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隨著時代環境變遷，國人平均壽命普遍延長，社會趨勢邁向老年化及少

子化，市民生活及教育水準提高，健康議題普受重視，對於衛生醫療服務需

求與日俱進，衛生局致力提供多項健康促進政策，包含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完備長照服務資源、推廣健康生活型態、推動無菸環境、提升慢性病照護品

質、規劃新建兒童醫院、保障市民食品安全、強化毒品危害防制，推動全民

心理健康促進、完備傳染病防疫網絡，期望能提高市民健康知能，提升市民

健康生活品質。  

貳、以前年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推動樂齡健康照護 

(一) 結合社區宣導長者免費裝置全口活動假牙共計 21場。 

(二) 辦理審查小組會議 40場，老人牙醫學研習教育訓練 1場。 

(三) 與 34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四) 辦理三高、心血管疾病及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參與長輩達 3,453

人。 

二、 提倡健康生活型態 

(一) 培訓衛生所醫事人員參與醫院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實習比率達 100%。 

(二) 本市四大癌症篩檢人數達 5 萬人次，補助 150 案無痛大腸鏡檢查服務，

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平均達 80%。 

(三) 國一女生子宮頸癌疫苗接種率達 80%。 

(四) 辦理社區整合性篩檢 12場，篩檢人數 3,111人 

(五) 辦理菸害防制稽查 1萬 2,134家。 

(六) 辦理本市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80場及戒菸教育 20場。 

(七) 建置 1處室外公共場所為全面禁菸場所(無菸檳槺榔驛)。 

(八) 本市二代戒菸服務人數共計 2,809人。 

(九)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設置營養教育示範據點 3處。 

(十) 社區健康體位及飲食控制宣導講座共計 20場，1,098人次參與。 

(十一) 結合社區、職場及校園推廣規律運動宣導共計 20 場，3,226 人次參



與。 

三、 優化婦幼健康促進照顧 

(一) 增設 5 間哺集乳室。 

(二) 辦理「哺集乳室認證」，107 年共 35 間場所通過認證，其中 15 間場所

獲選為特優。 

(三) 母乳支持團體活動完成 35場。 

(四) 106 年 7 月 1 日至 107 年 6 月 30 日出生嬰兒之新生兒聽力確診率達

95%。 

(五) 滿 4歲及 5歲兒童，視力篩檢率及疑似異常個案追蹤率達 100%。 

四、 建立優質長期照護服務體系 

(一) 完成長照特約服務提供單位 96家，服務使用量提升 59%，服務人數計 1

萬 3,315人。 

(二) 目前本市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BC)已拓展 4A54B20C 長照據點服務

網絡，並由照管專員協助 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擬定個案照

顧計畫，並依個案意願進行服務連結、協調及提供長照服務。 

(三)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宣導 25場，共 2,517人次參與。 

(四) 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照護服務、居家醫療、到宅沐浴車及出院準備服

務等創新服務人數成長 3成，計 2,264人。 

五、 深化毒品防制工作，精進心理健康促進 

(一) 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12場。 

(二) 轄內社區精神病人之年平均面訪率達 100%。 

(三) 酒癮治療服務方案執行機構年度訪查率 100%。 

(四)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執行率 100%。 

(五) 追蹤輔導藥癮個案人數達開案輔導總人數之 85%。 

(六) 提供完整藥癮醫療服務之藥癮戒治機構率達 50%。 

六、 強化防疫整備及應變效能 

(一) 傳染病通報案例及疫情調查完成率達 100%。 

(二) 加強公衛人員防疫知能，辦理在職訓練共計 15場。 

(三) 辦理校園、社區與職場傳染病防治宣導，共計 100場。 

(四) 痰塗片陽性個案納入都治計畫比率達 96%。 



(五) 辦理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活動 32場。 

(六) 幼兒各項常規疫苗注射完成率達 91.25%。 

七、 提升醫療服務品質，籌建本市兒童醫院 

(一) 監測各醫院醫事人力配置合乎設置標準達 100%。 

(二) 召開 107年度提升急重症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會議，每季 1次，達成率

100%。 

(三) 辦理醫事人員醫療品質提昇教育訓練 2場。 

(四) 新增 10家 AED安心場所認證，並辦理 8場 CPR+AED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計 260人次參加。 

