 主席：張峻嘉老師                          記錄：呂旆珊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張峻嘉老師：我是本計畫的計畫主持人，首先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

空前來參加本次焦點座談會。本計畫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之規定政府每四年必須進行一次調查，以瞭解兒童及少年社會

福利使用之現況與需求。臺中市有近 52萬名未滿 18歲之兒童及少

年，本計畫隨機抽樣約 600名進行實地問卷訪查，被抽到的機率大

約是千分之一。各位比被抽到問卷調查者更為幸運，各位的意見大

概代表臺中市一萬人的意見，所以等下請大家針對本次調查結果踴

躍發言討論。接著先請本計畫的協同主持人許世芸老師報告本次調

查結果。 

陸、 調查結果報告：由許世芸老師報告本計畫針對 12-未滿 18歲少年本

人的調查結果。（略） 

柒、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討論 

張老師：感謝許老師的報告，以下請大家針對本次調查結果踴躍發

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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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同學：我想要講安全的打工機會很重要，寒暑假期間很多同學去

外面打工，他們都是看報紙或網路廣告找工作，不少人遇到不好的

事情。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廣告的真假性，而學校也不會提供這方

面的資訊，希望政府或學校能夠過濾這些廣告，並提供學生安全打

工的機會。 

張老師：遇到甚麼不好的事情? 

H同學：像我同學被騙花了很多錢…那還算是小事…隔壁班有個女

生寒假時遇到性侵害，學校到現在都還在輔導她… 

張老師：這些學校都不會告訴你們嗎? 

H同學：學校只有宣導說要小心注意打工的安全，但不會提供工作

機會的資訊。 

J女士：家長也會擔心這個問題，沒有必要的話還是不要去外面打工

比較好，但有的家庭有經濟問題避免不了，所以有需要請政府或學

校提供安全的資訊，家長才會比較安心。 

I先生：父母當然都會擔心…我不會禁止孩子去外面打工…我會先跟

著孩子去察看環境，或是面試時在外面等他，但不是每個父母都可

以做得到，若政府或學校來做會比較放心。 

張老師：了解！安全的打工機會…還有其他兒少福利方面的期許嗎? 

F同學：我們很需要專屬兒少的休閒場所。像我們經常需要練舞，

但是在市區都找不到合適的免費場地…舞蹈教室什麼的都要收場地

費而且很貴…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後又有其他團體也來使用，空間頓

時變得很擁擠… 

張老師：學校呢？校內沒有空間嗎？ 

F同學：有是有，但是學校很小，場地都有人要打球，社團練習的，

根本就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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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同學：在山線空間很多，沒有這個問題，可以考慮搬來山線住。 

F同學：怎麼可能嘛! 

張老師：那需要室內空間還是室外空間？ 

F同學：都需要…因為不是只有我們要練舞…其他人會做別的活動…

有室內空間當然更好。 

張老師：好！那還有其他的嗎？ 

E同學：希望有就業輔導方面的資訊。 

張老師：就業輔導？高中畢業後就要就業不升學了嗎？ 

I先生：並不是輔導學生去就業啦，兒是讓他們了解未來若要從事甚

麼要的工作需要甚麼樣的技能…因為大部分的學生對於未來很茫然，

不知道要做甚麼…若能有多方面的了解，可能比較容易找到自己的

興趣，也可以早點開始做準備。 

張老師：了解！那課業輔導呢？有需要嗎？ 

I同學：我還好，我是念美術班的，畫畫比較重要。 

F同學：有需要吧，但讀書還是要靠自己。 

H同學：課業輔導對成績中等的學生來說可能幫助比較大，成績好

的同學可能自己很會念書所以不太需要，對成績很差的同學，例如

本人來說，根本不需要，因為我已經放棄讀書了。 

G同學：課業輔導對我來說比較不需要，我也是認為念書還是要靠

自己。我需要的是安靜的閱讀空間。 

張老師：學校或圖書館不是有很多閱讀空間嗎？ 

F同學：學校很小，空間不足…圖書館都要去搶位子… 

J女士：對！…而且圖書館的位子在地下室…空氣不流通…不太好。 

G同學：學校或圖書館經常沒位子，尤其遇到考試期間，家裡又做

營造業比較吵，沒辦法好好念書，所以希望政府能增設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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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好！了解！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或意見嗎？ 

E、F、G、H、I、J表示皆無。 

張老師：那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焦點座談會，我們會將各位的

意見忠實表達在期末報告書中，謝謝! 

捌、 合照留念後結束座談會。散會時間下午 3: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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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照片 

 

 

 
 

 

照片一：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主席張峻嘉老師報告 

 

 

 
 

 

照片二：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許世芸老師報告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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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少年及家長焦點座會談綜合討論 

 

 

 
 

 

照片四：少年及家長焦點座談會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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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抽樣名冊 

一、 0 歲~未滿 6 歲抽樣名單 

編號 姓名 區 里 地址 

1 陳 O 妍 中區 大墩里 三民路二段               

2 張 O 婕 中區 大墩里 中山路                  

3 李 O 燕 中區 大墩里 中山路                   

4 陳 O 傑 中區 大墩里 三民路二段            

5 林 O 恩 中區 大墩里 民族路                

6 許 O 甄 中區 大墩里 成功路               

7 陳 O 瑄 中區 大墩里 光復路              

8 曾 O■ 中區 大墩里 三民路二段             

9 陳 O 聖 中區 大墩里 三民路二段               

10 謝 O 允 中區 大墩里 三民路三段                   

1 許 O 宜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2 黃 O 甄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3 朱 O 辰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4 謝 O 蕎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5 蔡 O 珈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6 林 O 偉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7 呂 O 廷 東區 東門里 東門路                 

8 徐 O■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9 饒 O 宸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10 林 O 璇 東區 東門里 振興路                   

1 林 O 翰 南區 江川里 五權南路             

2 莊 O 至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3 林 O 寬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4 鄭 O 翰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5 張 O 芯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6 江 O 霖 南區 江川里 永和街                

7 陳 O 齊 南區 江川里 新華街                    

8 鐘 O 宸 南區 江川里 新華街                   

9 張 O 皓 南區 江川里 建成路                 

10 林 O 鈴 南區 江川里 信義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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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 O 寧 西區 公益里 中美街                

