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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心理健康委員會第 8屆第 3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0 分 

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府 11 樓吳三連廳會議室 

主席：黃珊珊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黃世傑委員、鄭文惠委員、陳惠琪委員(胡韶華股長代理)、田瑋委員(宋傳明主任

代理)、陳嘉昌委員(金浩明主秘代理)、吳金盛委員、黃雯婷委員、許志敏委員(游

家懿主秘代理)、劉奕霆委員(董婉婷股長代理)、陳喬琪委員(請假)、張書森委員、

姚淑文委員(請假)、陳淑惠委員、賴念華委員(請假)、丘彥南委員(請假)、陳炳宏委

員(請假)、陳秋蓉委員、曾嫦嫦委員、李玉嬋委員、涂喜敏委員、滕西華委員(請

假)、葉雅馨委員、韓德彥委員、郭慈安委員(請假)、劉嘉逸委員、郭淑芬委員 

列席人員：曾光佩科長、游川杰組長、謝樂可執行秘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紀錄：陳姿羽(分機 8860 轉 24)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本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 本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解除列管：案號 109031001、案號 109031002、案號 109052701、 

          案號 109052702、案號 109052704、案號 109052705、 

          案號 109052706，共 7案。 

二、 持續列管：案號 109052703，共 1案。 

三、 新增列管：案號 109082801，共 1案。 

委員發言概要： 

列管案號：109052704自殺防治部份之經費說明 

曾嫦嫦委員：自殺防治的緊急救援需求高且須由許多警消人員一起參與，

但消防局之經費卻較少，可否說明？另有關衛生局經費預算

較多之原因是包含人事費用嗎？ 

業務單位回復： 

消防局回復：此經費主要為講師費用，因本局緊急救護業務包羅萬象，自

殺防治僅為其中一部分，故預算項目不會特別區分出自殺防

治經費。 

警察局回復：此經費主要為本局關老師心理諮商費用，有關一般救援部分

主要經費係編列於消防局。 



- 2 - 

衛生局回復：此經費皆屬業務費並未包含人事費用，主要用於本府自殺防

治中心的業務宣導方面等推動，如守門人訓練或自殺防治相

關活動，另本局為延續個案服務，故部分為委託民間團體之

相關經費。 

主席裁示：本案予以解列。 

肆、 報告事項(共 2案)： 

案由一、臺北市 109 年 1-7月心理衛生工作執行報告 

委員發言概要： 

曾嫦嫦委員： 

1. 報告案中第 4-6 頁對於兼顧職場的家庭照顧者提供了許多關

懷及服務，此類族群於生活中可利用職場轉換環境，相對可獲

得壓力的紓解。 

2. 請問本市老老照顧及有申請外籍看護照顧的比例有多少？報

告案中第 11 頁針對外籍看護將提供 5 場次的情緒照護課程，

但此族群除了會遇到情緒處理問題外，亦會有與雇主間的溝通

及照顧老人時遇到的困難，建議是否可在課程裡，除了提供翻

譯外，同時納入情緒處理及協助解決照顧遇到的困難等議題，

隨著外籍看護越來越多，這是必須重視的議題。 

涂喜敏委員：受疫情影響之活動仍屬較傳統型的服務，如面對面性質的心

理諮詢服務等，建議可使用 Facebook、Line等資訊技術，增

進多元平台推廣運用，期望疫情過後會有多面向新策略產

生。今年 10月張老師基金會將於 Facebook推播有關心理衛

生影片，希望日後能納入心衛中心資源及共同推播。 

陳秋蓉委員： 

1. 有關心理健康促進四段七級中，初段預防極為重要，但在職場

部分做得最少，亦是最難做的一環，建議掌握職場潛在高風險

員工，如罹患心理疾病、診斷或有密集心理服務需求者，以及

影響心理健康危險因子的源頭控管，例如工時、工作壓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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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暴力、工作負荷等。 

