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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也有效促進國內市場內需消費、提升地方經濟之功能。爰此，為促進內需消費

以協助國內傳統產業，建請行政院研議將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行業分類，擴大至寢具、織襪、

製鞋、內衣、毛衣、毛巾、製帽等相關產業。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民旅遊卡固係為振興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而設，惟自 2014（民國 103）年起繼續實施

的三年期限，已將目標調整為兼顧提振觀光、促進內需消費及鼓勵公務人員休假。 

二、傳統產業向來外銷受限，近年來在我國加入 WTO 以及 ECFA 衝擊之下市場更受瓜分。這

也是政府自 2009（民國 98）年 11 月起將原本「艱困傳統產業輔導機制」調整為「因應貿易自由

化加強產業輔導方案」，宣稱自 2010（民國 99）年至 2019（民國 108）年，將編列九百五十億

元因應貿易自由化相關輔導與就業協助措施。 

三、為貫徹前項施政措施，促進內需消費以協助國內傳統產業，爰建請行政院研議將國民旅

遊卡特約商店行業分類，擴大至寢具、織襪、製鞋、內衣、毛衣、毛巾、製帽等相關產業。 

提案人：周倪安 

連署人：賴振昌  姚文智  陳節如  段宜康  尤美女  

陳唐山  吳秉叡  蕭美琴  李應元  葉津鈴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鎮湘、陳委員怡潔等 18 人，有鑑於

我國 102 年生育率僅有 1.065%，名列各國之末，中研院經濟所亦指出，我國少子化問題加速惡

化，造成勞動力補充困難，未來恐邁向「又少、又老、又窮」的處境。爰建請行政院全面檢討

現行鼓勵生育政策，勞動部應針對育有未滿兩歲子女之在職勞工，研議開辦育兒津貼；行政院

另應重新檢視幼兒托育補助、育兒賦稅減免、育兒家庭優先購屋與優惠房貸、友善勞動職場等

政策，儘速提出令民眾有感、符合民眾需求之鼓勵生育措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王育敏、陳鎮湘、陳怡潔等 18 人，有鑑於我國 102 年生育率僅有 1.065%，名列各國之末

，中研院經濟所亦指出，我國少子化問題加速惡化，造成勞動力補充困難，未來恐邁向「又少

、又老、又窮」的處境。爰建請行政院全面檢討現行鼓勵生育政策，勞動部應針對育有未滿兩

歲子女之在職勞工，研議開辦育兒津貼；行政院另應重新檢視幼兒托育補助、育兒賦稅減免、

育兒家庭優先購屋與優惠房貸、友善勞動職場等政策，儘速提出令民眾有感、符合民眾需求之

鼓勵生育措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中研院經濟所近日發布研究資料指出，我國去年（102 年）生育率僅有 1.065%，名列世

界各國之末；由於少子化問題加速惡化，將造成勞動力補充困難，我國未來恐邁向「又少、又

老、又窮」的處境。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102 年度執行檢討報告」亦指出，生肖（龍年）

影響出生率較政府之生育政策更為顯著，政府應重新檢視現行各項鼓勵生育政策是否切合民眾



 

 118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76 期 院會紀錄 

實際需求。 

二、另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 8 月公布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提升 15 至 49 歲有偶

（同居）女性生育意願之主要因素，依序分別是「提供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提供 6 歲及

以下托育費用補助」、「提供鼓勵生育工作環境」、「提供未成年子女教養支出之稅賦減免」

、「提供養育 2 名及以上子女家庭優先承購國宅、申請外傭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此調查結

果，殊值政府相關部會參酌。 

三、爰建請行政院全面檢討現行鼓勵生育政策，除衛生福利部持續發放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

津貼外，勞動部應研議於就業保險基金用途增列「在職勞工育兒津貼」之給付項目，針對育有

未滿兩歲子女之在職被保險人給付育兒津貼，協助勞工分擔育兒責任。行政院另應重新檢視幼

兒托育補助、育兒賦稅減免、育兒家庭優先購屋與優惠房貸、友善勞動職場等政策，儘速提出

令民眾有感、符合民眾需求之鼓勵生育措施。 

提案人：王育敏  陳鎮湘  陳怡潔 

連署人：蔡錦隆  蘇清泉  吳育仁  江惠貞  楊玉欣  

李貴敏  陳碧涵  詹凱臣  呂學樟  盧嘉辰  

張嘉郡  陳根德  曾巨威  簡東明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廖委員國棟說明提案旨趣。 

廖委員國棟：（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臨時提案，鑒於「新店溪洲阿美族生

活文化園區」、「三峽原住民族文化社會福利園區」兩計畫均於今年動工，計畫費用採「三三

三」模式，即部落族人須自籌三分之一資金，政府補助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公部門協助申請

貸款，產權歸居民所有。部落原民本屬經濟弱勢的一群，面對負擔高達百萬元之貸款，卻因新

北市府不願擔保，使得居民面臨借不到錢的窘境。為避免政府良好美意打上折扣，並協助當地

原住民族自立，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當地原住民族人向銀行申請貸款事宜。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1 人，鑒於「新店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三峽原住民族文化社會福利

園區」計畫均於今年動工，計畫費用採「三三三」模式，部落族人須自籌三分之一資金，政府

補助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公部門協助申請貸款，產權歸居民所有。部落原民本屬經濟弱勢的

一群，面對負擔高達百萬元之貸款，卻因新北市府不願擔保，使得居民面臨借不到錢的窘境。

為避免政府良好美意打上折扣，並協助當地原住民族自立，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當地原

住民族人向銀行申請貸款事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新北市原住民達五萬三千多人，早期花東阿美族青年離鄉北上謀生，沿河岸搭建房屋群

居，其中「三鶯部落」與新店「溪洲部落」位於行水區，引發占用國有地及安全疑慮，面臨拆

遷危機，市長朱立倫上任第一天視察溪洲部落，承諾協助安置，但兩處園區拖到今年才動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