2 黃 O 勛 西區 公益里 向上北路             

3 王 O 筌 西區 公益里 向上北路               

4 賴 O 綺 西區 公益里 華美街                   

5 劉 O 均 西區 公益里 中美街              

6 張 O 桓 西區 公益里 中美街               

7 賴 O 蓁 西區 公益里 忠明南路              

8 鄒 O 璇 西區 公益里 華美街                

9 黃 O 臻 西區 公益里 中美街                

10 王 O 叡 西區 公益里 公正路                   

1 林 O 騰 北區 中達里 梅川西路三段              

2 徐 O 心 北區 中達里 民權路            

3 何 O 香 北區 中達里 永達街                   

4 張 O 暐 北區 中達里 英才路               

5 林 O 勳 北區 中達里 篤行路             

6 林 O 瑀 北區 中達里 篤行路             

7 ■O 銨 北區 中達里 育德路                

8 王 O 恩 北區 中達里 篤行路               

9 蔡 O 媛 北區 中達里 篤行路              

10 林 O 莉 北區 中達里 篤行路            

1 陳 O 任 西屯區 逢福里 福上巷                

2 林 O 翔 西屯區 逢福里 福上巷                

3 蔡 O 詠 西屯區 逢福里 福上巷           

4 麥 O 錂 西屯區 逢福里 櫻城一街              

5 陳 O 郁 西屯區 逢福里 櫻城一街             

6 陳 O 羽 西屯區 逢福里 櫻城二街                   

7 許 O 齊 西屯區 逢福里 惠來路三段            

8 李 O 祐 西屯區 逢福里 慶和街                    

9 洪 O 崴 西屯區 逢福里 惠來路三段      

10 歐 OO 彥 西屯區 逢福里 惠來路三段           

1 戚 O 嫣 南屯區 同心里 大英街                

2 陳 O 旗 南屯區 同心里 大英西一街             

3 鄧 O 恩 南屯區 同心里 文心路一段            

4 曾 O 媄 南屯區 同心里 文心路一段            

5 曾 O 淇 南屯區 同心里 五權西路二段           

6 林 O 蓁 南屯區 同心里 大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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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彭 O 蘋 南屯區 同心里 大墩二街               

8 楊 O 諺 南屯區 同心里 大墩一街              

9 莊 O 詳 南屯區 同心里 大墩西二街                

10 賴 O 辰 南屯區 同心里 南屯路二段                

1 鐘 O 媛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北街                  

2 王 O 潔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路一段            

3 張 O 瑋 北屯區 水湳里 中清路二段             

4 黃 O 甯 北屯區 水湳里 瀋陽北路                  

5 林 O 榕 北屯區 水湳里 華美西街二段               

6 馮 O 傑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西路               

7 余 O 璇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北街               

8 張 O 慈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北街            

9 何 O 容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路一段                 

10 陳 O 寍 北屯區 水湳里 大連路一段              

1 張 O 勝 南區 樹德里 復興北路               

2 吳 O 希 南區 樹德里 文心南路           

3 林 O 妤 南區 樹德里 大慶街二段            

4 王 O 綸 南區 樹德里 復興北路                

5 黃 O 興 南區 樹德里 復興北路              

6 張 O 睿 南區 樹德里 德吉街            

7 余 O 容 南區 樹德里 德富路             

8 吳 O 鈞 南區 樹德里 德鑫街                 

9 陳 O 南區 樹德里 大慶街二段              

10 謝 O 志 南區 樹德里 大慶街二段              

1 謝 O 渝 豐原區 大湳里 三豐路             

2 黃 O 展 豐原區 大湳里 大昌街                   

3 紀 O 超 豐原區 大湳里 豐洲路                

4 宋 O 萱 豐原區 大湳里 三豐路                

5 鄭 O 佑 豐原區 大湳里 三豐路                   

6 白 O 淳 豐原區 大湳里 圓環北路一段           

7 黃 O 晴 豐原區 大湳里 圓環北路一段           

8 賴 O 璇 豐原區 大湳里 大仁街                  

9 陳 O 綸 豐原區 大湳里 大湳街                   

10 詹 O 羚 豐原區 大湳里 大湳街                    

1 呂 O 眉 東勢區 廣興里 中新街            

2 劉 O 閎 東勢區 廣興里 三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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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 O 勛 東勢區 廣興里 三民街                

4 何 O 承 東勢區 廣興里 三民街                

5 徐 O 浩 東勢區 廣興里 中山路                   

6 余 O 成 東勢區 廣興里 文新街                

7 陳 O 翔 東勢區 廣興里 文新街                   

8 王 O 羽 東勢區 廣興里 中興街                   

9 詹 O 淇 東勢區 廣興里 東環街                  

10 徐 O 龍 東勢區 廣興里 中新街              

1 莊 O 叡 后里區 眉山里 店後莊                    

2 陳 O 勛 后里區 眉山里 三月路                   

3 李 O 妤 后里區 眉山里 三月路                 

4 王 O 晴 后里區 眉山里 甲后路                

5 劉 O 樂 后里區 眉山里 甲后路                  

6 陳 O 璋 后里區 眉山里 安眉路              

7 黃 O 涵 后里區 眉山里 甲后路                  

8 林 O 榆 后里區 眉山里 甲后路                  

9 張 O 宜 后里區 眉山里 甲后路 

10 張 O 妍 后里區 眉山里 廠舍莊                  

1 張 O■ 潭子區 聚興里 潭興路一段                

2 吳 O 棠 潭子區 聚興里 潭興路一段                

3 江 O 昕 潭子區 聚興里 豐興路一段              

4 廖 O 聖 潭子區 聚興里 興豐山莊                

5 廖 O 翎 潭子區 聚興里 興豐山莊                

6 揭 O 祐 潭子區 聚興里 興豐山莊                 

7 呂 O 蓁 潭子區 聚興里 潭興路一段           

8 蘇 O 瑞 潭子區 聚興里 潭興路一段            

9 李 O■ 潭子區 聚興里 豐興路一段             

10 湯 O 潭子區 聚興里 豐興路一段                

1 劉 O 鈞 清水區 中社里 忠誠路                

2 陳 O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3 陳 O 珊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4 俞 O 龍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5 劉 O 呈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6 張 O 竤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7 陳 O 宇 清水區 中社里 建國路             

8 林 O 卉 清水區 中社里 中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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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 O 恩 清水區 中社里 中社路                 

10 李 O 巽 清水區 中社里 鎮政路               

1 許 O 富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2 李 O 齊 外埔區 水美里 后寮路                  

3 賴 O 妤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4 蘇 O 婕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5 陳 O 錡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6 湯 O 勛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7 李 O 諺 外埔區 水美里 水美路                   

8 陳 O 柔 外埔區 水美里 二崁路                

9 王 O 韓 外埔區 水美里 溪底路                    

10 王 O 丞 外埔區 水美里 溪底路                    

1 蔡 O 芳 大安區 中庄里 中山南路               

2 李 O 婕 大安區 中庄里 中山南路               

3 劉 O 潼 大安區 中庄里 南埔路                 

4 李 O 寧 大安區 中庄里 南埔路                 

5 陳 O 葳 大安區 中庄里 中松路                

6 許 O 瑋 大安區 中庄里 中松路                   

7 陳 O 陵 大安區 中庄里 三元路                     

8 陳 O 汝 大安區 中庄里 中山南路                 

9 陳 O 蓁 大安區 中庄里 中山南路              

10 黃 O 凱 大安區 中庄里 中山南路                  

1 陳 O 昌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2 陳 O 恩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3 陳 O 櫻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4 施 O 旻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5 王 O 浵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6 郭 O 靚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7 莊 O 皓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8 陳 O 蓉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9 陳 O 學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10 鍾 O 雅 大肚區 社腳里 沙田路一段           

