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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2年度施政計畫績效報告 

壹、前言 

本局以「打造亞洲第一健康城市」為願景。整合醫療長照，提升醫療及長照品質，保障

病人及長照需求者權益，跨局處合作並聘請專家共同研商規劃本市長期照顧政策推動方

向、開發長期照顧資源，提供民眾適切的醫療照護。加強疫情監測、提高疫苗接種率、

防制毒品危害，提供專業醫療、追蹤、法律諮詢、家庭支持等服務，協助個案融入社

會，達到防疫減毒之目標。透過推動自治條例、食材登錄平台、源頭管理、稽查、抽

驗、監控、自主管理等，保護市民飲食安全，提高民眾信心。提供優生保健、兒童篩

檢、牙齒及視力保健、無菸環境、慢性病防治、癌症篩檢、自殺防治、心理健康服務

等，建立支持性環境，提高防治知能，促進市民健康。 

貳、機關 109 至 112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年度 

預決算 
109 110 111 112 

普通基金 

(公務預算) 

預算 6,571 7,448 7,503 6,745 

決算 6,317 6,974 7,023 6,307 

特種基金 
預算 644 645 674 697 

決算 546 561 621 662 

合計 
預算 7,215 8,093 8,177 7,442 

決算 6,863 7,535 7,644 6,969 

二、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9 110 111 112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9.61 8.91 9.99 12.86 

人事費(單位：千元) 545,130 569,126 634,115 733,563 

合計 513 480 601 738 

職員 292 259 288 281 

約聘僱人員 200 201 293 440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21 20 20 17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2 
 

參、重要年度目標、策略推動成果與未來精進方向 

本局112年度重要年度施政目標為「樹立優良長照體系，完善長照服務資源」、「發展全

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打造優良防疫應變體系，堅韌本市防疫安

全」、「竭力推動食安，民眾食得安心」及「形塑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強化全人全程健康

促進」等5項，期透過長照關懷政策，擴大長照量能；落實醫療(事)機構督導考核，穩

定醫療品質；提供孕產婦及嬰幼兒全面照護，成為最強後盾；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打造

臺北防護力；加強高風險及高關注產品抽驗，守護臺北食安；推動癌症篩檢、慢性病防

治及心理健康促進講座，維護市民身心靈健康。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一、 樹立優良長

照體系，完

善長照服務

資源 

【幸福安老】 

1. 提撥臺北市「高

齡長照補助款」 

2. 提 升 長 照 覆 蓋

率，增加聯醫長

照床位 

3. 鼓勵私人機構擴

大長照量能，提

升醫護比例 

4. 強化長照專業及

喘息服務品質控

管機制 

5. 推動失智症社會

處方箋服務 

【幸福安老】 

1. 完成112年追加預算

新臺幣8,213萬1,000

元，挹注市立聯合醫

院公衛補助款開設長

照床。 

2. 112年度共累計增設

110床長照床(忠孝院

區廣慈93床、松德精

神護理之家擴充 7

床、陽明護理之家擴

充10床)。 

3. 112年12月14日訂頒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補助私立住宿長照機

構要點」，並於113年

編列「住宿式長照機

構獎補助計畫」預算

新臺幣1,800萬元。 

4. 辦理長照專業及喘息
服務實地輔導訪查

104家；無預警查核

專業服務單位10家。 

5. 112年辦理65場社會

處方箋活動，共計

287組家庭參加，服

務1,078人次；112年

【幸福安老】 

1. 持續編列長照服務計
畫相關經費，提升長

照服務品質及量能。 

2. 運用本市市立聯合醫
院內空間調整擴充或

接受本局委託經營住

宿式長照機構，以避

免排擠聯合醫院的急

性照護。112年已建

置110床長照床，預

計113年可再增約179

床。 

3. 持續編列補助預算，
積極鼓勵私立長照法

人設置住宿式長照機

構，減輕機構設置負

擔，滿足本市長照需

求。 

4. 將持續監測服務單位
服務品質，保障本市

民眾服務權益。 

5. 113年預計維持辦理

65場社會處方箋活

動。為促使社會處方

箋種類更多元，113

年擬新增3家失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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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新增與臺北市植物