(五) 辦理 70場市民 CPR+AED示範教學訓練活動，計 3,817人次參加。 

(六) 辦理 5大急救責任醫院督導考核，完成率 100%。 

(七) 107 年 4 月 3 日完成兒童醫院興建案土地點交，正式進入本案興建期 4

年。 

八、 加強食藥化妝品安全衛生管理 

(一) 召開 4場食安會報及食安專家諮詢會議。 

(二) 跨局處配合 6 場 24 小時食品聯合稽查及取締，讓業者遵循法規進而落

實自主管理，維護食品安全。 

(三) 本市加水站抽驗 52家次。 

(四) 食品工廠、食品販賣業之稽查與輔導 478家次，抽驗市售食品達 795件。 

(五) 輔導 60家餐飲業者通過「餐飲衛生分級評核」認證。 

(六) 查核輔導食品添加物及進口食品業者食品標示 5,300 件、監控及查核食

品違規廣告 280件。 

(七) 辦理年度各類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衛生講習共 11場、辦理食品安全教育宣

導活動共 12場。 

(八) 查核藥品(含管制藥品)、化妝品及醫療器材 500件。 

(九) 監控違規藥品、化妝品廣告 350件。 

(十) 辦理用藥安全宣導 6場。  

參、年度施政計畫與重點： 

一、 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以高齡長期照顧與健康照護兩大



需求為基礎，建構在地化、普及化的長照服務網，提升長輩生活品質與尊

嚴： 

(一) 擴大長期照顧十年 2.0 計畫服務量能：加強宣導以提升市民對長期照顧服

務之認識及使用；強化培訓並輔導提升整體勞動條件以吸引長照人力留任；

倡導高齡友善社區照顧概念，結合非政府組織及各公、私部門，共同發展

長期照顧服務，讓長輩在居家、社區中在地安老，並依長者需求提供長照

服務，降低照顧者壓力，減少機構照顧需求。 

(二) 發展全面且綿密的長照服務網：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落實

在地老化，提升長輩申請長照及使用服務之方便性與可近性，自前端結合

醫療院所加強出院準備銜接長照 2.0服務、在社區加強跨專業推動預防及

延緩失能照顧方案，拓展長照服務提供據點分布密度，發展在地化及具特

色的長照服務，建構連續性照顧體系。 

(三) 推動失智症共同照顧計畫：因應高齡失智人口增加，提升失智照護服務資

源佈建，廣佈社區式與機構住宿式失智症照護資源；陸續推動失智門診，

擴增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增設失智症照顧服務據點等服務，完善失智症

社區照護網絡，強化失智症防治。 

二、 保障民眾就醫權益，拓展全方位醫療照護體系，提升整體醫療品質，精進

緊急醫療照護效能，協助弱勢族群就醫： 

(一) 協助醫院提升緊急醫療服務品質：輔導轄區醫療院所提升醫療服務品質及

緊急災害應變效能，增進緊急救護品質及人員應變能力，提升急救責任醫

院的醫療照護能力，增進緊急傷病患轉診效能，降低急診壅塞；維護專業

人員救護品質，提供連續的醫療照顧，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照護；落

實分級醫療及雙向轉診制度，以提升醫療資源使用效能。 

(二) 落實醫療暴力雙通報機制：輔導轄內各醫療院所加強防暴機制，包括加強

急診門禁管制及安全防護，強化醫院預防及應變能力，落實醫院醫療暴力

通報及後續處置；積極依法裁罰，持續關注後續司法辦理進度，保障醫療

人員的工作環境安全。 

(三) 建立優質病人安全就醫環境：整合緊急醫療救護網絡，推展以病人為中心

之醫療服務；整合醫院評鑑、督考及認證制度，優化病人安全的醫療作業

與環境，保障民眾就醫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四) 推廣公共場所設置 AED：建立完整有效率的急救體系，推廣民眾自救救

人緊急救護技能，提升公共場所設置 AED 及通過安心場所認證比率，提

供民眾完善的緊急醫療照護，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五) 協助弱勢族群排除就醫障礙及身心障礙鑑定服務：保障弱勢民眾就醫權益，