1 謝 O 恩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2 楊 O 德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3 楊 O 和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4 曾 O 軒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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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 O 妍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6 鍾 O 雅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7 許 O 婕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8 陳 O 蓁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9 劉 O 蓁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10 張 O 榮 烏日區 前竹里 光明路             

1 賴 O 璋 霧峰區 錦榮里 成功路               

2 陳 O 希 霧峰區 錦榮里 成功路             

3 陳 O 璇 霧峰區 錦榮里 成功路                

4 林 O 俞 霧峰區 錦榮里 萊園路                 

5 羅 O 辰 霧峰區 錦榮里 萊園路                   

6 江 O 樺 霧峰區 錦榮里 成功路                   

7 阮 O 皓 霧峰區 錦榮里 樟公北巷                

8 鍾 O 誠 霧峰區 錦榮里 樟公北巷                

9 林 O 序 霧峰區 錦榮里 樟公北巷                

10 余 O 霖 霧峰區 錦榮里 樟公北巷               

1 張 O 淞 太平區 成功里 東平路                  

2 廖 O 欣 太平區 成功里 東平路               

3 陳 O 瑄 太平區 成功里 建興路                  

4 莊 O 瑋 太平區 成功里 成功東路             

5 賴 O 碩 太平區 成功里 成功東路             

6 林 O 萱 太平區 成功里 成功東路                 

7 許 O 熏 太平區 成功里 建興路             

8 黃 O 綺 太平區 成功里 成功東路             

9 王 O 心 太平區 成功里 建興路                  

10 陳 O 澔 太平區 成功里 建興路             

1 ■O 弘 大里區 西榮里 西榮路                

2 卓 O 恩 大里區 西榮里 東明路               

3 曹 O 萱 大里區 西榮里 東明路              

4 王 O 弘 大里區 西榮里 東明路              

5 王 O 喬 大里區 西榮里 德芳路一段            

6 謝 O 澄 大里區 西榮里 新仁路三段            

7 曹 O 鰋 大里區 西榮里 新仁路三段            

8 劉 O 瑾 大里區 西榮里 東明路             

9 林 O 劭 大里區 西榮里 益民路二段            

10 許 O 華 大里區 西榮里 西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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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6 歲~未滿 12 歲抽樣名單 

編號 姓名 
   

1 林 O 璇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2 施 O 均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3 張 O 鈞 中區 綠川里 臺灣大道一段                

4 張 O 碩 中區 綠川里 臺灣大道一段                

5 張 O 元 中區 綠川里 成功路                   

6 林 O 堅 中區 綠川里 建國路                

7 賴 O 羽 中區 綠川里 建國路                 

8 陳 O 雯 中區 綠川里 雙十路一段                

9 張 O 維 中區 綠川里 雙十路一段                

10 詹 O 寰 中區 綠川里 民權路                  

1 吳 O 樺 東區 東門里 東門路               

2 劉 O 宇 東區 東門里 旱溪西路一段             

3 梁 O 倩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4 李 O 妮 東區 東門里 六順路                 

5 廖 O 韋 東區 東門里 旱溪西路一段            

6 林 O 仰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7 林 O 翔 東區 東門里 東福路                

8 賴 O 倢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9 李 O 明 東區 東門里 天乙街               

10 李 O 涵 東區 東門里 東門南街                

1 粘 O 鈞 南區 平和里 新和街                

2 李 O 欣 南區 平和里 南平路               

3 韓 O 喬 南區 平和里 忠明南路            

4 賴 O 瑋 南區 平和里 美村南路                

5 張 O 馨 南區 平和里 美村南路                

6 陳 O 蓉 南區 平和里 新和街                  

7 張 O 語 南區 平和里 新和街                

8 趙 O 昀 南區 平和里 美和街             

9 張 O 綾 南區 平和里 美和街             

10 陳 O 豐 南區 平和里 新和街               

1 翁 O 瞳 西區 和龍里 梅川東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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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O 亨 西區 和龍里 梅川東路二段          

3 楊 O 耀 西區 和龍里 日興街                

4 施 O 恩 西區 和龍里 英士路                

5 林 O 彌 西區 和龍里 日興街             

6 陳 O 哲 西區 和龍里 篤行路             

7 陳 O 瑄 西區 和龍里 篤行路                   

8 郭 O 漩 西區 和龍里 篤行路             

9 廖 O 民 西區 和龍里 西屯路一段                 

10 賴 O 家 西區 和龍里 篤信街                 

1 陳 O 廷 北區 賴興里 北平路二段           

2 沈 O 昀 北區 賴興里 北平路二段                 

3 柯 O 柔 北區 賴興里 文昌東一街           

4 莊 O 承 北區 賴興里 文昌東一街          

5 賴 O 泚 北區 賴興里 文昌東一街           

6 蔡 O 洋 北區 賴興里 文昌東一街           

7 蔡 O 菘 北區 賴興里 永定一街            

8 許 O 睿 北區 賴興里 永定一街            

9 謝 O 哲 北區 賴興里 永定一街                   

10 簡 O 丞 北區 賴興里 梅川西路四段          

1 羅 O 倫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2 遲 O 功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3 駱 O 洋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4 楊 O 恩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5 孟 O 純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6 黃 O 傑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7 熊 O■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8 李 O 煜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9 程 O 威 西屯區 大石里 皇城街            

10 林 O 齊 西屯區 大石里 福上巷            

1 賴 O 熙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2 翁 O 詠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3 黃 O 育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4 陳 O 倫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5 曾 O 渝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6 許 O 芸 南屯區 三厝里 河南路四段             

7 朱 O 晴 南屯區 三厝里 河南路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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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 O 琪 南屯區 三厝里 大墩十一街            

9 王 O 瑋 南屯區 三厝里 大富街               

10 賴 O 展 南屯區 三厝里 大富街                    

1 陳 O 槿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2 陳 O 霖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3 連 O 荃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4 彭 O 婕 北屯區 平順里 安順東十街              

5 楊 O 琪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6 江 O 頤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7 王 O 煜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8 謝 O 安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9 張 O 宏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10 詹 O 兆 北屯區 平順里 柳陽西街              

1 黃 O 嘉 北屯區 松和里 昌平路二段              

2 陳 O 瑜 北屯區 松和里 昌平路二段               

3 張 O 莉 北屯區 松和里 崇德六路一段             

4 王 O 霖 北屯區 松和里 崇德六路一段                

5 李 O 驊 北屯區 松和里 崇德六路一段            

6 楊 O 翰 北屯區 松和里 松竹路二段             

7 沈 O 柔 北屯區 松和里 松竹路二段             

8 林 O 棻 北屯區 松和里 松竹路二段             

9 蔣 O 廷 北屯區 松和里 松竹路二段             

10 趙 O 加 北屯區 松和里 松竹路二段               

1 廖 O 盈 豐原區 民生里 府前街                   

2 羅 O 晉 豐原區 民生里 府前街                

3 羅 O 宸 豐原區 民生里 府前街                 

4 張 O 鈞 豐原區 民生里 府前街                

5 魏 O 瑢 豐原區 民生里 府前街                

6 楊 O 睿 豐原區 民生里 中興路               

7 柯 O 宜 豐原區 民生里 中興路                

8 詹 O 潔 豐原區 民生里 中興路                  

9 葉 O 妤 豐原區 民生里 田心路一段                   

10 林 O 辰 豐原區 民生里 田心路一段                

1 王 O 宏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2 吳 O 樺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3 江 O 霖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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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 O 御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5 王 O 婷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6 陳 O 穎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7 蔡 O 祐 神岡區 圳堵里 神清路                 