園、臺北市立圖書

館、臺北市立美術

館、新芳春茶行及國

立師範大學美術館合

作辦理。 

組織合作辦理社會處

方箋活動。 

二、 發展全方位

醫療照護體

系，保障民

眾就醫權益 

【醫療品質管理】 

1. 加強醫療院所及
醫事人員管理 

2. 落實醫院管理制
度 

3. 推動緊急醫療 

 

 

 

 

 

 

 

 

 

 

 

 

 

 

 

 

 

 

 

 

 

 

 

【醫療品質管理】 

1.1. 本市醫政管理工

作，截至112年底

醫療機構總家數共

3,895家：醫院37

家 、 西 醫 診 所

1,844家、牙醫診

所1,399家、中醫

診所608家及其他

醫療機構7家。 

1.2. 112年4月至12月

至本市4,381家醫

療院所 (西醫診所

1,788家、牙醫診

所1,393家、中醫

診所594家及其他

醫事機構606家)辦

理基層醫療(事)機

構督導考核。 

1.3. 為淨化本市醫療廣
告，本局繼續執行

違規醫療廣告查緝

工作，112年查辦

472件，行政處分

59件，裁處罰鍰

305萬元整。 

2.1.本局於112年承接衛

生福利部委託辦理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

【醫療品質管理】 

1.醫療機構年度督導訪查

及檢舉案件稽查，落實

醫療相關法規輔導及違

法查辦。 

2.1.民眾就醫習慣仍以醫

院為主，致幼兒專責

醫師們收案成果不如

預期，113年預計開

放各層級醫療院所參

加，從孕期開始讓準

爸媽預先瞭解新生兒

的照護需求，以利全

面將新生兒納入計畫

服務個案。 

2.2.於督考前與各科室召

開共識會議，橫向溝

通以利執行辦理。 

3.1.普及急救教育訓練，

提高到院前救護存活

率。 

3.2.培訓基本救命術指導

員師資，以推動各場

域員工急救教育訓

練。 

3.3.確保本市應設置AED

場所之儀器功能正

常，及衛生福利部公

共場所AED急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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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計畫，提供未滿3歲

的孩子於成長階段

所需的衛教資訊與

健康照護諮詢，必

要時及早發現幼兒

發展遲緩或高風險

家庭等情形 ，由幼

兒專責醫師協助轉

介到相關專業醫療

院所，必要時安排

居家訪視，使早期

療育介入。目前收

案數5,978位，參與

合作診所68家，參

與醫師137位。 

2.2.1.依據醫療法第28條

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對轄區內醫療機構

業務，應定期實施

督導考核。」暨同

法施行細則第17條

規定：「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辦理醫院、診

所業務督 導考核，

應訂定計畫實施，

每年至少辦理一

次」。 

2.2.2.本局於112年9月

至12月至本市37

家醫院共43院區辦

理年度督導考核，

整合各科室共計14

網資訊正確。 

3.4.1.降低本市醫院急診

室病人滯留率。 

3.4.2.減輕民眾及其家屬

於急診室候床之辛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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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孕產婦及嬰幼兒

醫療照護】 

1. 整合周產期各階
段照護，配合孕

產婦需求，提供

相關服務及照護 

2. 推動兒童家庭責
任醫師，執行家

庭訪視評估 

3. 以家庭為中心，
跨出醫療本位，

整合與連結社區

資源，提供發展

遲緩兒童與家庭

實質協助與關懷 

個指標項目，以書

面審查及實地訪查

方式辦理。 

3.1.推動本市機關團體設

置AED並辦理衛生教

育訓練。 

3.2.112年AED設置情形

為 1,871處， 2,507

臺，佔全國第一。 

3.3.辦理112年度AED及

CPR訓練，共1,612

場次，8萬3,023人

參訓。 

3.4.結合八大醫學中心辦

理急診待床轉院，共

260人次。 

【孕產婦及嬰幼兒醫療

照護】 

1.1.112年於各院區生產

之孕產婦及新生兒

共收案755例。 

1.2.高風險孕產婦追蹤率

83%。 

1.3.早產兒及病嬰出備服

務追蹤率97%。 

1.4.辦理準父母教室講座

共24場。 

2.1.兒童家庭責任醫師

112 年新收案 309

人，完成初訪比例

65%，其中完成二

訪比例39%。 

2.2.居家環境改善比例達

71%。 

 