提供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等經濟弱勢民眾醫療費用補助，提供及時妥適的

醫療照護，解決弱勢族群就醫困難。 

三、 整合兒科急重症專業醫療照護，積極籌建本市兒童醫院，提升兒科醫療照

護量能和品質： 

(一) 發展小兒科急重症專業醫療照護：推動兒科醫療品質提升，持續整合急診

小兒科專科醫師駐診服務網絡，輔導急救責任醫院具中度級以上「高危險

妊娠與新生兒緊急醫療」照護能力，提升小兒科醫療服務量能與品質。 

(二) 兒童醫院籌設：持續強化履約管理，監督 BOT 委託廠商完善兒童醫院設

計規劃及興建工程，掌握本市兒童醫院興建進度，擴充本市兒童醫療照護

資源，提升兒童急重難症的醫療照護品質。 

四、 推廣健康生活型態，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推動無菸環境，提升慢性病

照護品質，強化致癌因子預防保健，提供市民可近性的健康服務： 

(一) 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推廣母乳哺育正確觀念，辦理母乳哺育課程及

母乳支持團體，強化孕產婦的哺乳知識和哺乳技巧；推動母嬰親善醫療院

所認證，提供孕產婦親善的生產及哺乳環境；推廣公共場所及職場設置哺

集乳室，提升友善哺乳環境及品質。 

(二) 兒童預防保健照護：推廣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加強衛生教育宣導；輔導醫

療院所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落實發展異常個案通報作業；辦理學齡前

兒童視力、聽力、口腔健檢作業，照護幼童健康；培訓幼兒園教保人員，

提升兒童預防保健知能。 

(三) 推動防癌篩檢服務：整合公私部門及社區資源，共同辦理四癌社區篩檢活

動，提供可及性的篩檢服務；運用多元宣導方式提升市民防癌認知及篩檢

意願，提高市民受檢率；結合醫療院所共同建立並提升有效之篩檢陽性個

案轉介追蹤模式，協助市民早期發現健康問題，延緩疾病嚴重度，全面守

護市民健康。 

(四) 校園子宮頸癌防護計畫：落實疾病的防治作為，提供國中女生子宮頸癌防



護衛教宣導及疫苗校園接種服務，以降低婦女子宮頸癌發生與死亡。 

(五) 社區整合性健康篩檢巡迴服務：結合轄區醫療院所，以社區到點方式提供

30 歲以上市民免費健康篩檢服務，主動發現慢性病與癌症高危險群，宣

導健康生活知識衛教，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療的目的。 

(六) 營造社區健康生活環境：提倡健康生活型態，結合職場、學校、社區、醫

院等場域，進行致胖環境評估；強化市民健康知能，運用多元管道宣導，

鼓勵個人養成規律運動及均衡飲食習慣，營造有益動態健康生活的支持性

友善環境，促進市民健康。 

(七) 推動慢性病照護網：加強醫護人員專業培訓，輔導轄區醫療院所建立跨部

門團隊合作及伙伴關係；推動優質疾病管理照護服務模式，促使醫療院所

整合慢性病管理資源，提供病患全面的健康評估及疾病管理服務，完善共

同照護體系；持續宣導市民預防三高衛生教育，強化慢性病之預防及管理，

預防合併症發生。 

(八) 強化菸害防制工作：推廣校園菸害防制工作，鼓勵青少年參與反菸活動，

強化青少年拒菸(電子煙) 識能；結合無菸志工強化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加

強全場域輔導吸菸民眾戒菸；持續培育專業戒菸衛教人員，提供市民可近

多元便利戒菸服務；加強辦理跨局處聯合稽查輔導，營造清新無菸環境，

保護民眾免受二手菸害。 

五、 因應高齡化社會，推廣高齡友善健康服務，打造長輩健康老化支持環境，

推廣樂齡健康照顧： 

(一) 高齡友善固齒整合照護：為讓缺牙的長輩改善進食困難問題，攝取均衡營

養，促進身體健康，結合牙醫師團體提供專業醫療評估，提供長者免費裝

置全口活動假牙服務，以促進本市長者生活品質。 

(二) 推動活躍老化方案：結合社區資源團體，共同規劃多元老人健康促進活動，

鼓勵長輩參與，並推廣長者健康促進服務方案，促進長輩身心健康，營造

健康老化支持性環境，降低長者衰弱及失能的風險，延長長輩健康壽命。 

六、 建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完備傳染病防疫網絡，杜絕傳染病發生的威脅，