8 張 O 軒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9 王 O 洋 神岡區 圳堵里 和睦路一段                

10 陳 O 羽 神岡區 圳堵里 神清路                

1 鄧 O 恩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2 鄧 O 函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3 鄭 O 彤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4 劉 O 頡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5 胡 O 穎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6 李 O 碩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7 蘇 O 期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8 高 O 珊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9 高 O 治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10 姜 O 齊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1 陳 O 均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2 曾 O 沁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3 曾 O 塏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4 池 O 萱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5 曾 O 旭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6 劉 O 姍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7 楊 O 言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8 黃 O 瑄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9 黃 O 紘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10 周 O 玹 和平區 天輪里 東關路二段 

1 楊 O 雄 清水區 武鹿里 五權路                   

2 楊 O 雄 清水區 武鹿里 五權路                  

3 林 O 安 清水區 武鹿里 海濱路                 

4 蔡 O 恩 清水區 武鹿里 平等東路               

5 陳 O 紜 清水區 武鹿里 平等東路                   

6 張 O 勛 清水區 武鹿里 公正路                    

7 蔡 O 鈞 清水區 武鹿里 中央路                    

8 翁 O 涵 清水區 武鹿里 中央路                    

9 陳 O 妤 清水區 武鹿里 中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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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顏 O 郁 清水區 武鹿里 中央路               

1 陳 O 悅 沙鹿區 興仁里 四平街                   

2 劉 O 妤 沙鹿區 興仁里 四平街                   

3 黃 O 絜 沙鹿區 興仁里 四平街             

4 董 O 廷 沙鹿區 興仁里 沙田路                    

5 方 O 文 沙鹿區 興仁里 興安路                

6 林 O 洋 沙鹿區 興仁里 鎮南路二段              

7 陳 O 諶 沙鹿區 興仁里 鎮南路二段             

8 侯 O 方 沙鹿區 興仁里 鎮南路二段              

9 吳 O 諺 沙鹿區 興仁里 四平街                

10 陳 O 毅 沙鹿區 興仁里 四平街                

1 王 O 億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2 王 O 宜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3 陳 O 如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4 王 O 傑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5 王 O 承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6 王 O 涵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7 顏 O 栩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8 王 O 安 梧棲區 永安里 中央路一段                 

9 王 O 閔 梧棲區 永安里 中央路一段                 

10 童 O 勝 梧棲區 永安里 永興路一段                 

1 林 O 伶 龍井區 新庄里 中沙路                

2 陳 O 佑 龍井區 新庄里 新仁路                

3 林 O 璇 龍井區 新庄里 新仁路                

4 何 O 怡 龍井區 新庄里 遊園南路       

5 潘 O 軒 龍井區 新庄里 中沙路                

6 陳 O 妤 龍井區 新庄里 學園路                

7 李 O 宇 龍井區 新庄里 學園路              

8 林 O 晶 龍井區 新庄里 中沙路               

9 林 O 真 龍井區 新庄里 新庄街一段       

10 吳 O 祐 龍井區 新庄里 新庄街二段              

1 賴 O 任 烏日區 仁德里 文德街                    

2 邱 O 羽 烏日區 仁德里 文德街                    

3 林 O 渝 烏日區 仁德里 僑仁街               

4 林 O 龍 烏日區 仁德里 僑仁街               

5 鍾 O 蓁 烏日區 仁德里 興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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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 O■ 烏日區 仁德里 興祥街                

7 謝 O 謙 烏日區 仁德里 中山路一段              

8 劉 O 彤 烏日區 仁德里 信義街               

9 洪 O 愷 烏日區 仁德里 信義街               

10 吳 O 桓 烏日區 仁德里 信義街             

1 莊 O 志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西路                   

2 曾 O 倪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西路                   

3 林 O 珊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路                  

4 黃 O 諺 霧峰區 南勢里 北岸路                

5 林 O 玲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路                

6 張 O 馨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路                   

7 莊 O 嫻 霧峰區 南勢里 光明路                   

8 周 O 諠 霧峰區 南勢里 丁臺路                   

9 洪 O 靖 霧峰區 南勢里 丁臺路                

10 林 O 霖 霧峰區 南勢里 北岸路                    

1 許 O 齊 太平區 中政里 中興路                 

2 柯 O 恩 太平區 中政里 永豐北路                

3 林 O 富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4 張 O 慈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5 林 O 柏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6 賴 O 潔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7 張 O 宗 太平區 中政里 成功東路                   

8 廖 O 慈 太平區 中政里 永平南路            

9 邱 O 孟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10 李 O 儀 太平區 中政里 中平路             

1 劉 O 妤 大里區 大明里 西村路                  

2 林 O 彥 大里區 大明里 中興路二段         

3 孔 O 玄 大里區 大明里 中興路二段         

4 黃 O 瑞 大里區 大明里 中興路二段         

5 張 O 茜 大里區 大明里 大明路                

6 賴 O 辰 大里區 大明里 益民路二段              

7 張 O 瑄 大里區 大明里 大明路                   

8 張 O 琇 大里區 大明里 大明路                   

9 陳 O 溶 大里區 大明里 大明路                

10 周 O 駖 大里區 大明里 東興路                 



附錄十 

317 

 

三、 12 歲~未滿 18 歲抽樣名單 

編號 姓名 區 里 地址 

1 鍾 O 菁 中區 綠川里 民族路               

2 曾 O 禎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3 林 O 萱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4 潘 O 文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5 何 O 伶 中區 綠川里 綠川東街                   

6 鄭 O 蓉 中區 綠川里 雙十路一段               

7 鄭 O 昀 中區 綠川里 雙十路一段                

8 朱 O 晴 中區 綠川里 綠川西街                  

9 林 O 佑 中區 綠川里 綠川西街                 

10 王 O 蘋 中區 綠川里 綠川西街                 

1 楊 O 檸 東區 東門里 東門路                  

2 林 O 廷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3 林 O 辰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4 劉 O 君 東區 東門里 建德街               

5 楊 O 璞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6 邱 O 伊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7 游 O 惟 東區 東門里 東門路                

8 李 O 瑄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9 張 O 竹 東區 東門里 東光園路                  

10 朝 O 昕 東區 東門里 東福路                

1 黃 O 恩 南區 江川里 永和街１８６號                   

2 王 O 璇 南區 江川里 永東街                   

3 劉 O 柔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4 王 O 富 南區 江川里 仁義街                

5 謝 O 佑 南區 江川里 復興園路                  

6 彭 O 傑 南區 江川里 永南街                 

7 陳 O 萱 南區 江川里 永東街                 

8 張 O 群 南區 江川里 五權南路             

9 吳 O 亮 南區 江川里 信義南街            

10 黃 O 翔 南區 江川里 新榮街                    

1 鄭 O 云 西區 中興里 公正路              

2 林 O 諠 西區 中興里 中興四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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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 O 琳 西區 中興里 中興四巷                   

