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簡介

✓蒐集及反映青年意見

✓促進青年公共參與

✓積極提供策進建言

緣起 任務 委員組成

✓為強化青年公共參與及

溝通機制，提供青年於政

府政策形成中之參與管道，

自105年11月起設置，以

落實總統青年政策

(委員任期2年一任)

✓青年代表(部會推薦)：

25位(推選1名副召集人)

✓政府代表：5位

行政院院長(召集人)、

政務委員(副召集人) 、

教育部部長(執行長)、

勞動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

✓依委員建議，合計3人即可

連署提案，送部會研處

✓得基於提案重要性、急迫

性及可行性等，決議納入該

次會議討論之提案。在解除

管考前，須經提案委員同意

✓可於工作分組或籌備會議，

讓委員及部會共同協作後，

再將成果於正式會議中報告

提案研處



青諮會運作

巡迴座談

協作平臺

組團拜會

參與部會

列席/觀察提案討論

自第2屆起，請部會提供可對外

公開、不具機敏性之任務編組、

委員會或定期舉辦之會議，委員

以列席者或觀察員之身分參與

持續請部會依政策議題或活動主題

適時邀請委員參與

委員自行連署(4-8人)組團，提供3個可

行時段並說明關注議題，邀請相關部會

常任文官接待，與承辦單位直接對話

自第3屆起強化工作分

組會議(得邀請相關機關、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或其

他具代表性之青年列席)。

持續運用青年好政、社會

創新巡迴座談等協作平臺

深化與部會、地方之交流

每 6個月開一次大會為原則
會前由副召集人先行召開籌備會議

自第2屆起，委員依自身經驗

與專長、關注議題主動發起，

於委員耕耘基地或具青諮組織

或專責單位之縣市辦理，廣泛

瞭解在地青年意見，2-3個月

舉辦1次為原則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運作方式



受邀參與
部會會議/活動

• 第1屆：142
場，計223人
次參加

• 第2屆：408
場，計229人
次參加

參與定期會議/
小組運作

• 第2屆：10個部
會提供18個定
期召開會議或
編組，如：促
進身心障礙者
訓練與就業推
動小組、行政
院地方創生會
報等

提案討論

• 第1屆：計36個提案，
如：邱裕翔委員提案
農民比照漁民參加勞
保，農委會業訂定相
關子法

• 第2屆：計20個提案，
如：黃偉翔委員提案
安排國際技能競賽代
表團於國慶典禮遊行

巡迴座談

• 第2屆：計辦理9
場

• 巡迴宜蘭、新竹
縣市、臺北、新
北、臺南、高雄、
花蓮等地，回復
184個提問

組團拜會
(敲敲門)

協作平臺
如：
• 青年好政
(Let‘s Talk)

• 全球青年趨勢
論壇

• 與故宮協作推
動新線上購票
系統

• 第1屆：後期
試辦，經委員
建議，自第2
屆正式辦理

• 第2屆：共計
拜會國發會、
外交部、衛福
部、科技部等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成果



108.01.22

第１場宜蘭

108.03.19

第２場新竹

108.05.11&12

第３場高雄

108.07.26&31

第４場淡水

青諮會第２屆會議與活動（巡迴座談）

主揪委員：

藝術教育:民間團體
進入體制內推動的

挑戰與困境

宜蘭青年農業
的創新可能
與未來想像

主揪委員：

舊城文化保存
與復興-老宅
翻新再利用

主揪委員：

啟動亞洲:2019
亞太社企高峰會

主揪委員：



主揪委員：
主揪委員：

主揪委員： 主揪委員： 主揪委員：

108.09.11

第５場臺南

108.12.17

第６場烏來

109.07.28

第7場臺北

青諮會第２屆會議與活動（巡迴座談）

109.08.10

第8場新竹

109.09.30

第9場花蓮

南部漁村青年
地方創生的
挑戰與願景

原住民的
經濟與文化

臺灣之光技職國手
紀錄片放映暨就學

與就業情況

竹苗區青年
參與地方創生
的困境與挑戰

科技創生
與農村慶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