提升預防接種品質： 

(一) 完善急性傳染病監測防治：加強疫情監測，落實疫病即時通報，強化疫情

調查之完整性，防堵社區群聚感染及疫情擴大，降低各項傳染病感染風險；



提昇醫療院所及護理機構感染管制品質及執行效率，確保本市防疫物資供

應無虞；拓展多元衛教管道，強化防疫衛教深入市民生活，降低傳染病對

國人健康之威脅。 

(二) 消除結核病防治計畫：提升結核病個案服藥順從性，落實接觸者追蹤，主

動發現社區高風險個案，及早轉介就醫，阻斷社區傳染源；高傳染性個案

接觸者導入丙型干擾素血液測驗(IGRA) 檢驗，強化潛伏結核感染治療，

避免高風險對象發病；加強結核病教育訓練，提升工作人員正確認知。 

(三) 強化愛滋病匿名篩檢服務：針對易感族群，提供免費愛滋病毒篩檢諮詢服

務，鼓勵及早篩檢與診斷治療；加強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提供相關衛教

防疫措施，防止疫情擴散；進行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 策略，以降低感

染機會，遏止愛滋病的蔓延；提昇感染者用藥比例，加強個案管理，落實

感染者預防策略。 

(四) 提升疫苗管理品質及常規疫苗接種完成率：加強疫苗冷運冷藏管理，以維

護疫苗接種品質；定期辦理衛生所及合約醫療院所疫苗冷運冷藏管理及接

種實務輔導查核，確保疫苗接種品質與接種效益，提供民眾優質的預防接

種服務；積極追蹤 6歲以下幼童常規疫苗接種時程，加強催補種作業，提

升接種完成率。 

七、 積極推動全民心理健康促進，深耕社區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強化毒

品危害防制，健全保護服務防治網絡：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衛生、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強化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

衛生服務；強化人員教育訓練，精進個管人員專業管理技巧及知識，加強

個案關懷訪視服務，提升個案通報及管理效能。 

(二) 落實精神病人追蹤關懷、轉介及轉銜服務：強化社區緊急精神醫療處理機

制，辦理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及強制治療服務，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

務。 

(三) 加強藥酒癮戒治處遇：提供 24 小時戒毒成功專線服務，強化成癮個案就

醫意願，提升可近之藥、酒癮戒治醫療服務量能，提高戒治成效；發展多

元化心理處遇方案，協助即將出監之藥癮者個案復歸社會；協助個案申請

美沙冬替代療法補助及心理關懷諮詢服務，提供戒治友善環境，完善犯罪

加害人社區處遇網絡。 



(四) 推動毒品防制工作：依在地化特性分析，精進防毒、戒毒策略，結合跨部

門及民間資源擴大反毒宣導量能，強化防護網絡合作機制，辦理青少年戒

癮計畫，協助改善青少年用藥行為與生活習慣，降低新生毒品人口。 

八、 加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精進食安防護網絡，保障市民食品安全： 

(一) 落實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管理：強化加水站業者自主檢驗機制，維護

加水站衛生設施及水質抽驗品質，確保加水站水質衛生安全，讓市民飲水

安全更有保障。 

(二) 強化農場到市場監測及食品檢驗：強化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加強市

場查驗；強化食品源頭、產製流通管理及控制風險，輔導食品業者遵循法

規，落實自主管理；建立食材追蹤追溯管理，保存完整食品原料、添加物

來源及流向資料，掌握運銷資訊，杜絕黑心食品進入食品供應鏈；加強抽

驗並透明化公佈抽驗結果，落實民眾食安「知」的權利。 

(三) 加重生產者、廠商責任，精進食安防護網絡：落實本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強化食品源頭管理，加強稽核食品業者營業及異動登錄，建立

