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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我」到「我們」的奇幻旅程 
 

● 日期：2020年06月13日  

● 時間：09:00~14:30 

● 地點：乘風少年學園 

 

時間 主題 

09:00 ~ 09:30 旅途開始之前的模擬艙 

09:30 ~ 10:00 真心話：兒少委員跟你說 

10:00 ~ 11:00 大冒險：兒少代表委員不是我 

11:00 ~ 11:30 共在一艘船上：從我到我們 

11:30 ~ 13:00 美食饗宴・養精蓄銳 

13:00 ~ 13:30 適合兒少生長發展的臺北 

13:30 ~ 14:00 兵棋推演與模擬作戰 

14:00 ~ 14:30 下一段旅程：參佰多或柒佰天 

14:30 ~ 15:00 NEXT 更精彩，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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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真心話：兒少代表委員跟你說 
 

 

 

 

● 知道自己被選後，有什麼想法？ 
● 覺得可能是什麼原因被選上？ 
● 對於委員的任務與角色的想像，包括： 

○ 應該做的事情？ 
○ 需要努力的方向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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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冒險：兒少代表委員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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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共在一艘船上：從「我」到「我們」 
 

➢根據政府公開資訊，整理各遴選相關的行政規則、實施計畫、 
報名表與委員名單等文件，請參照附件。 

 

➢遴選流程想一想 ： 1

 

✓覺得哪些環節還不錯？哪些環節可能有問題？ 

 

 

✓你真正在意的是？ 
諸如：委員不是我？為什麼是他？還有..... 

 

✓面試真的比較公平嗎？ 

 

✓除了公平，還有哪些衡量的準則？ 

 

✓真正關鍵問題是？ 

 

✓修法、改流程、換形式...這些是和制度相關的， 
那該如何下手？可解決哪些問題？ 

 

✓除了制度，還有什麼良方、密技？ 

1 對於未來遴選的機制，若有相關共識且涉及改變流程，可嘗試於第八屆第六次委員會提出提案（期限為
109年6月19日），並將各種建議方案與社會局充分溝通，以利邀請相關單位及利害關係人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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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適合兒少生長發展的臺北」：兵棋推演與模擬作戰 
 

一、我們的擂台、角色與任務： 

 
        臺北市政府為協調、研究、審
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政策，
2005年起特別設立「兒童及少年福
利促進委員會」（簡稱：委員會）

，過去這個由政府和民間共同組成

的委員會一直僅有成人參與。 

 直到2011年，為實現公民社會願景，提升兒童及少年關心公共事務，並
有參與意見機會，引導兒童及少年參與政府決策機制，特於委員會下設兒童
及少年代表（簡稱：臺北市兒少諮詢代表）。 

        臺北市政府由社會局公開遴選產
生的臺北市兒少諮詢代表後，委託「臺

北市政府南港信義區少年服務中心」辦

理培力課程，並協助兒少諮詢代表在透
過議題討論與蒐集兒少意見，在委員會
和大人們共同討論對臺北市政府提出建

言，或政府規劃兒童及少年政策階段反
映兒少觀點。 

臺北市政府和南信中心持續努力能讓兒

少的參與發聲，拓展到兒少委員會會議外的其他公共行政場域。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0 條   主管機關以首長為召集人，邀
集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代表、兒童及少年代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
福利政策。 

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兒童及少
年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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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公民參與市政」，你會想到什麼？ 

❏議會市政質詢（民選民意代表質詢政府官員） 

❏參與式預算 

❏市民陳情 
✓市民當家熱線 1999 
✓單一陳情系統 Hello Taipei 
✓我認識在市府工作的 XXX 

 
BUT……. 
 
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會議？       知己知彼 
 
➢一個直轄市層級，關於兒童及少年相關業務，跨局處協調的行政會議

，同時納入外部參與者提供建議及諮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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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少委員會議事規則： 

因應本委員會新增加兒童及少年代表委員，並保留原來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

之設置，為區分兒少代表委員與兒少代表的角色與順暢會議進行，擬提出相

關議事規則之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第4點、與內
政部所頒訂會議規範辦理。 

（二）本會依設置要點為委員會議，其中委員為出席人員，兒少代表與相關

局處幕僚人員為列席人員。 

（三）委員(出席人員)有發言與討論、提案、表決之權利；並有遵守會議規
則，服從決議等義務。未出席亦同。 

（四）兒少諮詢代表與局處幕僚(列席人員)得參與有關提案之發言與討論。
但無提案與表決之權利。 

（五）兒少諮詢代表得於兒少代表會議共同研議討論、發展提案，並透過兒

少代表委員提案至委員會討論。 

 

三、面對議題，We are the TEAM ！ 

這一屆的任期至明年一月底， 
還有三次兒少委員會（約略於七月、十月、十二月召開） 

 