4 李 O 翰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5 廖 O 勛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6 何 O 輝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7 張 O 睿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8 郭 O 逸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9 郭 O 汶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10 黃 O 偉 西區 中興里 美村路一段              

1 何 O 儀 北區 大湖里 柳川西路四段                

2 柳 O 狄 北區 大湖里 柳川西路四段                

3 何 O 峰 北區 大湖里 太平路             

4 李 O 恩 北區 大湖里 大湖街                   

5 賴 O 宏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6 紀 O 榛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7 黃 O 甄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8 顏 O 淳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9 蔡 O 琦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10 蔡 O 安 北區 大湖里 大誠街               

1 黃 O 倢 西屯區 大福里 大鵬路                  

2 鄒 O 得 西屯區 大福里 長安路二段            

3 易 O 雯 西屯區 大福里 長安路二段             

4 李 O 祥 西屯區 大福里 華美西街二段         

5 陳 O 尚 西屯區 大福里 華美西街二段            

6 何 O 彥 西屯區 大福里 中清西二街              

7 李 O 衡 西屯區 大福里 長安路二段              

8 王 O 瑜 西屯區 大福里 長安路二段               

9 林 O 蓁 西屯區 大福里 中清西二街              

10 樂 O 蓁 西屯區 大福里 中清西二街              

1 劉 O 明 南屯區 三厝里 大墩十一街            

2 劉 O 豪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3 許 O 寧 南屯區 三厝里 河南路四段             

4 周 O 安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東街               

5 李 O 南屯區 三厝里 河南路四段            

6 林 O 廷 南屯區 三厝里 向上路三段              

7 羅 O 堯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8 胡 O 真 南屯區 三厝里 黎明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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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賴 O 瑄 南屯區 三厝里 永春東七路             

10 汪 O 暟 南屯區 三厝里 大墩十一街             

1 廖 O 妏 北屯區 軍功里 松竹路一段            

2 劉 O 宜 北屯區 軍功里 軍功路二段                

3 吳 O 瑢 北屯區 軍功里 軍福十九路                 

4 賴 O 秀 北屯區 軍功里 東山路一段             

5 曾 O 翔 北屯區 軍功里 一新二街                  

6 張 O 文 北屯區 軍功里 一新二街                   

7 賴 O 臻 北屯區 軍功里 東山路一段            

8 王 O 于 北屯區 軍功里 東山路一段     

9 林 O 譯 北屯區 軍功里 松竹二路                  

10 許 O 雲 北屯區 軍功里 軍榮街                  

1 倪 O 杰 西區 公正里 公益路              

2 蕭 O 馨 西區 公正里 公益路             

3 林 O 岑 西區 公正里 精誠路                  

4 藍 O 祥 西區 公正里 向上路一段             

5 洪 O 蔭 西區 公正里 向上一街               

6 曾 O 勝 西區 公正里 東興路三段                

7 王 O 洋 西區 公正里 大昌街                

8 吳 O 韋 西區 公正里 大墩十街               

9 張 O 碩 西區 公正里 大墩十街                  

10 蔡 O 雲 西區 公正里 大進街               

1 蘇 O 玟 東勢區 下新里 粵寧街                

2 陳 O 宏 東勢區 下新里 粵寧街                 

3 劉 O 鑫 東勢區 下新里 東蘭路               

4 詹 O 翔 東勢區 下新里 粵寧街             

5 馬 O 宗 東勢區 下新里 粵寧街               

6 陳 O 東 東勢區 下新里 東蘭路                  

7 林 O 偉 東勢區 下新里 東蘭路                 

8 張 O 和 東勢區 下新里 東蘭路                

9 巫 O 睿 東勢區 下新里 東蘭路                

10 古 O 曄 東勢區 下新里 粵寧街               

1 鄭 O 勳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2 黃 O 涵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3 曾 O 菱 后里區 厚里里 柑宅路                 

4 翁 O 芳 后里區 厚里里 柑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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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 O 蓁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6 張 O 雲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7 曾 O 晴 后里區 厚里里 后里路                   

8 陳 O 元 后里區 厚里里 后里路                   

9 劉 O 哲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10 徐 O 宏 后里區 厚里里 甲后路              

1 邱 O 汝 大雅區 四德里 學府路          

2 楊 O 擷 大雅區 四德里 學府路          

3 柯 O 均 大雅區 四德里 學府路                

4 陳 O 渝 大雅區 四德里 雅環路一段             

5 吳 O■ 大雅區 四德里 義和路              

6 王 O 筠 大雅區 四德里 義和路                 

7 林 O 丞 大雅區 四德里 中山八路                

8 林 O 安 大雅區 四德里 仁和路                  

9 于 O 軒 大雅區 四德里 學府路                

10 陳 O 瑜 大雅區 四德里 中山路               

1 鄧 O 傑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2 鄧 O 元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3 劉 O 良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4 李 O 樺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5 劉 O 智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6 邱 O 傑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7 黃 O 偉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8 張 O 巽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9 林 O 婷 石岡區 德興里 和盛街              

10 詹 O 君 石岡區 德興里 豐勢路               

1 吳 O 璟 大甲區 建興里 如意路                  

2 陳 O 瑋 大甲區 建興里 如意路                   

3 黎 O 伶 大甲區 建興里 如意路                 

4 莊 O 亦 大甲區 建興里 如意路                

5 柯 O 瑄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6 柯 O 威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7 郭 O 頎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8 林 O 怡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9 霜 O 諺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10 郭 O 良 大甲區 建興里 臨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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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 O 佑 清水區 高南里 高美路                 

2 洪 O 菱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3 洪 O 宇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4 楊 O 荏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5 楊 O 華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6 李 O 明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7 李 O 蓁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8 陳 O 宏 清水區 高南里 海口南路                  

9 許 O 暉 清水區 高南里 高美路                  

10 周 O 旻 清水區 高南里 高美路                

1 王 O 愷 梧棲區 下寮里 梧北路                  

2 趙 O 真 梧棲區 下寮里 大智路二段              

3 黃 O 珣 梧棲區 下寮里 仁美街               

4 紀 O 妤 梧棲區 下寮里 梧北路                  

5 蔡 O 妤 梧棲區 下寮里 東建路                   

6 謝 O 雯 梧棲區 下寮里 中和街                

7 陳 O 錡 梧棲區 下寮里 中和街                  

8 江 O 嘉 梧棲區 下寮里 中和街                  

9 蔡 O 恆 梧棲區 下寮里 仁美街              

10 張 O 梧棲區 下寮里 居仁街                

1 劉 O 昇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中路                  

2 林 O 晟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北路                   

3 陳 O 昌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中路                 

4 呂 O 霈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西路                   

5 鄭 O 呈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西路                   

6 陳 O 璇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西路                    

7 呂 O 雯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西路                   

8 高 O 絃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路                   

9 陳 O 杅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路                  

10 周 O 德 外埔區 土城里 土城路                    

1 陳 O 諺 烏日區 九德里 中華路             

2 林 O 均 烏日區 九德里 中華路                    

3 蔡 O 成 烏日區 九德里 中華路             

4 江 O 潔 烏日區 九德里 中華路             

5 李 O 呈 烏日區 九德里 中華路           

6 廖 O 希 烏日區 九德里 興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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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范 O 媛 烏日區 九德里 長春街                   