2. 有關職場心理衛生的教育宣導，除人資及職場健康護理人員外，

應邀集上級主管學習察覺員工異於平常舉止、態度、行為等之

敏感度，及簡單的諮詢技巧。 

張書森委員： 

1. 有關憂鬱篩檢已實施多年，除了篩檢人次外，是否可呈現目前

篩檢的情形及效益如何，如篩檢為陽性者後續轉介服務之情形，

及是否發揮預期的效果等。 

2. 因受疫情影響，服務量減少是難以避免，故調整預期成效目標

數是合理的。長期而言，本市許多產業皆受到影響，故應多注

意像是失業或無薪假等社會因子的狀況，對於職場心理健康是

重要的影響因素。 

3. 日前教育部宣布外籍學生可入境臺灣，建議學校應掌握及瞭解

學生於隔離期間不論是防疫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 

4. 有關線上諮商是未來諮詢服務的趨勢，目前進度如何？ 

葉雅馨委員：建議在報告中每個策略主題及目標呈現其經費數字，及增加

與去年同期數據之對照，以作未來策略評估時之參考。 

業務單位回復： 

衛生局回復： 

1. 有關老老照顧及外籍看護之比例，目前手邊無數據資料，此部

分涉及本局長照科相關服務，本科將針對委員意見與該科討論

有關提供照顧者服務之相關應對及配套，另目前長照政策中，

本市部分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療所已為特約 B單位，針對個案

及其家屬皆有提供相關的心理健康服務，惟詳細執行情形仍需

與該科確認。 

2. 有關外籍看護部分，主要是與本府勞動局合作，本局將與該局

針對後續增加之課程推廣進行討論，目前除了提供翻譯外，亦

有 4-5國語言版本的 DM、實體課程及提供協助照顧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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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若委員未來能提供心理健康相關線上推播之影片資源，真的

非常感謝，本局將會針對 Facebook 及 Line 加強推播的觸及

率，另目前許多課程結束後皆有調查參與者之回饋意見，本局

會再針對其結果及需求進行改善規劃服務管道及設計。 

4. 針對職場初級預防掌握潛在高風險員工部分，本局將會與勞動

局討論是否將工作負荷及工時等調查項目一併納入列管案

109031002中提及之量表，不僅對於情緒的關照，同時讓員工

可自我覺察，如有需要即可轉介相關資源。另有關主管班諮詢

技巧，在簡報 1.1.4中，針對職場巡迴的宣導講座，本局皆會

依參與對象(一般員工或主管)，設計及規劃後續的課程內容。 

5. 有關線上心理諮商服務，目前邀集相關專家委員進行實質審查，

此服務在諮商軟體運用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心理師

同業對於這方面較不嫻熟，故請專家委員協助指導，後續將依

機構修正的結果進行核定程序。 

6. 長者憂鬱症篩檢主要分為兩目的，第一，讓長者在做健康檢查

時，都能夠接觸到情緒上的自我檢測，培養成良好的習慣。第

二，針對檢測大於 7分的長者，健康服務中心同仁或醫療院所

都會轉介相關科別或資源網絡以銜接心理衛生服務。 

7. 有關學生居家隔離/檢疫，本市防疫係由黃副市長珊珊領軍，

已執行的非常周全，另本府亦有成立關懷小組提供相關服務。 

主席裁示： 

1. 各局處針對策略目標有相對應的預算，但難以細分，如人事經

費就不包含在內，僅能呈現業務費。請衛生局於下次報告案中

加入計畫之業務費說明，並同時呈現今年與去年同期之相關成

果數據對照表。 

2. 市長指示，在任何的職場上，如有同仁發生不好的事件(如司

法等)，要優先觀察和關懷涉及事件的當事人，並於過程中儘

量給予支持，不論結果如何，以協助同仁渡過難關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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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主管或同事互相的關懷要比媒體一些負面宣導的力量

更大。 

案由二、校園自殺防治專案報告 

委員發言概要 

曾嫦嫦委員： 

1. 簡報第 3頁中，有關國中自傷比例最高，且於交叉分析個人因

素部分為「懼/拒學」，卻又於迴歸分析之預測變項為「生涯議

題」，但此議題又列為高中職之個人因素；另交叉分析中有自

殺意念者部分，如「疑似身心發展障礙」比例為 11.8%、「經濟

問題」為 8.2%，卻於迴歸分析多出「校外友伴關係複雜」之預

測變項，可否說明指標的依據及意義為何？  

2. 建議將 Mental Health First Aid的概念納入守門人訓練，其

對象應包含老師及學生，學生間可以互相關懷及協助是很重要

的。 

涂喜敏委員：對於教育局作此份研究及分析連結給予肯定，但建議在不同

的背景因素說明相對應的協助作為，如報告中提及新住民子

女 31位、國小為親師關係或師生關係等之相對服務作為，及

有關家庭教育中心對於自殺行為的國中小、高中職家庭實際

服務說明，希望能提供相關報告。 

李玉嬋委員： 

1. 簡報中針對與自殺防治中心合作，媒合各校與諮商醫療單位部

分，是希望除了有學校的學諮中心資源外，讓民眾有更就近的

心理諮商資源使用，因此校園醫療網絡佈建分為兩部份，一部

分為精神醫療或諮商系統，另一部分為從社區裡得到心理諮商

服務，必要時再轉介至精神醫療系統，皆為不同層次的問題，

但在此份報告裡之流程圖無法看出其分流，應讓民眾更瞭解這

些資訊，讓諮商資源更為活絡運用。 

2. 報告中第 6頁提及「65位專業社工師及心理師，109年度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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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殺自傷議題列為首要，加強研議學生憂鬱症議題」，應針