 

 

 

 

 

 

 

 

 

 

 

 

 

 

 

【孕產婦及嬰幼兒醫療

照護】 

1. 提升周產期高風險孕

產婦個案收案數及加

強面訪、家訪次數。 

2. 持續精進家訪質與

量，以成為全國兒童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之

標竿。 

3.1.3歲以下初次診斷個

案，3歲之前擬定未

來治療計畫，以兒童

成效為療效指標，邀

請家長共同參與課

程，直到進入幼兒

園。 

3.2.結合跨專業治療模

式，以「我的優勢第

一」為課程主軸，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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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2.3.訪視滿意度達99%。 

3.1.3歲以下初診斷個案

於 30 天內接受療

育，112年共計收案

556 人次。 

3.2.結合跨專業 (物理治

療師與臨床心理師)

的治療模式，已舉

辦一梯次，並收案6

對親子。 

3.3.112年度舉辦家庭溝

通會議8場、療育會

議700場次、 家訪校

訪21場。 

展運用範圍並進行成

效評估。 

3.3.轉介個案於30天內排

入門診，45天內完成

評估。 

3.4.邀請家長、個案管理

員、學校老師參與家

庭溝通會議，說明評

估報告書結果、診斷

與預後，並討論後續

治療計畫。 

3.5.針對高危險群個案進

行家庭訪視、學校訪

視。建立個案管理制

度，主動與基層診

所、社福單位及學校

聯絡。 

三、 打造優良防

疫 應 變 體

系，堅韌本

市防疫安全 

【疫苗與傳染病防

治應變量能】 

1. 提升臺北市各項
公費疫苗接種

率，預防疫病發

生 

2. 強化新興傳染病
防治與整備，提

升防疫應變量能 

3. 辦理臺北市長期
照護機構/醫院感

染管制查核，提

升防疫韌性 

 

 

 

 

 

【疫苗與傳染病防治應

變量能】 

1.1. 肺炎鏈球菌疫苗：
112年臺北市長者

共2萬990人接種本

市公費肺炎鏈球菌

疫苗，65歲以上長

者罹患侵襲性肺炎

鏈 球 菌 感 染 症

（IPD）確定病例數

由105年28例顯著

下降至112年11例

（原補助 63-70歲

暨原住民族 55-62

歲市民，自112年

10月2日起因應中

央政策調整為 63-

64 歲暨原住民族

【疫苗與傳染病防治應

變量能】 

1.1. 辦理疫苗催種實務經
驗分享會議，邀請十

二區健康服務中心主

管及同仁共同參與，

增加催種技巧，進一

步提升接種完成率。 

1.2. 製作預防接種宣導桌
曆，提供各健康服務

中心及合約醫療院所

使用。 

1.3. 辦理幼兒園、國小入
學前疫苗接種宣傳單

張發放及催種。 

1.4. 配合中央進行校園核
卡作業，避免入學學

童有缺漏接種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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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55-62歲市民）。 

1.2. 常規疫苗：截至

112年12月， 本市

3歲以下各項常規疫

苗全數接種完成率

達97.5%；本市入

學前常規疫苗接種

完成率達97.5%，

相較歷年成績已大

幅提升。 

1.3. COVID-19 疫苗：

截至112年12月31

日，新冠XBB疫苗

共接種 8 萬 8,297

劑。 

1.4. 流感疫苗：配合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政策及疫苗供貨

時程，符合接種計

畫條件對象自112

年10月2日起分階

段接種，截至112

年12月31日止共計

72萬 4,127人完成

接種，已達本市目

標涵蓋率29％。 

1.5. 輪狀疫苗：本市自
106年起將輪狀病

毒疫苗納入嬰兒預

防接種補助項目，

期保障嬰幼兒健

康，減少家長照護

負擔。截至112年

12月31日止，已累

計接種 10萬 5,674

劑次。 

1.5. 設計常規疫苗相關圖
卡海報等，提供各醫

療院所及健康服務中

心宣導使用。 

1.6. 辦理記者會宣導常規
疫苗接種。 

1.7. 賡續辦理各項催種業
務，提供相關報表予

各健康服務中心參

考，並作為各健康服

務中心獎勵及同仁年

度考核依據。 

1.8.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提升健康服務中心同

仁預防接種知能。 

2.1.提升新興傳染病監測

與風險評估。 

2.2.完善新興傳染病應變

整備與應變機制。 

2.3.強化生物恐怖攻擊應

變之整備與因應量

能。 

2.4.完備防疫物資庫存。 

3.1.持續配合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推動醫院

及機構感染管制查

核，強化醫院及機構

感染管制識能，減少

感染事件發生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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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人；112年接種率

