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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5屆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6月 5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行政院大禮堂 

主席：卓院長兼召集人榮泰 

出（列）席人員：（詳後附簽到單）          紀錄：黃捷立 

壹、主席致詞： 

今天是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5 屆第 1 次會議，很高興與青年委員見面

並進行有效、正面、積極的對談，讓政府正在推動的政策與青年關心的事務相互

銜接。青年是國家發展當中的關鍵角色，也是國家未來的人才庫，這幾年政府持

續推動「青年主流化」，行政院甫於 5月 1日通過《青年基本法草案》，讓青年在

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不再只是旁觀者，期能提高青年公共參與機會，共同打造臺

灣未來的形象。 

青諮會成立以來，每屆青年委員都在各自專業領域上展現不同特色。特別感

謝特地從海外返回的青年朋友們，代表青諮會的觸角已向國際延伸；政府不僅要

發掘我國優秀人才，更要網羅更多國際青年加入。希望大家今天能夠踴躍發言，

不拘形式、內容與音量，展現年輕人的活力，帶動正向討論。 

今天會議將請教育部報告「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階段執行情形。計

畫自推動以來收到許多青年朋友踴躍報名，經過推薦與遴選後，6月起已經陸續

赴海外圓夢。未來大家都有機會遇到曾參與過計畫的夥伴，期待屆時彼此可以互

相協助與支持，這也是落實賴清德總統持續推動的目標－希望青年可以為國家

圓夢，也讓國家幫助青年圓夢。如果你心裡有任何想法，現在就是起點，可以透

過這個機會實踐，也希望以此帶動國家在國安層面或產業需求上的發展。 

另外感謝胡耀傑委員「擴展數位憑證皮夾功能」的提案，希望整合並強化現

有政府建置的身分驗證機制，不僅能增加實用性，也將更容易與國際接軌。透過

今天的場合，希望內閣同仁能夠吸取更年輕的氣息，讓年輕朋友的想法及夢想能

夠實現，讓政府政策朝「青年主流化」的方向邁進。也希望我們未來有機會在更

自由、開闊的空間見面，促進更加多元、開放的想法，謝謝！ 

貳、頒發聘書及合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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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委員自我介紹：（略） 

肆、專案報告： 

「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階段執行報告（報告單位：教育部） 

決 定：洽悉。 

伍、報告事項： 

青諮會第 4屆歷次會議委員提案尚未解除列管之後續辦理情形。 

決 定：洽悉。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推動公共行政數位化，建議政府擴展數位憑證皮夾功能，並開放駕照

、畢業證書等數位驗證 API 串接，讓企業與學術機構能夠合法存取授

權資訊，請討論案。（提案人：胡委員耀傑）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為因應全球公共服務數位化轉型的趨勢，政府將以「凡政府系統有的資

料，人民免自帶證件，即可申請或驗證身分」作為施政願景，在確保資

訊安全的前提下，並讓民眾在使用上，有以數位取代紙本的選擇權。臺

灣現已具備更臻成熟之社會共識與溝通機制，期望在多方條件完備前

提下，跨部會合力推動數位憑證皮夾，具體實踐「AI 行動內閣」理念

，並向民眾展現臺灣於智慧治理的劃時代指標。 

三、請數位發展部加速推動數位憑證皮夾，積極借鏡世界各國之成功經驗，

以降低摸索及學習的時間，並持續提供各部會必要之技術支援。 

四、請交通部及教育部配合規劃期程積極推動駕照及畢業證書納入數位憑

證皮夾，以 114 年完成系統測試及試辦為目標，並可視情形邀請民間

企業及國外機構合作，共同提升數位治理效能並與國際接軌。 

柒、臨時動議：無。 

捌、大合照：（略） 

玖、散會。（下午 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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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5屆第 1次會議發言紀要 

壹、專案報告（依發言順序） 

一、胡委員耀傑 

身邊許多朋友已申請參與「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可見青年迴響相當熱烈，想瞭解本計畫未來是否會擴大執行，以及是否

有重點推動的國家或地區。 

二、陳委員妍 

在孵化輔導機制方面，本計畫將安排業師資源供申請人專業諮詢，想確認

如青年赴海外圓夢，是否會安排媒合當地業師，協助處理在國外發生的任

何狀況。 

三、雷委員雅淇 

因本計畫報名情形相當踴躍，網路上有許多討論聲音，從中也發現可能存

在資訊落差的情形，如青年有相關申請疑問需確認，想瞭解是否有官方途

徑可以搜尋相關資料或指引。 

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陳署長雪玉 

(一)本計畫規劃為 4 年期，自今年起預計持續辦理至 117 年，並將逐年增加

經費額度，整體基金 4 年將達百億元規模，鼓勵符合資格的青年朋友主

動送件申請。 

(二)目前除旅遊警示為橙色、紅色之地區以外，其他各國皆開放青年主動提出

申請，同時其他部會也有海外翱翔相關計畫資源可供青年朋友利用，希望

能夠藉此協助青年圓夢，也讓青年實現國家的夢想。 

(三)在業師媒合方面，教育部將參酌委員建議，邀請具有當地留學經驗或相關

專業背景者擔任業師，期望青年在圓夢過程中獲得適切的諮詢與陪伴。 

(四)計畫相關訊息皆公布於官方網站，今年度本計畫結束後也將規劃成果分

享會，透過參與者相互交流並傳承經驗。 

五、教育部鄭部長英耀 

(一)本計畫除支持青年自由發展，也將由行政團隊協助進行規劃，並從議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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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青年族群的連結，如氣候變遷、環境永續、創新科技等，以培養臺

