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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83 號 委員 提案第 241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德福、江啟臣、李德維、萬美玲、林思銘、楊瓊

瓔等 23 人，有鑑於青年不僅僅代表國家的未來，更反映國家

現在。各界不斷呼籲應重視青年，強調投資青年就是投資國

家未來。相較於兒童、老人、身心障礙，皆有專法明定重要

施政方向及內容，唯獨缺少「青年」政策專法，若沒有妥善

考慮年輕人的未來，將導致國家陷入惡性循環。如今我國已

進入高齡少子化社會，為重視青年主體性，政府也應將資源

投注在 15 至 35 歲青年發展，本席等爰制定「青年發展基本

法」草案，讓青年能獲得政府資源支持，搭配民間資源引進

，以促進青年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德福  江啟臣  李德維  萬美玲  林思銘  

楊瓊瓔   

連署人：陳以信  葉毓蘭  溫玉霞  呂玉玲  陳玉珍  

吳怡玎  曾銘宗  洪孟楷  張育美  羅明才  

鄭麗文  孔文吉    鄭天財 Sra Kacaw  

廖婉汝  魯明哲  費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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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隨青年人口逐漸減少、產業結構轉型、全球經濟市場競爭加劇、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等外

部環境變遷，使得當前青年所面臨的局勢更加複雜多變。為落實青年發展基本法政策目標之執行，

並配合未來國家發展趨勢，爰提出青年發展基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法之青年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草案第四條）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草案第五條） 

六、每隔二年發布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草案第六條） 

七、各級政府應寬列青年發展經費，保障專款專用。（草案第七條） 

八、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青年適度優惠存款。（草案第八條） 

九、青年搭乘國內公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優待。（草案第九條） 

十、政府應規劃青年銀髮公共社會住宅政策。（草案第十條） 

十一、政府應針對青年提供適性之職業訓練，積極輔導青年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人員證照，相

關考試費用應予減免。（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各級主管機關應設青年發展與創業基金。（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政府應鼓勵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與合作，以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理青年發展相關事宜。（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各級政府得聘請青年發展有關之機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備供諮詢。（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政府應鼓勵民間參與青年事務發展，其獎勵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十六條

） 

十七、青年得依本法設立專戶，專供存入本法津貼或補助之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草案第十七

條） 

十八、明定停止發放青年各項津貼或補助之情形。（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明定青年日。（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本法實施後，現行有關青年發展法令應依本法之規定，予以修正、廢止或增補之。（草案第

二十條） 

二十一、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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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發展基本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培養青年成為國家未來主人翁，增

進青年發展與福利，型塑基本素養與宏觀視

野，協助其自立助人，特制定本法。 

闡明本法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青年，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且在國內設有戶籍，年滿十五歲以上三十五

歲以下之人。 

參照 104 年 4 月 30 日院臺教字第 1040018574

號函，青年發展政策綱領的對象年齡是 15 歲

至 35 歲。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青年權益保障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青年預防保健、心

理衛生與醫療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青年教育規劃、推

動及監督等事項。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青年就業促進與協

助青年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人員證照

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五、住宅主管機關：主管提供青年銀髮公共

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 

六、交通主管機關：主管青年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七、金融主管機關：主管本法相關個人儲蓄

帳戶、優惠存款、投資與提升財金素養措

施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八、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職權規劃辦理。 

明定本法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

青年發展政策應辦理事項。 

第四條 下列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掌理： 

一、全國性青年發展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

劃、釐定及宣導事項。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青年發展

政策之監督及協調事項。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職掌事項，俾供中央主管機

關據以規劃、推動各項青年發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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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青年發展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國際青年發展業務之聯繫、交流及合作

事項。 

五、其他全國性青年發展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 

第五條 下列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掌理： 

一、直轄市、縣（市）青年發展政策、自治

法規與方案之規劃、釐定、宣導及執行事

項。 

二、中央青年發展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行

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青年發展經費之分配

及補助事項。 

四、其他直轄市、縣（市）青年發展之策劃

及督導事項。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關職掌事項，俾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據以規劃、推動各