77.4%。 

2.1. 112年5月4日辦理新

興傳染病演習，演

練戰時收容場所因

應新型A型流感應

變作為，提升本府

新興傳染病之整備

與應變能力，並加

強跨局處橫向聯

繫。 

2.2.辦理2場次新興傳染

病跨局處教育訓練，

共 153人參訓，有

98.6%受訓人員測驗

及格。 

2.3.依據COVID-19防治

經驗及第五類法定傳

染病工作手冊修訂

「臺北市政府112年

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

計畫」，建立本府跨

局處分級動員機制、

指揮體系及作業程

序，以整合各局處資

源共同應變，提醒市

民提高警覺，避免疫

情擴散。 

2.4.本市共有387家流感

（38家醫院、349家

診 所 ） 及 188 家

COVID-19（30家醫

院、103家診所、55

家藥局）抗病毒藥物

合約機構，透過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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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潛伏結核感染防

治】 

1. 本局行政委託本
市醫療院所辦理

高風險LTBI篩檢

及治療，降低結

核病發生率 

2. 於外國人健檢指
定醫院推動新住

民LTBI篩檢，以

增加主動發現結

核病之比率，提

升防疫的強度 

 

 

 

 

監測醫療院所儲備狀

況，確保達安全儲備

量，並定期調撥。 

3.1.112年進行本市21家

醫院及31家機構感

染管制查核作業，均

符合規範。 

3.2.因應COVID-19及流

感疫情等，辦理醫院

及機構（涵括老人福

利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住宿式長照

機構、兒少安置機

構、托嬰中心及產後

護理之家）無預警感

染管制查核作業，分

別查核醫院10家及

機構239家。 

【潛伏結核感染防治】 

1.本市自107年起積極

實施結核病高風險族

群 潛 伏 結 核 感 染

（ LTBI）篩檢及治

療，以降低發生率及

社區感染風險。本市

111年結核病發生率

為每十萬人口 20.2

人，較全國平均低。 

2.112年擴大高風險族

群篩檢量能，除透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五

大院區執行篩檢外，

更以行政契約委託萬

芳、新光、北榮、振

興、三總松山及宏恩

 

 

 

 

 

 

 

 

 

 

 

 

 

 

 

 

 

 

【潛伏結核感染防治】 

1. 提升篩檢量能：本市
各醫院全面實施高風

險族群LTBI篩檢及治

療計畫，輔導尚未執

行之醫療院所加入。 

2. 獎勵方案：訂定「臺
北市結核病品質提升

計畫」，鼓勵醫院建

立醫療資源及醫事人

力跨科別轉介與整合

機制，經評核成效績

優者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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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愛滋病防治】 

1. 提高愛滋病新確
診通報個案之下

降績效 

2. 提升愛滋病易感
族群愛滋病毒篩

檢成效 

3. 提升愛滋病新確
診通報個案1個

月內服藥率 

醫院加入，112年高

風險族群總篩檢量為

3,564人，陽性數492

人，加入治療 369

人，治療率為75%。 

【愛滋病防治】 

1. 愛滋病新確診通報個
案 之 下 降 績 效 達

38.42%。 

2. 愛滋病易感族群愛滋
病 毒 篩 檢 成 效 達

84.72%。 

3. 愛滋病新確診通報個
案1個月內服藥率達

96.9%。 

 

 

 

 

 

【愛滋病防治】 

1. 增加愛滋篩檢諮詢管
道：開發個人化篩

檢。 

2. 轉介完善醫療體系。 

3. 持續優化個案管理服
務。 

四、 竭力推動食

安，民眾食

得安心 

【強化食品安全】 

1. 強化食品業者自
主衛生管理知能

推廣 

2. 加強查驗高風險
及高關注產品 

3. 強化食品業者作
業場所衛生安全

及市售食品標示

管理 

 