● 各位兒少代表們，你們覺得有哪些議題適合在這裡被處理？ 

● 排序、選擇、重要、急迫？ 

● 無論你是代表還是委員 

➢身為代表的你，希望怎麼影響委員？ 

➢你是委員，你覺得要做到甚麼地步？ 

➢有哪些權利、義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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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會歷經什麼樣的階段？我們之間應該如何建立聯繫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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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人的悄悄話 

 

友善兒少的參與環境 

其實大部分成人的成長經驗中，缺乏像你們這樣的參與經驗，他的字典裡可

能根本沒有「友善兒少的參與形式」。或者他們認為的「夠友善」，可能和
各位兒少落差極大。 

所以，讓對方知道，是溝通的第一步。 

 

有時，必須要承認，讓大人的世界理解兒少的脈絡需要時間。 

但是兒少代表只有一年的任期，有時候沒有這樣的時間等大人成長，然後兒

少不小心也成為大人了(ಥ﹏ಥ)。 

發聲到底是要創造對立、聲量、還是彼此了解，我覺得這是我的困惑。面對

市政機器，聲量的確是重要的，有時也會最快速的達到目的，但有時卻是在

以造成傷害的前提下達成，這是民主世界的悲哀。 

身為 ，的確也花了一年，在這樣的衝擊下比較可以了解

兒少的脈絡。但是，如何真的把這一個會議，或是以成人的角色陪伴兒少發

聲，我覺得有點困難。 

到了明年，我們的確可以再多想一點什麼是兒少的培力，還有兒少代表、委

員的訓練歷程。（如果沒有因為這樣的震盪造成業務或人事的異動的話.....)
，不過，我也必須坦承，用細緻的方式去處理許多的議題，目前需要耗費的

成本是很高的 
 

 

我們準備好，要面對這些挑戰了嗎？ 

CRC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從「表意」、「被傾聽」至「與兒少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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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下一段旅程：參佰多或柒佰天 
有人說「時間是最公平的」，也有人說「時間是最無情的」， 

當你決定走進這裡， 
也許「臺北市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可能都還沒讓你感覺到沾光， 
但一定讓你的生活節奏和步調，變得不太一樣。 

 

有人適應得快，只是覺得生活變得充實，耍廢發呆時間都被填滿了YA 

有人用「起飛啦」「大爆炸」作為最近生活寫照，覺得一切還在適應中 

 

撇除今年一開始因為疫情關係有所延宕的緣故， 
你怎麼看兒少諮詢代表為期一年的任期（109/02/01 ~ 110/01/31）？ 

● 全國22個縣市 
皆有設立兒少諮詢代表， 
任期設定也不太一樣： 

 

● 臺北市設定為「一年」，考量了
這些因素： 

✓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 

✓任期過短，剛認識就要結束
了！因此透過續任制度來彌補 

✓不包括無魂有體的參與， 
各縣市每年任期流失率 
多數超過三成。 

✓台灣學制及升學主義影響， 
擔心兩年任期的陣亡率太高，
是否要設定大海選、小補選。 

● 現在的情境影響，研議調整任期為「兩年」： 

✓兒少代表委員任期與成人同進退，任期皆為兩年。 

✓為維持每一屆兒少代表都有被選為兒少代表委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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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兒少代表遴選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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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7屆(108年) 
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遴選作業流程 

一、目的 

為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遴選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以下簡稱兒少諮詢
代表)。 

二、遴選名額 

15至21名兒少諮詢代表。 

三、推薦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8年12月23日止 (郵戳為憑)。 

(二)   報名方式採單位推薦及自我推薦兩種方式: 

1.     單位推薦：由兒童及少年事務相關團體、民間社會公益團
體或學校單位進行推薦。 

2.     自我推薦：由兒童及少年自我推薦。 

(三)   相關推薦報名表單(如附件)請以電腦WORD繕打，項目一為必填
，項目二為推薦單位填寫，並連同相關佐證資料(參與公共事務、
志願服務、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以A4規格紙張裝訂整齊
(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掛號寄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臺北市市府路1號社會局兒少科)。 

四、遴選審查說明 

(一)   初審：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先進行資格初審，資
格符合者提送遴選小組進行複審。 

(二)   複審：由本局組成遴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採擇優錄取，
預計正取15至21名，備取若干名。 

五、遴選小組之組成及複審方式 

(一) 遴選小組由本市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本府教育局、本局代表及委辦單位組成，共計10人。 

(二)   遴選委員於遴選前保密，並依利益迴避原則迴避；遴選完成後公
告遴選委員名單。 

(三)   遴選小組需有1/2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每名兒少需有出席委員過
2/3人數同意，始得當選。 

六、遴選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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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面資料： 

1.     自傳及經歷：佔20%，包括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公益團體參
與經驗。 

2.     擔任兒少諮詢代表之自我期許：佔20%，包括希望投入的兒少
福利議題及原因、任期內可參與相關事務之時間。 

(二)   面試： 

1.     對公共議題的看法：佔30%，現場問答。 

2.     表達能力、臨場反應及主動性、積極性：佔30%。 

七、本遴選作業流程經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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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兒少代表委員遴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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