8 倪 O 臻 烏日區 九德里 明德街                   

9 顏 O 琪 烏日區 九德里 興祥街              

10 潘 O 亞 烏日區 九德里 自立街                 

1 陳 O 安 霧峰區 坑口里 中正路              

2 林 O 真 霧峰區 坑口里 新生路                 

3 林 O 吟 霧峰區 坑口里 新生路                 

4 李 O 翔 霧峰區 坑口里 新生路                  

5 郭 O 喻 霧峰區 坑口里 復興路二段              

6 林 O 萱 霧峰區 坑口里 新生路                  

7 陳 O 瑀 霧峰區 坑口里 中正路            

8 洪 O 渝 霧峰區 坑口里 中正路              

9 陳 O 妮 霧峰區 坑口里 中正路              

10 賴 O 霧峰區 坑口里 中正路                   

1 吳 O 紜 太平區 永成里 長億四街                  

2 楊 O 樺 太平區 永成里 長億五街                

3 何 O 葇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4 隆 O 輝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5 林 O 怡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6 呂 O 霆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7 洪 O 嘉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8 黃 O 源 太平區 永成里 永富街                    

9 游 O 欣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泰街                    

10 古 O 雯 太平區 永成里 永成北路                   

1 劉 O 琳 大里區 仁化里 仁美路              

2 黃 O 瑋 大里區 仁化里 仁美路              

3 林 O 丞 大里區 仁化里 仁美路                 

4 曾 O 慧 大里區 仁化里 善化路                

5 劉 O 竹 大里區 仁化里 善化路                

6 陳 O 玉 大里區 仁化里 善化路                

7 賴 O 泳 大里區 仁化里 善化路             

8 陳 O 羽 大里區 仁化里 善化路             

9 洪 O 雅 大里區 仁化里 金山五街                  

10 蕭 O 富 大里區 仁化里 仁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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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訪員訓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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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簡介 

一、 目的 

    瞭解臺中市未滿 18歲兒童及少年家庭狀況、生活狀況、醫療

健康、托育問題、安全保護、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就學就業以

及對政府辦理兒童少年福利措施之瞭解、使用與期望等。 

二、 調查範圍與對象 

(一) 調查對象:以民國 105年 4月底設籍於臺中市分類如下: 

1. 家有 0歲以上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2. 家有 6歲以上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3. 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 

    (二)調查區域範圍:以臺中市臺中市 29個行政區為調查範圍。 

三、 調查方法:以面訪為主，透過訪員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於訪問

結束之後檢查問卷是否有遺漏之情形，提高問卷的品質。 

四、 成功樣本數:三類問卷個達 200分以上(共 600份以上)有效問卷。 

五、 預期效益 

 調查及分析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的生活狀況、需求及對福利服

務之期望。 

 深度瞭解各種服務所呈現問題及使用上之供需落差，作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措施改進依據。 

 透過本調查結果及所提建議，做為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業

務推展及未來政策之制定、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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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流程與內容 

流程 內容說明 

參訪訪員訓

練 

 瞭解訪問調查的意義、正確的訪問原則及技巧、問卷

內容及記錄規則等 

 藉由師長們的經驗講授與模擬練習，提高訪員品質、

提高有效問卷回收率及降低受訪者的拒訪數 

 簽訂訪員同意書及保密切結書 

 領取識別證、訪員手冊、紀錄表…等 

 實際演練 

進行實地調

查 

 訪員集合時間 

 檢查識別證、問卷、禮品與紀錄表是否領取 

提交完成問

卷 

 每日將完成的問卷與紀錄表統一繳交給計畫助理 

 計畫助理需確認完成樣本數、配額、問卷、紀錄表等

確認無誤後，訪員始可離開 

一、 出發前的準備 

出發前記得攜帶訪員識別證、訪員手冊、訪談問卷、筆、水壺及

手機(記得開機和充電)。 

二、 集合 

(一) 請於指定之特定集合時間至集合地點集合。一般來說會在施測

前一個小時到達，務必準時，不可遲到，若是遲到則依訪員同

意書上之罰則辦理。 

(二) 集合地點:統一於亞洲大學校門口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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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員基本守則 

一、 訪員對於調查所獲得的資料有保密的義務。 

二、 聲音必須保持清晰，正確並完整的傳遞題目的含意讓受訪者瞭解，

以求得受訪者之正確答案。 

三、 假如對第一次問問題的回答結果覺得不完全或不恰當，可以用非

引導性的方式進一步解釋、說明，或以其他不影響回答結果的方

式進行詢問。 

四、 訪問紀錄不可以自由選擇要點紀錄，不但必須反映出回答的全部

內容，而且只能記錄受訪者所說出的答案。 

五、 訪員對於回答的內容應持中立立場，不做價值判斷。在訪問過程

中，訪員不可以針對訪問的相關主題提出隱含特別價值或喜好的

意見；也不該對受訪者的回答表示贊同、反對或喜歡、厭惡，嚴

守「發問→聆聽→勾選答案」之分際，不可與受訪者討論本身之

價值觀，以避免影響受訪者之答案。 

六、 問卷訪問紀錄必須邊訪問邊紀錄，不可以於訪問完後再行紀錄，

以免內容錯漏。 

七、 絕不可以尚未訪問受訪者，即自行勾選答案；或勾選與受訪者所

回答不同之答案。若有上述事情發生，一律開除處分，並酌情扣

薪。 

八、 完成訪問後，應該將整份問卷從頭到尾檢查一遍，檢查有無錯漏。 

九、 盡量以受訪者熟悉的語言進行防問，如果受訪者只聽得懂客語或

臺語，請禮貌性地告知請對方稍微等候，並立即連繫熟悉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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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訪問員。 

十、 訪問結束後須贈送受訪者一份小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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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高完成率的技巧 

一、 禮貌、微笑、誠懇、耐心、細心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二、 準備好開場白，從容不迫地說出。理想的開場白要讓受訪者感覺到

和訪員的關係會令他覺得愉快而滿意，並使受訪者認為此一調查

是重要而且有意義的。 

三、 每天開始訪問前，請務必將所有問題念熟悉，避免因為問卷不熟使

受訪者不耐而拒訪。 

四、 請用「您」代替你，多說請、謝謝、對不起。 

五、 必須克服受訪者對於受訪的一句心裡。訪員與受訪者的接觸愈自然

愈好。採用適當的言語、友善的態度，以及對受訪者所提出的意

見表示感興趣。 

六、  不論你是第一次做訪問，或是你已經是訪問的老手，都請你帶著

這一份誠懇的心來接受這份工作。這是一份有意點點靠運氣，卻

有絕大部分須憑毅力及耐心才能完成的工作；相信在過程中您一

定可以累積很多寶貴的經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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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施策注意事項 