 

 

 

 

 

 

 

 

 

【強化食品安全】 

1. 為強化食品業者自主
衛生管理知能，本局

112年共辦理60場食

品業者衛生講習，

2,796人次參與。 

2. 本局 112 年共抽驗

4,085件，不合格317

件，合格率92.2% 

3. 為強化食品業者衛生
安全及市售食品標示

管理，112年食品衛

生共查核2萬4,590家

次，其中初查不合格

為3,451家次(14%)，

複查不合格為 11家

次，皆依法處辦，另

食品標示共查核6萬

322件，其中不合格

585件，如查證違規

【強化食品安全】 

1. 為檢視學習效果，將

新增前後測問卷，評

量課程內容是否對業

者有助益。 

2. 本局依據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1條規定

及本局食品抽驗標準

作業流程進行食品衛

生抽驗，歷年抽驗件

數平均3,600件，採逐

年滾動式檢討修正抽

驗件數；每年除常態

查驗外，依據高風

險、高違規、高關

注、年節時令、產品

特性等加強管理，同

時針對消費者檢舉、

中央交辦、突發食品

安全事件進行各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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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提升檢驗量能】 

1. 參加國內外能力
試驗 

2. 專責檢驗項目通
過實驗室認證 

屬實，均依法處辦。 

 

 

 

 

 

 

 

 

 

 

 

【提升檢驗量能】 

1. 112年共參加28場能

力試驗，含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3

場 、 台 美 2 場 及

FAPAS（英國中央實

驗室）23場。 

2. 本局專責項目為抗氧
化劑、塑化劑、農藥

多重殘留、二硫代胺

基甲酸鹽類及中藥重

金屬，認證比例達

100%。 

售食品品質抽驗，依

不同食品品項，選定

不同檢驗項目。 

3. 為提升本市食品衛生

安全，將針對5年內未

稽查之食品製造業者

進行衛生查核，另為

加強食品業者自我檢

視標示正確性能力，

113年預計辦理4場食

品標示講習，提升業

者自主管理能力。 

【提升檢驗量能】 

積極參與國內外能力試

驗，並維持專責項目認

證比例，提升檢驗技術

及品質。 

五、 形塑身心健

康 支 持 環

境，強化全

人全程健康

促進 

【增進市民健康】 

1. 強化慢性病防

治，提升成人預

防保健利用率 

2. 優生助好孕，強
化生育補助使用 

3. 無菸環境營造，
提供多元戒菸服

務 

4. 推動癌症防治網

【增進市民健康】 

1.1. 辦理「臺北健康養
成記」慢性病防治

宣導活動，參與民

眾計 2萬 2,312人

次。 

1.2. 結合本市十二區健
康中心、醫院及診

所辦理130場整合

式篩檢，計 1 萬

【增進市民健康】 

1.1. 持續透過多元管道

行銷預防慢性病，

並持續推動成人預

防保健服務，養成

定期篩檢習慣。 

1.2. 持 續 結 合 醫療 院

所 ， 擴 大 服務 量

能，以提升服務利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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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路，提升四癌篩

檢率 

 

 

 

 

 

 

 

 

 

 

 

 

 

 

 

 

 

 

 

 

 

【維護心理健康】 

1. 提升友善職場的
結合數 

2. 營造友善老化環
境，提升長者自

我能量 

3. 推動本市高墜自
殺預防工作 

 

 

 

 