追蹤追溯管理機制及電子化紀錄。定期召開食品安全會報，設置 24 小時

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針對食安問題進行跨局處協調處理，加強

市府農政、教育、環保及政風等單位橫向聯繫，並與檢、警、調攜手打擊

黑心食品，建構食安防護網絡，共同為食安把關。對食安危害訂有 24 小

時內落實通報並辦理回收，以確保市面架上流通食品之安全。 

(四) 持續推動餐飲衛生分級評核：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核小組，針對製造場所

衛生、原物料管理、員工個人衛生管理等項目進行實地評核，期望與在地

餐飲業者共同努力，提升作業環境的衛生安全，落實產品源頭管理及餐飲

衛生自主管理工作，為市民打造更健康、更安心的飲食環境。 

(五) 提升食品廣告標示管理效能：打擊誇大不實食品廣告，加強監控查處市售

食品違規廣告，查核各銷售通路完整包裝及散裝食品標示，提升食品業者

落實誠實標示能力，提供消費者正確的食品資訊，遏止違規業者違法行為，

保障民眾消費權益。 

(六) 強化民眾食品安全素養：透過多元化衛教方式和管道，辦理食品安全衛生

教育宣導及活動，透過活動傳達食安正確觀念，導正民眾正確的食品衛生

安全知識及提升風險觀念，培養民眾食安素養，推廣全民監督食安。 



(七) 強化食品安全實驗室檢驗網絡：擴充本市檢驗服務量能，與全國其他專責

項目認證衛生局共同聯合分工，建構各縣市檢驗認證實驗室雲端管理資料

庫；培訓檢驗人才，加強實驗室管理品質，提升本市檢驗品質及公信力。 

九、 加強藥品、化粧品安全管理，營造市民用藥安全及使用化粧品衛生安全環

境： 

(一) 藥物及化粧品管理：加強藥局藥商稽查，落實民眾用藥安全；加強中、西

藥物及化妝品管理效能、掌握管制藥品及麻黃素類製劑藥品流向管理，防

制藥物濫用；輔導醫藥專業人員運用藥物不良品通報系統，推動化粧品業

者登錄制度；強化市售藥物及化粧品標示查核，加強不法藥物及化妝品稽

查，營造市民用藥安全的支持性環境。 

(二) 監測藥物及化妝品違規廣告：加強監控、查處違規藥物及化妝品廣告，杜

絕違規藥物、化粧品廣告及非法販售業者；加強民眾正確藥物使用觀念，

辨別誇大不實廣告，以避免藥物濫用，維護民眾身體健康。 

十、 利用多元行銷模式，深化市民衛生教育，積極培訓志工，協助市民落實健

康生活技能： 

(一) 設計以民眾為導向的健康訊息：製作多元創意健康宣導教材，跨單位共同

合作推動，透過多元宣傳管道，提供民眾正確及可及性的健康知識，強化

民眾實踐健康生活。 

(二) 多元運用衛生保健志工：積極培訓衛生保健志工，辦理專業教育訓練，協

助各單位深入社區宣導健康訊息，同心協力提昇市民健康知能及生活習慣，

建置健康支持性環境。 

肆、施政計畫衡量指標與標準：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一、建置優質長

照體系，完備長

照服務資源，以

高齡長期照顧

與健康照護兩

大需求為基

礎，建構在地

1.長期照顧服務人次。 

2.辦理各項長照服務

單位聯繫會議場次。 

3.辦理長照服務宣導

活動場次。 

1. 長期照顧服務達 10萬人次。 

2. 辦理長照服務單位聯繫會議 15

場。 

3. 辦理長照服務宣導活動 25場。 

195,600 

 

 

5 

1.疑似失智個案半年

內確診率。 

1.個案確診率達 50%。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化、普及化的長

照服務網，提升

長輩生活品質

與尊嚴 

2.失智共同照顧中心

個案管理人數。 

2.個案管理人數 700人。 

二、保障民眾就

醫權益，拓展全

方位醫療照護

體系，提升整體

醫療品質，精進

緊急醫療照護

效能，協助弱勢

族群就醫： 

1.辦理急診品質及落

實到院前分流分送

會議場次。 

2.辦理分級醫療及雙

向轉診宣導會場次。 

1. 辦理急診品質及落實到院前分流

分送會議 2場。 

 

2. 辦理分級醫療及雙向轉診宣導會

5場。 

1,967 

 