一、正確的工作態度 

(一)認真:不草率看待此份工作，凡是認真以對。 

(二)有自信:對於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 

(三)不遲到:確定集合時間及地點，盡量提早到達，不遲到。 

(四)負責任:將自己負責的問卷確實做完。 

(五)有耐心:由於施測對象包含兒童及少年，因此需要高度的耐心，

請以愛心對待受訪者，讓受訪者可以在無壓力的環境中回答問題。 

(六)成熟的態度:請訪員以肯定的口氣說話，不用太童言童語，或

是使用疊字。 

(七)注意聲量:音量適中，不宜過大或太小聲。 

二、詳讀訪員手冊及問卷 

(一)詳讀:在訪員訓練後，一定要將訪員手冊從頭到尾仔細地看過

至少一遍，熟悉每個步驟及可能遇到的狀況，始能具備危機處理的

能力。 

(二)做標記:請仔細研讀問卷填答方式，在自己可能忽視的地方坐

上清楚的標記，使施測時更順利。 

(三)施測練習:可於施測前多次模擬施測的情形，以瞭解自己在何

處容易發生問題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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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前一天:請再次檢查施測當天所需資料，是否已準備好，

並請保護自己的喉嚨及聲音，早點休息，保持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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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酬方式 

當調查工作全部完成以後，計畫助理會核算您應得的酬勞，並盡

速將您應得的酬勞會到您的銀行帳戶 

一、 酬勞:採按件計酬，一對一訪談問卷，一份 200元(限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不虞採納。 

二、 保險:實地調查訪問期間，我們為各位訪員皆有投保意外險。如

果您因訪問工作發生任何意外傷害，請在健保合約之各公私立

醫院診所就醫，並索取診斷書及收據，請注意:接骨所及國術中

心所開立書據恕不受理。 

三、 交通:調查訪問期間，前往臺中之交通，由計劃統一安排，故交

通費不另支付。交通工具的損耗修理費用不列入報銷費用(包括

車輛拖吊費用)、機油及齒輪油也不與補助，請小心照顧您的愛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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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常見問題 

一、 為甚麼選我做訪問對象呢? 

「我們想要了解各地區不同屬性民眾的意見，而且採用縝密的抽樣

方式進行，您是我們隨機抽出來的幸運者，您的參與是具有重要的

代表性，別人不可以代替您，除了您，我們不可以除訪問其他人，

否則可能會印位少了您的意見而讓整個研究樣本失去代表的真正意

見。您的意見對我們而言是非常珍貴的意見!」 

二、我對這件事情瞭解有限，你去問別人? 

「您是我們依據一定的抽樣理論所抽出的指定的受訪者，我們不能

隨便找其他人代替，否則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會有偏差。」 

三、訪問都是來騙資料然後來推銷東西的? 

「請您放心我們是亞州大學的調查員，接受臺中市政府的委託進行

本調查。決不是推銷東西的推銷員(並提供識別證)您的資料僅會用

於本次調查使用，且經過整體彙整後的統計資料，所以您的基本資

料將是受到保密的，請您放心。」 

四、我沒有時間你去問別人… 

「我們的訪問會在 20分鐘內完成，不會佔據您太多的時間，請您配

合我們完成這份調查，您的意見對於臺中市政府來說，是非常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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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問卷填表說明 

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0-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填答說明 

一、此份問卷訪談對象為:0-未滿 6歲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 

二、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養親屬關係，主要負起照顧嬰幼兒或花費照

顧嬰幼兒  

    時間最多者的人。 

 

第壹部分:基本資料 

一、 請問您是嬰幼兒的 

 以與嬰幼兒有親屬關係者為主，若非前四項，請訪員協助詢問後

填答，如:叔叔、嬸嬸、伯父、伯母…等。 

二、 請問嬰幼兒的性別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三、 請問嬰幼兒的年齡 

 以出生年月日認定，避免實歲與虛歲認定之差異，若受訪者無法

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當時訪談回答之年齡為主。 

四、 請問嬰幼兒的居住地區 

 若受訪者無法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當時訪談所在地為主。 

五、 請問嬰幼兒的身心狀況 

 若嬰幼兒為身心障礙者，請受訪者確認是否領取手冊或是醫院聯

合評估報告書。 

六、 身分別 

 依照嬰幼兒的父母親身分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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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嬰幼兒目前與哪些人同住 

 勾選對象須每週與嬰幼兒童同住超過 5天以上 

B1-2、請問嬰幼兒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與嬰幼兒共同父母或其中一方相同者(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

情形)皆須納入計算 

B1-3、請問嬰幼兒的家庭，民國104年平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以104年總收入除12個月計算 

二、 家庭照顧 

B2-1、請問您家中有幾位未滿18歲的小孩? 

 以受訪者家中實際狀況填答 

B2-2請問目前嬰幼兒日間與夜間照顧者為? 

 以每週超過5天以上的情形進行勾選，注意:日間與夜間皆須作答 

B2-3、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是誰？ 

 以代為照顧頻率最高者進行勾選 

B2-4、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能找到別人暫時照顧嬰幼兒？ 

 依據受訪者實際感受填答 

B2-5、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但無法找到熟識保母或機構的時候，是否願

意利用政府之臨托服務？ 

 依據受訪者實際感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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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托育照顧 

B3、請問您家中托育狀況 

 依據實際狀況進行勾選，自行照顧者需與嬰幼兒擁有親屬關係者

(同基本資料第一題) 

B3-1、自行照顧者 

B3-1-1、請問您的年齡 

 以出生年月日認定避免有十歲即須歲的差異，若受訪者無法記憶

(或不知道)其出生年月日，則依受訪者回答之年齡為主。 

B3-1-2、請問您目前是否有工作 

 依據實際狀況進行勾選。 

■退休:年齡或服務年資達一定期限，終止僱傭關係且領取退休

金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目前沒有工作:過去幼工作但現在沒有，亦稱待業。 

■有兼職工作:原本有工作以外，另有其他兼差職務。 

■有全職工作:除休息與閒暇時間外，期間投入同一工作。 

B3-1-3、是否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

中心?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2項。 

 

B3-1-3、是否曾使用過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

中心?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未使用過者請跳至第三部分，曾

經使用過請繼續下一題填答 

B3-1-4、不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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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的原因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可複選。 

 

B3-2、保母照顧 

B3-2-1、請問孩子的保母是否有加入保母系統？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保母系統是由全國各縣市專業的

證照保母所集合而成的保母網站，每個保母都有通過國家的保母

證照考試。 

B3-2-2、請問您（們）當初尋找到這個保母的主要管道?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可複選。 