項青年發展措施。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每隔二年發布青年發展

政策白皮書，並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

式公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每隔二年應發布青年發展政

策白皮書。 

第七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青年發展經費，保障

專款專用。 

對經濟弱勢、偏遠及特殊地區之青年，

應優先予以補助。 

明定國家應寬列青年發展經費，保障專款專用

。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青年個人儲蓄帳

戶機制與適度優惠存款，於此帳戶中儲蓄、

投資所獲得之存款利息、股利收入等資本利

得應給予租稅減免，並強化青年財金素養，

以助其自立生活與遠離貧窮。 

一、於個人儲蓄帳戶機制（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 ISA）中之利息收入、股利等資

本利得，可採低稅率課稅或甚至免稅，藉

此提高青年投資意願。 

二、政府應給予誘因鼓勵青年儲蓄，不僅可以

累積創業資金，透過財金素養提升，作為

第一筆投資基金，協助青年朋友遠離貧窮

。 

第九條 青年搭乘國內公營水、陸、空大眾運

輸工具、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優待。 

前項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行政

法人經營者，帄日應予免費。 

第一項優待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社會新鮮人的薪水往往不高，扣除學貸、租屋

、交通費、伙食費，幾乎所剩無幾。為改善青

年生活，減輕青年經濟負擔，青年搭乘國內公

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優待。 

第十條 政府應協助青年獲得適居之住宅，並

規劃青年銀髮公共社會住宅政策，引導青年

世代關注銀髮議題，解決跨世代居住問題。 

明定政府應解決青年居住問題。 

第十一條 政府應針對青年提供適性之職業訓 為減輕青年經濟負擔，鼓勵青年參加技術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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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積極輔導青年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

人員證照，健全青年就業服務網絡。 

青年參加前項考試之報名費、學科測試

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照費

，應予以減免。 

能檢定，協助取得技術士證提升其專業技能及

就業能力，改善其未來生活，相關考試費用應

予減免。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青年發展與創業

基金，辦理青年相關發展業務及輔導創業。 

前項基金來源如下： 

一、各級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基金孳息。 

三、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四、其他收入。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成立青年發展與創業基金

，辦理青年相關發展業務及輔導創業。 

第十三條 為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政府應致

力促進人才、技術、設施及資訊之國際交流

與利用，獎勵青年參與國際共同開發與研究

，並結合學校與民間團體資源推展軟實力文

化交流，協助青年與國際接軌，拓展國際視

野，增進對國際事務之瞭解及參與。 

明定政府應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理本法規

定相關事宜；其人數應依業務增減而調整之

。 

青年發展相關業務應遴用專業人員辦理

。 

為加強執行有關青年發展業務，爰參照老人福

利法第七條之立法例，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

專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 

第十五條 各級政府得聘請青年發展有關之機

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備供諮詢。 

各級政府得邀請有關民眾與團體共同參

與加強推動青年發展工作。 

青年發展政策必頇整合各方資源，並傾聽民意

，方得以順利推展。因此政府得聘請青年發展

事務有關之機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備供諮

詢，使青年發展工作推動更有效。 

第十六條 政府應鼓勵民間捐助青年發展，獎

勵長期奉獻與熱心推展青年事務之法人、團

體及自然人，以增進全民參與青年事務發展

風氣。 

前項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鼓勵民間參與青年事務發展，獎勵辦法授權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青年依本法請領各項津貼或補助者

，得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之

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並載明金

融機構名稱、地址、帳號及戶名，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專供存入各項

津貼或補助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扣押、抵

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避免實務上出現請領權利人之各項給津貼或

補助，遭金融行庫扣押或行使抵銷權之情況，

以致損害其權利而與本法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明定依本法請領津貼或補助者，得於金融機構

開立專戶，專供存入本法津貼或補助之用，不

得作為其他用途，且不得存入非屬本法所定給

付以外之其他款項；專戶內之存款亦不得作為

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十八條 青年依本法請領各項津貼或補助者 明定停止發放青年各項津貼或補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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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之：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

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

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年止。

但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以書面聲明放棄。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移居國外定居。 

第十九條 為促使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共同

關懷青年議題應訂定青年日，並放假一日。 

明定青年日放假一日。 

第二十條 本法施行後，應依本法之規定，修

正、廢止或制（訂）定相關青年政策法令。 

本法係青年發展政策法令之原則性、總則性規

範，乃所有青年發展政策法令之依據。故本法

實施後，現行有關青年發展法令應依本法之規

定，予以修正、廢止或增補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