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第 3 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忠明高中圖書館 5 樓演藝廳                  

參、 主持人：劉主任委員彥澧                             紀錄：劉佳宜 

肆、 出席人員：(如各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建請市政府審視勞工局「外勞事務科」之業務單位名稱，考量社

會慣用語及對跨國勞動者的尊重與接納，為避免「外勞」標籤與污名疑慮，

彈性調整業務單位名稱，塑造多元文化共融的友善城市。 

提案人：社福文教組紀委員峰瑞、賴委員宥澄、廖委員元瑜 

社福文教組紀委員峰瑞說明： 

本案已於社福文教組第 2次會議中提出，當時勞工局提出臺北、新北

之單位名稱仍有使用「外勞」字眼，但六都中的桃園、臺南、高雄皆

已更名，其中桃園過去也使用「外勞」作為單位名稱，然經議員質詢

後，於 2022年時將「外勞事務科」改為「跨國勞動事務科」，目前其

他縣市陸續完成更名，僅剩彰化縣仍使用此字眼作為單位名稱。 

勞工局賴主任秘書緣如回應： 

本局相關公文資料及所有對外發布皆無使用「外勞」稱呼，這是大家

的共識，單位更名是未來努力的方向，惟考量改名部分仍存在行政程

序之問題，後續將確認相關程序後再進行研議。 

社福文教組紀委員峰瑞補充： 

近兩年市府社會局及地政局亦曾更改科名，其作業程序約為一個月，

請問勞工局是否能承諾在一定期限內完成更名？ 

勞工局賴主任秘書緣如回應： 

各局處更名及組織規程的調整狀況不同，目前本局刻正請增員額，俟

員額確定後，再統一調整本局各科業務及名稱，如有進展會向委員進



行報告。 

中正大學林副教授淑慧回應： 

考量政府機關組織的設置員額編制調整茲事體大，需給勞工局一些時

間處理。從勞動政策或勞動相關事務的參與角度來看，贊同提出本案

之青諮委員，非常重視國際人權，亦希望跨國移動之勞動者應受前往

工作國家之尊重。實質上市府勞工局皆配合政策及對外籍勞動者的尊

重滾動修正名稱，如：本人承接勞工局一項計畫已八年，計畫中文字

用語從一開始稱呼「外勞」，配合政策即時調整為「外籍移工」，後

續亦配合勞工局指示修正為「外國人」。 

社福文教組康委員平皓補充： 

（一） 個人認為「外勞事務科」之名稱恐影響本市整體形象，此為市府對

於社會大眾各族群尊重之價值問題。「外勞」這個名詞加深大眾對

一般外籍移工來臺皆從事較低階工作之刻板印象。 

（二） 修改「外勞事務科」名稱與「員額編制」兩者衝突為何？為何更名

必須延後進行？ 

勞工局賴主任秘書緣如： 

「組織規程」與「員額編制」兩者沒有衝突，但卻是連動的，倘增加

員額，組織規程亦隨之改變。目前請增員額的部分，需經府方跨局處

討論、考量後方可確定，爰未來本局將視員額數及各科業務之方向明

確後再行調整。 

決議：依局處意見辦理。 

 

案由二：建請臺中市政府調整學齡前兒童式健康檢查、各級學校之聽力篩

檢更改為純音聽力篩檢。 

提案人：社福文教組陳委員宜湧 

社福文教組陳委員宜湧說明： 

全臺僅剩六個縣市未做聽力普及化篩檢，其中直轄市包含臺中跟高雄，

高雄已開始進行偏鄉普及化篩檢，而目前臺中尚無作為。雖然市府已

詢問雅文基金會相關處理辦法，也看出市府想要改變之決心，惟於本



案書面回覆中卻無相關說明，希望市府能詳實說明。 

衛生局王專門委員碧蘭回應： 

本市除針對新生兒進行聽力篩檢，今年亦開始全面針對幼稚園中班做

入園健檢，經詢問專家建議先從普篩開始，如有異常再轉介至具備相

關設備之院所進行檢查，未來將視市府財力及醫療量能進行滾動式調

整。 

社福文教組陳委員宜湧補充： 

普及化篩檢如以問卷、耳鏡檢查等方式進行，無法判斷神經性聽力損

失之異常，神經性的聽力損傷包括遲發性聽損、病毒感染(含 CMV，

Covid-19)等等，這些問題恐無法於新生兒聽力篩檢被發現，倘無後續

檢查家長亦無從發現及得知，須俟孩子上學後遇到學習問題（如：英

文發音等）才能發現。此外，使用問卷調查之方法亦有欠周全，主動

式問卷最大問題是不會有家長願意主動認知自己孩子可能有聽力問題。 

衛生局王專門委員碧蘭回應： 

純音聽力篩檢需有基本設備需求，若以現有的醫療量能和目前的人口

數進行仍有其限制，經詢醫學中心及專家建議以普篩為主，除了利用

普篩外，平常不論是上學或在家中，若有相關異常是可以隨時發現並

及時治療。現在幼稚園老師也非常專業，很多孩童發展問題皆是透過

在幼稚園時候發現並進行轉介檢測。 

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  

（一） 在公共政策推行上，除了現有方法外，可能有預算規模成本更高但

成效更好的方案，惟面臨現有資源能否支應之問題，爰請教衛生局

有無評估倘依委員意見則需花費多少人力及預算？ 

（二） 臺灣有哪個縣市進行全面性純音聽力篩檢且執行成效不錯？透過

橫向式比較更可全面探討本案議題。 

衛生局王專門委員碧蘭回應： 

純音聽力檢查需有專業空間設備，爰需至醫療單位執行。由於很多音

頻測試耗費時間較長，倘所有小孩皆至醫療院所進行篩檢，恐會造成

醫療量能負擔，因此本局建議如有發現異常再轉介較具效益。 



社福文教組陳委員宜湧補充： 

（一） 本案提出為「純音聽力篩檢」而非「檢查」，篩檢的定義是以固定

音頻測試受測者聽力，對於環境要求不像純音聽力檢查需於隔音

室受檢嚴格。目前有在執行縣市之方式為進入學校安靜教室，在

不吵雜的情況下透過專業人士協助進行篩檢。 

（二） 目前執行縣市並非以自費方式執行學前聽篩，而是將其涵蓋至學

前整合式兒童健康檢查中，建議衛生局可先瞭解外縣市的政策推

動方式及成本財務規劃。 

（三） 八月將舉辦嬰幼兒學前健康檢查檢討會議，建議市府能把學前聽

篩作為本次關注重點，雖此議題非國民健康署的全國性規劃，但

當大多數縣市都做了，這就不是多數縣市的特色，而是少數縣市

的缺點。 

決議：請衛生局依委員意見研議並瞭解其他縣市是否有更符合成本效益的

作法或值得本府參考的方式。 

柒、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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