灣所需要的人才為目標。 

(二)中央部會及駐外單位將持續協助青年拓展國際連結，並與世界各地的政

府部門或 NGO 進行合作，讓年輕人在海外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與照顧。

同時參酌委員意見，能夠擴大與海外留學生或僑民的連結，建立相關的人

才及資源庫，以協助青年應對緊急狀況。 

(三)現已依第 1 梯次審查與輔導經驗進行檢討，其中許多青年反映補助金額

不敷使用，或對於申請規範存在認知落差的情形，教育部將滾動調整相關

執行細節，使制度更趨成熟；未來也將加強對入選青年的說明，如金額編

列基準、計畫補助範圍等，讓青年能明確瞭解及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資源

，並確實達成支持青年圓夢的目標。 

貳、討論事項（依發言順序） 

一、雷委員雅淇 

(一)教育部過去已建立相關數位畢業證書的機制，想瞭解是否與本次的數位

憑證皮夾整合併行，亦或是後續採取何種方式進行資料匯流與制度銜接。 

(二)目前大學端仍有許多文件（如成績單、在學證明等）需由學生親自至學校

申請，想瞭解是否有機會也納入數位憑證皮夾系統中，以提升便利性與效

率。 

二、陳委員虹宇 

各部會皆有提及關於個資保護與資安議題及相關配套措施，想瞭解各部會

在這方面的整體規劃，同時也期盼未來在民眾實際使用相關數位服務時，

避免因資安或個資問題影響使用疑慮。 

三、楊委員律 

臺灣為多元族群的國家，有許多新住民與移工，無論是來臺工作還是結婚，

在生活中往往需要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或學歷等相關證明文件，這些文件通

常仍需經過翻譯、驗證以及法律公證，想瞭解是否亦有機會一併納入數位

憑證皮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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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塗委員家和 

想瞭解教育部的畢業證書整合於數位憑證皮夾之後續推動規劃，是否皆以

大專校院為優先對象；另考量國中及高中職亦核發畢業證書，針對國高中

學校是否有相關規劃。 

五、吳委員國本 

想瞭解目前數位憑證皮夾的系統架構建置外，是否亦同步規劃相關應用場

景，例如於國內不同的機關或場域，皆能使用這些數位憑證進行身分或資

格驗證取代傳統紙本驗證，提升實際應用的廣度與便利性。 

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廖司長高賢 

(一)電子畢業證書之試辦計畫適用對象為專科以上學校，因此現階段以大專

校院為推動的基礎。考量確實亦有許多高中以下學校有核發數位畢業證

書的需求，已由國教署積極研議規劃中。 

(二)現行的電子畢業證書作業方式，係以 PDF 檔加密進行驗證，未來將逐步

導入 API 串接，以提升資料流通與應用的效率。後續期盼於數位發展部

的協助下，透過現行機制的轉換，於預定期程內順利完成階段性目標。 

(三)在個資保護方面，現階段採 PDF 檔加密驗證方式，係經過專業團隊評估

後，認為是資安風險最低的作法。未來若數位發展部有進一步相關規劃，

教育部將配合適時調整作業機制，確保資安及個資保護。 

七、數位發展部莊司長盈志 

(一)目前數位憑證皮夾採用可與歐盟對接的國際標準，若移工母國所核發之

相關證明文件亦採用相同標準，即可透過數位憑證皮夾介接至手機中。 

(二)在個資保護方面，數位憑證皮夾所有的資料發證完成後，僅會儲存於個人

手機中，並保存於手機內本身的加密區，只有當使用者解除加密辨識機制

並同意查驗時，資料才會授權給驗證端。因此，數位憑證皮夾具備嚴謹的

安全防護機制，並透過民間團隊參與系統開發，以確保系統符合最佳安全

標準。 

(三)數位憑證皮夾是未來相當重要的基礎設施，數位發展部一向重視應用場

景的擴展，目前已經與許多民間場域，如超商、租車業者等進行洽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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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月也將釋出測試版本，歡迎有證件查驗或發放需求的青年朋友

加入測試，協助在更多應用場景中導入本服務。 

八、行政院卓院長榮泰 

現今每個人隨身攜帶皮夾，裡頭放著各式各樣的卡片與證件。我雖然無使

用數位憑證皮夾，但我的皮夾裡已有數位化證件。另外我有 1 張電子名片

，只需將它靠近對方的手機，對方便能立即收到我的聯絡資訊，也稱為「碰

卡」，此亦為以數位取代紙本名片之具體實踐。數位是未來重要趨勢，我也

期待多聽見年輕人的聲音，持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