3,898人完成成人

健檢。 

1.3. 本市40歲以上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計篩

檢16萬1,965人，

利 用 率 達

18.61%。 

2.補助婚後孕前健康檢

查3,105人，孕婦唐氏

症篩檢8,232人，總計

1萬1,337人。 

3.依據菸害防制法累計

公告3,621處戶外禁菸

場 所 ， 並 提 供 1 萬

6,851人戒菸服務 (含

戒菸治療與衛教、戒

菸專線諮詢、戒菸

班)。 

4.四癌篩檢達53萬6,039

人 次 ， 目 標 達 成

133.25% (六都第2)；

篩 檢 陽 追 完 成 率

91.65%(六都第1)。 

【維護心理健康】 

1. 結合本市各單位辦理
職場心理健康促進講

座，以提升本市友善

職場家數，共辦理55

家。 

2. 結合社區據點及樂齡
學習中心等辦理社區

老人心理健康宣導及

相關人員教育訓練活

動，共辦理99場次講

座，計 2,668人次參

2.113年起擴大婚後孕前

健康檢查補助對象(未

婚者)，加碼抗穆勒氏

管 荷 爾 蒙 檢 查

(AMH)、孕婦「子癇

前症篩檢」補助。 

3.結合公、私部門協力

推廣與維護戶外禁菸

場域，營造無菸健康

環境，並持續監測戒

菸合約機構提供服務

品質指標，強化醫事

人員戒菸專業素養。 

4.建立健康支持網絡量

能、數位轉型發展自

動化催檢，推動線上

預約，提升癌症篩檢

參與意願。 

 

 

 

 

 

【維護心理健康】 

1. 持續結合本市各單位

辦理職場心理健康促

進講座，以提升本市

友善職場家數，預計

達60家。 

2.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及

多元媒體進行心理衛

生資源宣導，並預計

增加辦理30場次照顧

者知能提升暨自我照

顧課程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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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與。 

3. 本市高墜自殺預防工
作係以實證研究為基

礎，從設計面著手，

規劃跨局處、跨公私

部門，並涵蓋公/私建

物之預防策略。112年

執行成果如下： 

(1) 結合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共同推廣建物防

墜安全觀念，並於

112年11月22日會

員大會辦理「臺北市

建物防墜安全」專題

報告；結合本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於社區管

理委員會核備公文宣

導建物防墜觀念，並

提供防墜宣導海報及

防墜安全檢核表，

112年共宣導2,630

家管委會。 

(2) 結合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及臺北市保全

商業同業公會，針對

本市社區管理委員會

及本市保全物業管理

從業人員辦理「自殺

防治守門人」訓練，

112年共辦理 19場

次，計756人參訓。 

(3) 針對本市自殺通報

熱點，邀集建物管理

機關共同辦理防墜安

全檢核作業，共完成 

3. 本市高墜自殺預防工

作113年精進方向： 

(1) 為強化本市公有建築
物之防墜安全，規劃

從設計面著手，於設

計階段即納入防墜安

全基準，爰依據自殺

防治法第12條及政府

採購法第63條第1項

規定，訂定「臺北市

政府所轄各機關學校

之公有建築物及橋梁

防 墜 安 全 設 置 原

則」，納入本府採購

契約範本依循辦理。 

(2) 結合本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將防墜設施納

入「臺北市公寓大廈

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

用補助」範圍；另將

「防墜相關措施」納

入「臺北市優良公寓

大廈評選活動」評

分，並獨立列為1項

評分項目。 

(3) 業於113年1月22日

函請本府各一級機關

辦理本府各機關學校

之公有建物防墜安全

檢核及改善，因本市

公有建物數量龐大，

預計113年6月30日

前完成全面檢核，並

由各局處依據其規劃

及預算編列期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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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成癮防治】 

1. 藥癮個案管理服
務面訪率 

2. 提升毒防中心及
毒防諮詢專線能

見度 

3. 轄內指定藥癮戒
治機構參與藥癮

治療費用補助方

案比率 

86處；並辦理6場次

實地會勘。 

【成癮防治】 

1. 112年藥癮個案管理服

務面訪率達10.13%。 

2. 112年共辦理以毒防中

心效能、個案處遇效

益或毒防諮詢專線推

廣為主軸之活動8場

次，媒體露出共 14

則。 

3. 112年已完成14家指

定藥癮戒治機構參與

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

案，涵蓋率達70%。 

行改善。 

 

【成癮防治】 

1. 強化個管師訪視輔導

服務流程，增加新案

面訪並評估個案需

求。 

2. 持續於網頁及各宣導

場合內推廣毒防諮詢

專線、毒防中心效能

及個案處遇效益，以

提升諮詢專線能見

度。 

3. 113年持續提升指定藥

癮戒治機構參與藥癮

治療費用補助方案涵

蓋率。 

 

肆、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本局已依「臺北市政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原則」，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融入日常

作業與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擇選合宜可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

之目標，並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其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