對不同原因分析如家庭及同儕關係、自我認同等議題，不應只

受限於憂鬱症。 

韓德彥委員：情緒調節為此份報告最普遍的問題，建議教育局應要思考如

何將情感教育融入在課程裡，讓學校清楚瞭解伴學的精神為

何，並要落實督導及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避免校園自殺率

提升。 

張書森委員： 

1. 從研究中可發現許多自殺案件的發生並非皆為高危險族群，因

此也更突顯自殺議題的複雜性，教育局除有來自於輔諮中心的

資料外，當遇到學生自殺生亡的案件後，應會有相關死亡處理

表，紀錄個案生前詳細的輔導資料及死亡後學校的處理措施，

建議可從這些資料去探討其中可扭轉的因素。 

2. 有關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去年本市府國際自殺防治研討會

Mental Health First Aid課程中，針對成人對於青少年，及

青少年對於青少年之守門人訓練並非相同，後者因年紀較輕，

所以不會期望其積極聆聽或具體提供什麼幫助，但他們可察覺

同學是否有異常行為存在，而去求助於信賴的成人；建議關於

小小守門人訓練可參考國外的成功策略，學校教導情感教育時，

可鼓勵「主動求助」的觀念，這也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之一。 

3. 希望可清楚瞭解轉介流程系統之運作，並能呈現相關數據成果。 

業務單位回復： 

教育局回復： 

1. 簡報第 2頁中背景分析全國及本市學校部分，前者為自殺死亡

率，後者為自殺及自傷之個案，兩項分析主要係說明皆有增加

的趨勢，但因統計目標對象不一樣，故無法直接對照比較。 

2. 有關社區因素裡「校外友伴關係複雜」僅有 5.9%，但從有些個

案迴歸分析判斷，複雜的交友圈為具有可預測性，會造成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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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傷或自殺的行為發生，故列於自我傷害的預測指標中。 

3. 校園輔導不僅有輔諮中心，主要分為 3級輔導機制，第 1級係

為所有級任老師，藉由守門人訓練，讓第一線老師能將學生的

輔導工作視為教學外重要的任務，另有關情感教學部分，近幾

年亦有增加相關的補充教材及課程；第 2級輔導為學校的輔導

室及專任或兼任的輔導教師，皆依規定擁有專業的輔導及知能；

第 3 級輔導為輔諮中心，配置於本市 12 個行政區部分的學校

裡，當學校遇到無法解決的個案狀況時，即可轉介更專業的輔

導人員、社工師及諮商師，目前約有 60幾位。 

4. 針對所有的新進老師增加守門人訓練，加強老師對於情緒還有

察覺異狀的敏感度，以便對於學生給予更多關懷與協助。現階

段的研究分析及策略作為，需要落實推動後的結果來檢視執行

的情況，故目前還無法得知其成效。 

主席裁示：依委員意見，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說明： 

1. 分析報告中因不同的源頭因素其相對應的策略作為，及指標項

目的意義為何。 

2. 為使校園精神醫療更方便連結，請針對源頭問題製作相關處理

流程圖，以清楚瞭解何種狀況於學校處理或需進行心理諮商、

由社福介入及轉介至醫療體系等。 

伍、 臨時動議(共 1案) 

案由一、「臺北市政府心理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已完成修正並自

109年 8月 27日生效 1案。 

業務單位說明 

衛生局：有關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按原訂會議頻次每半年召開 1次工作

會議，由本府衛生局陳正誠副局長擔任主持人；自殺防治會修正

會議頻次為每半年召開 1次工作會議，並由自殺防治中心林主任

育鴻(本府副秘書長)擔任主持人。上述兩工作會議，分別於本委

員會進行報告(精神疾病諮詢會─第 3、4次會議；自殺防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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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次會議)。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陸、  主席裁（指）示列管事項 

列管事項 
重要指(提)示事項說

明 

主責 

單位 

辦理情形 

進度說明 

解決方案 

追蹤

處理

等級 

預計

完成

日期 

109052703 

檢視青少年自殺現有服務

流程與機制之分析 

 

後續建議： 

1. 分析報告中因不同

的源頭因素其相對

應的策略作為，及指

標項目的意義為何。 

2. 請針對源頭問題製

作相關處理流程圖，

以清楚瞭解何種狀

況於學校處理或需

進行心理諮商、由社

福介入及轉介至醫

療體系等。 

請教育局檢視青少年自

殺現有服務流程與機制

是否能有效防治，並分析

及提供專案報告。 

教育局    

主席裁示：  

109082801 

心衛工作報告加入計畫之

業務費說明，及呈現與去

年同期之相關成果數據對

照表。 

請於下次心衛工作報告，

加入計畫之業務費說明，

並同時呈現今年與去年

同期之相關成果數據對

照表。 

衛生局    

主席裁示：  

柒、 散會：下午 15時 50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