B3-2-3、請問目前照顧您孩子的保母，現在同時照顧幾位嬰幼兒（含

保母自己的孩子）？ 

 依據受訪者實際回答進行勾選。 

B3-2-4、請問目前您選用的保母照顧服務，每位每月平均所需費用

為何？ 

 此項含副食品及其他支出，不含政府補助之折算金額。 

B3-2-5、您目前選擇保母的原因為何?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3項。 

B3-2-6、請問您平均需要花多少時間接送嬰幼兒？ 

 請計算往返大約時間 

B3-3、托嬰中心／幼兒園 

B3-3-1、請問您（們）當初尋找到這個托嬰中心／幼兒園的主要管

道？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可複選。 



附錄十一 

337 

 

B3-3-2、請問目前您選用的托嬰中心／幼兒園服務，每位每月平均

所需費用為何？ 

 此項含副食品及其他支出，不含政府補助之折算金額。 

B3-3-3、您目前選擇此托嬰中心／幼兒園的原因為何?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3項。 

B3-3-4、請問您平均需要花多少時間接送嬰幼兒？ 

 請計算往返大約時間 

B4、當您遇到托育問題時會請教誰？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3項。 

第參部分：嬰幼兒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 兒童托育照顧面向 

 請依據您對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內容的認識或使用經驗進行勾

選，「知道該項托育服務且曾利用」者，請就「滿意」、「普通」、

「不滿意」擇一勾選；「知道該項托育服務但未利用」者，請就

「不需要」、「需要，但無法利用」擇一勾選；「不知道」該項

托育服務內容者，請勾選「不知道」。 

二、 未來托育服務需求調查 

C2、請問您希望政府未來規劃托育服務為何？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5項。 

C3、請問您希望政府透過哪種途徑告知家長各項托育服務資訊？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3項。 

C4、請問在何處放置臺中市臺中市各項托育服務資訊，是您最便利

的取得地點？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最多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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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6-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問卷】 

※填答說明 

一、此份問卷訪談對象為:6-未滿 12歲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二、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養親屬關係，主要負起照顧兒童或花費照顧

兒童  

    時間最多者的人。 

第壹部分:基本資料 

一、請問您是兒童的? 

 以與嬰幼兒有親屬關係者為主，若非前四項，請訪員協助詢問後

填答，如:叔叔、嬸嬸、伯父、伯母…等。 

二、請問兒童的性別?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三、請問嬰幼兒的年齡? 

 以出生年月日認定，避免實歲與虛歲認定之差異，若受訪者無法

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受訪者回答之年齡為主 

四、請問兒童的居住地區? 

 若受訪者無法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當時訪談所在地為主。 

五、請問兒童的身心狀況? 

 若兒童為身心障礙者，請受訪者確認是否領取手冊或是醫院聯合

評估報告書。 

六、身分別 

 依照兒童的父母親身分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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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嬰幼兒目前與哪些人同住 

 勾選對象須每週與嬰幼兒童同住超過 5天以上 

B1-2、請問嬰幼兒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與嬰幼兒共同父母或其中一方相同者(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

情形)皆須納入計算 

B1-3、請問嬰幼兒的家庭，民國104年平均每個月的經常性所得? 

 以104年總收入除12個月計算 

二、 家庭照顧 

B2-1、請問目前嬰幼兒課後日間主要照顧者為? 

 以每週超過5天以上的情形進行勾選。 

B2-2、通常主要代為照顧者是誰？ 

 以代為照顧頻率最高者進行勾選 

B2-3、請問您在臨時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能找到別人暫時照顧兒童？ 

 依據受訪者實際感受填答 

第參部份：兒童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現況： 

C1-1、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有提供以下有關兒童的福利服務，請問您：

(A)知不知道？(B)有沒有用過？(C)這些服務對你的幫助多大？請分別

在這三排的空格打勾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知道與否」者，請就「知道」、

「不知道」擇一勾選；「使用與否」者，請就「曾經用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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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過」擇一勾選；；「對你幫助與否」請就「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沒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擇一勾選。 

C1-2、請問您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為何？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填答 

二、期望： 

C2、請問您認為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優先提供哪些兒童或少年福利措

施？ 

 依據受訪者需求程度勾選，最多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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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12-未滿 18歲少年本人問卷】 

※填答說明 

一、此份問卷訪談對象為:12-未滿 18歲青少年本人 

第壹部份:基本資料 

一、 性別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二、 年齡 

 以出生年月日認定，避免實歲與虛歲認定之差異，若受訪者無法

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受訪者回答之年齡為主 

三、 居住區域 

 若受訪者無法記憶(或不知道)時，則依當時訪談所在地為主。 

四、 請問青少年的身心狀況 

 若兒童為身心障礙者，請受訪者確認是否領取手冊或是醫院聯合

評估報告書。 

五、 請問填答者身分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若為代答者，請註明與青少年的關係。 

六、 身分別 

 依照青少年的父母親身分別填寫 

 

第貳部份：生活狀況 

一、 家庭狀況 

B1-1、請問青少年目前與哪些人同住 

 勾選對象須每週與青少年同住超過 5天以上 

B1-2、請問青少年有幾位兄弟姊妹？(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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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青少年共同父母或其中一方相同者(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等

情形)皆須納入計算 

二、 家庭照顧 

B2、請問您的主要照顧者是誰？ 

 主要照顧者的定義為:養親屬關係，主要負起照顧兒童或花費照

顧兒童  

    時間最多者的人。 

三、 醫療健康 

B3-1、請問您是否曾遭受到下列重大身體事故傷害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3-2、請問您有沒有罹患下列疾病或症狀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3-3、請問您有沒有以下的心理困擾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四、 安全保護 

B4-1、請問以下的法規相關內容，哪些是您想了解的？ 

 依據受訪者需求程度勾選，最多4個 

五、 休閒娛樂與社會參與 

B5-1、請問您個人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為何？ 

 依據受訪者需求程度勾選，最多5個 

B5-2、請問您平均每週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5-3、請問您最常使用的3C產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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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5-4、請問您每天上網多久？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 

B5-4-１、請問您上網主要都做什麼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最多 3項 

B5-5、請問您有沒有參加過下列的活動？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最多 3項 

六、 就學就業 

B6-1請問您是否就學?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1、學校為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2、學級為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3、上課時間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4、目前是否有工讀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5、目前工讀時數為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B6-1-6、目前工讀費主要使用情形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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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無就學主要原因 

 由受訪者回答後填上 

 

第參部份：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望 

一、現況： 

C1-1、臺中市政府或民間團體有提供以下有關青少年的福利服務，請問

您：(A)知不知道？(B)有沒有用過？(C)這些服務對你的幫助多大？請

擇一勾選。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進行勾選，「知道與否」者，請就「知道」、

「不知道」擇一勾選；「使用與否」者，請就「曾經用過」、「從

未用過」擇一勾選；「對你幫助與否」請就「非常有幫助」、「有

幫助」、「沒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擇一勾選。 

C1-2、請問您接收政府社會福利與活動訊息的主要管道為何？ 

 依據受訪者實際狀況填答 

二、期望； 

C2、請問您認為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優先提供哪些青少年福利措施？ 

 依據受訪者需求程度勾選，最多 5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