5 

1.輔導轄內各醫療院

所辦理安全防暴教

育訓練場次。 

2.辦理轄內醫療院所

醫療暴力執行雙通

報機制達成率。 

1. 輔導醫療院所辦理安全防暴教育

訓練 3場。 

 

2. 辦理轄內醫療院所醫療暴力執行

雙通報機制達成率 100%。 

5 

辦理本市醫療院所病

人安全就醫環境普查

達成率。 

辦理本市醫療院所病人安全就醫環

境普查率 100%。 

5 

辦理民眾 CPR+AED

示範教學訓練活動場

次。 

辦理民眾 CPR+AED 示範教學訓練

活動 3場。 

 

5 

協助經濟弱勢民眾申

請醫療費用補助執行

率。 

協助經濟弱勢民眾申請醫療費用補

助執行率 100%。 

5 

三、整合兒科急

重症專業醫療

照護，積極籌建

本市兒童醫

院，提升兒科醫

療照護量能和

品質： 

督導急救責任醫院維

持中度級以上兒科急

重症專業照護達成率。 

督導急救責任醫院維持中度級以上

兒科急重症專業照護 100%。 

4,569 

 

 

5 

辦理兒童醫院相關列

管會議場次。 

辦理相關履約及工作會議 36場。 5 

四、推廣健康生

活型態，增進全

人全程健康促

進，推動無菸環

境，提升慢性病

照護品質，強化

致癌因子預防

1.輔導新設置哺集乳

室間數。 

2.辦理母乳支持團體

場次。 

1.新設置哺集乳室 5間。 

 

2.辦理母乳支持團體 30場。 

7,680 

 

5 

1.嬰兒於 4個月內完成

新生兒聽力篩檢及

確診率。 

1. 107 年 7 月 1 日至 108 年 6 月 30

日出生嬰兒之聽力確診率達

95%。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保健，提供市民

可近性的健康

服務： 

2.滿 4歲及 5歲兒童視

力篩檢率。 

3.滿 4歲及 5歲兒童視

力篩檢異常追蹤完

成率。 

4.兒童預防保健宣導

場次(含視力保健)。 

2. 兒童視力篩檢率達 98%。 

 

3. 兒童視力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達

98%。 

 

4. 辦理宣導活動 30場。 

1.子宮頸癌篩檢人數。 

 

2.乳癌篩檢人數。 

 

3.大腸癌篩檢人數。 

 

4.無痛大腸鏡檢查人

數。 

1. 30-69 歲婦女接受抹片檢查 1 萬

人。 

2. 45-69 歲婦女接受乳癌篩檢 8,000

人。 

3. 50-74 歲民眾接受大腸癌篩檢

8,000人。 

4. 無痛大腸鏡檢查 100人。 

5 

子宮頸癌疫苗校園接

種率。 

國一女生子宮頸癌疫苗校園接種率

80%。 

5 

1.辦理社區整合性篩

檢活動場次。 

2.提供 30 歲以上民眾

接受整合性篩檢人

數。 

1.辦理 12場篩檢活動。 

 

2.提供 30歲以上民眾服務 3,000人。 

5 

1.辦理餐飲業者減鹽

衛教宣導場次。 

2.辦理校園健康體位

講座場次。 

3.結合社區及職場辦

理健康飲食、規律運

動宣導場次。 

1. 辦理餐飲業者減鹽衛教宣導 5場。 

 

2. 辦理校園健康體位講座 10場。 

 

3. 辦理社區及職場辦理健康飲食、

規律運動宣導 20場。 

5 

辦理民眾對高血壓危

害相關識能宣導場次。 

辦理民眾對高血壓危害相關識能宣

導 10場。 

5 

1.菸害防制稽查輔導

家次數。 

2.整合轄區內資源，提

供二代戒菸服務人

數。 

3.辦理青少年菸害防

制及電子煙講座提

1. 稽查輔導 1萬 2,000家次。 

 

2. 戒菸服務人數 2,000人。 

 

3. 辦理青少年菸害防制及電子煙講

座 40場、認知率達 90%。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升其認知率。 

4.結合社區志工及青

年志工宣導無菸環

境。 

 

4. 志工參與無菸環境宣導活動達 50

場。 

五、因應高齡化

社會，推廣高齡

友善健康服

務，打造長輩健

康老化支持環

境，推廣樂齡健

康照顧： 

1.宣導長者免費裝置

全口活動假牙場次。 

2.辦理審查小組會議

場次。 

1. 宣導長者免費裝置全口活動假牙

20場。 

2. 辦理審查小組會議 25場。 

1,271 

 

5 

老人健康促進活動參

加人次。 

老人健康促進活動 3,130人次參加。 5 

六、建立優質防

疫應變體系，完

備傳染病防疫

網絡，杜絕傳染

病發生的威

脅，提升預防接

種品質： 

1.各項傳染病通報率

及傳染病疫情調查

完成率。  

2.辦理公衛及防疫人

員在職訓練場次。  

3.辦理校園、社區與職

場等傳染病防治宣

導場次。 

1. 各項傳染病通報率及疫情調查完

成率 100%。 

 

2. 辦理公衛及防疫人員在職訓練 10

場。 

3. 辦理校園、社區與職場傳染病防

治宣導 80 場。 

6,423 

 

5 

痰塗片陽性個案納入

都治比率。 

個案納入都治計畫比率達 92%。 5 

1.辦理愛滋病防治衛

教宣導活動場次。 

2.高危險族群愛滋篩

檢人數。 

1. 辦理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活動 30

場。 

2. 辦理高危險族群愛滋篩檢 400人。 

5 

七、積極推動全

民心理健康促

進，深耕社區精

神疾病防治與

照護服務，強化

毒品危害防

制，健全保護服

務防治網絡： 

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場

次。 

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17場。 12,406 

 

5 

精神病人平均面訪本

人次數。 

面訪本人平均達 1.45次。 5 

1.轄內酒癮治療服務

方案執行機構年度

訪查率。 

2.期滿出監中高再犯

性侵害加害人 2週內

執行社區處遇率。 

1. 辦理轄內酒癮治療服務方案執行

機構年度訪查率 100%。 

 

2. 社區處遇執行率 80%以上。 

5 

1.追蹤輔導人數達開

案輔導總人數比率。 

2.指定藥癮戒治機構

1. 追蹤輔導人數比率達 85%。 

 

2. 指定藥癮戒治機構輔導訪查率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輔導訪查率。 100%。 

八、加強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精

進食安防護網

絡，保障市民食

品安全： 

抽驗加水站家次。 抽驗加水站 52家次。 3,792 

 

5 

1.食品工廠、食品販售

業及餐飲業稽查家

次。 

2.市售食品產品抽驗

件數。 

1.稽查 500 家次。 

 

2.市售產品抽驗 550件。 

5 

召開跨局處聯繫食安

會報及食安專家諮詢

會議場次。 

召開跨局處聯繫食安會報及食安專

家諮詢會議共 4場。 

5 

1.查核輔導食品添加

物及進口食品業者

食品標示查核件數。 

2.監控及查核食品違

規廣告件數。 

1.查核件數 5,200件。 

 

 

2.監控及查核違規廣告 280件。 

5 

1.參加國內、外能力測

試項目。 

2.檢驗項次。 

3.增加可自行檢驗項

目。 

1.參加 5項能力測試。 

 

2.檢驗 1萬 5,000項次。 

3.增加可自行檢驗項目 3項。 

5 

九、加強藥品、

化粧品安全管

理，營造市民用

藥安全及使用

化粧品衛生安

全環境： 

查核藥品 (含管制藥

品)、化妝品及醫療器

材件數。 

查核藥品(含管制藥品)、化妝品及醫

療器材 560 件。 

350 

 

5 

監控違規藥物及化妝

品廣告案件數。 

監控違規藥物及化妝品廣告 360件。 5 

十、利用多元行

銷模式，深化市

民衛生教育，積

極培訓志工，協

助市民落實健

康生活技能： 

運用多元媒體行銷衛

生施政成果次數。 

1. 辦理多元媒體露出衛生宣導 60

次。 

2. 社群軟體觸及 6,000人次。 

210 

 

5 

辦理志願服務訓練場

次。 

辦理志願服務教育訓練 2場。 5 

＊管考方式代碼：1.工程列管 2.基本設施列管 3.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管 

4.其他列管（請註明）5.自行列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