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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完善社會福利支持系統 

（一）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１、完善整體照顧及家庭養育兒童功能體系，發展友善育兒環境，提升家庭支持與社區照

顧服務能量，減輕家庭照顧壓力。 

２、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促進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及社會參與，保障

兒少及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３、積極推動兒童相關保健服務與衛教宣導，提供完整福利服務。 

４、佈建身心障礙者在地服務資源，積極擴展服務據點，滿足障礙者充分獲得在地化照顧

服務需求。 

（二）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 

１、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提供多元連續的綜合性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２、整合及培育長照醫事專業服務人力，並建構多元長期照顧及在地化服務模式。 

３、佈建日間照顧服務資源，強化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營造健康、活力、幸福及友善之高

齡社會。 

（三）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完善保護服務體系 

１、關注弱勢協助自立，擴散國家脫貧政策之效益。 

２、擴大結合民間資源，建構社區互助網絡。 

３、促進志工多元發展，拓展高齡志願服務，鼓勵企業投入志願服務。 

４、充實社會工作人力，保障社工人員執業安全，精進專業制度；強化社區安全防護網，

優化救援保護防暴網絡，健全以被害人為中心之跨專業網絡合作。 

５、完善家庭暴力防治與兒少保護體系，建構對暴力零容忍及支持兒少在家庭環境中穩定

成長之社會安全網。 

二、重塑健康醫療服務體系 
（一）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１、持續改善醫事人員執業環境與醫病關係，保障基層人員勞動權益，推動受僱醫師納入

勞基法。 
２、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及醫療資源整合，持續簡化醫院評鑑，建立安全、有效、以

病人為中心之醫療服務網絡。 

３、落實偏鄉離島醫療在地化，推動遠距醫療照護提升可近性，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醫療

品質。 

（二）建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邁向防疫新紀元 

１、持續投入熱帶疾病防治、腸病毒疫苗研製、在地研究及資源整合，提升傳染病預警、

風險管控與應變能力。 

２、防疫體系接軌國際，強化新興疫病跨域網絡整合，阻絕傳染病於境外，建構彈性的應

變能力。 

３、達成結核再減半，挑戰愛滋零成長，確保國人健康。 

（三）構築食品藥物安心消費環境，保障民眾健康 
１、應用食藥大數據，完善食藥安全風險預警防護網。 

２、提升食品及中西藥（材）稽查量能，落實源頭及通路管理，食安五環相互扣合，保障

食藥消費安全。 

三、建立個人健康行為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１、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國民營養與肥胖防治。 

２、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提升主要癌症篩檢陽性追蹤率及品質。 



9-2 

３、推動菸、檳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無檳支持環境。 

４、擘劃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務，提升國人幸福能量，建立全人、全程、全方位之心理健康

服務。 

５、推展全人全程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友善環境，建構整合型的慢性病預防策略，追

求全民健康平等。 

四、增進健康照護及經濟安全保障 
精進健保及國保制度，強化自助互助社會保險機制 

１、加速全民健保改革，優化有效轉診與分級醫療制度，創造永續健康照護體系。 

２、配合國家年金改革機制，追求國民年金永續發展。 

３、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增進民眾健康及保障經濟安全。 

五、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定期檢討改進本部各單位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情形，以提升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２、協調推動本部各單位覈實編列經費需求，以降低歲出概算編報數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之差距，達到提升預算效益，妥適配置預算資源之目標。 

 



9-3 

貳、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9 年度 

目標值 

1 健全福利服務

體系，優先照

顧弱勢族群 

1 2 歲以下兒童

照顧津貼涵

蓋率 

1 統計

數據 

「育兒津貼」與「就業者家庭部分托

育費用補助」涵蓋率（當年度補助兒

童累計人數÷當年度 0-2 歲兒童人數）

×100% 

80.6% 

2 建置優質長照

體系，完備長

照服務資源 

1 增加長照醫

事專業人力

培育量能 

1 統計

數據 

（累計完成長照醫事專業人員培訓育

人數÷109 年目標培育人數）×100% 

100% 

2 普及多元社

區照顧服務

資源 

1 統計

數據 

佈建多元照顧資源達成數 550 處 

3 營造互助祥和

社會，完善保

護服務體系 

1 經濟弱勢人

口扶助率 

1 統計

數據 

（社會救助通報救助率＋當年度參與

脫貧方案人數目標達成率）÷2。1.社

會救助通報救助率=（當年度社會救助

通報案件量提供社會救助相關扶助÷

當年度社會救助總通報案量）×100%

。2.當年度參與脫貧方案人數目標=當

年度參加脫離貧窮措施方案人數較前1

年度增加5%（按104年實際值為5,095

人，爰105-109年目標人數分別為：

5,250人、5,500人、5,775人、6,050人

、6,350人）。 

89% 

2 降低親密關

係暴力與兒

少保護個案

經開案服務

結案後 1 年

內之再受暴

率 

1 統計

數據 

（親密關係暴力與兒少保護個案經開

案服務結案後 1 年內再被通報人數÷前

一年度親密關係暴力及兒少保護個案

經開案服務結案人數）×100% 

11.7% 

4 拓展全方位醫

療照護體系，

保障民眾就醫

權益 

1 保障住院醫

師 勞 動 條

件，確保病

人安全 

1 統計

數據 

住院醫師每週平均工時 80 小時 

2 增加護理執

業人力量能 

1 統計

數據 

（累計增加護理執業人數÷109 年目標

護理執業人數）×100% 

100% 

5 建立優質防疫

應變體系，邁

向防疫新紀元 

1 結核病新案

發生率以平

均 6%降幅逐

年下降 

1 統計

數據 

年度結核病新增個案數÷年中人口數×

100,000 

32 例 

2 降低愛滋感

染之傳播率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新增通報之愛滋感染人數）÷

（所有通報之感染者存活人數）×100% 

6% 

6 構築食品藥物

安 心 消 費 環

1 高關注輸入

產品合格率 

1 統計

數據 

市售進口產品抽驗合格率=市售進口產品

抽驗合格件數÷市售進口產品抽驗件數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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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9 年度 

目標值 

境，保障民眾

健康 

2 推動食安五

環，重建食

品生產管理 

1 統計

數據 

配合食安五環，擴大食品業者關鍵業

別實施範圍，公私協力，優化管理。

（A1＋A2＋A3＋A4）÷A×100%。A1：

逐年建立追溯追蹤管理制度之食品業者

關鍵業別累計數（計 42 業別）。A2：

逐年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

關鍵業別累計數（計 42 業別）。A3：

逐年實施自主檢驗之食品業者關鍵業

別累計數（計 44 業別）。A4：逐年設

置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業者關鍵業別

累計數（計 12 業別）。A：食品業者

關鍵業別總數（計 140 業別）。 

100% 

3 監測市售中

藥（材）及

高風險中藥

（材）異常

物質合格率 

1 統計

數據 

【抽驗（一般市售中藥材＋前一年抽

驗不合格中藥材品項）之合格件數】÷

年度抽查總件數×100% 

95% 

7 營造身心健康

支持環境，增

進全人全程健

康促進 

1 18 歲以上人

口吸菸率 

1 統計

數據 

「18 歲以上吸菸人口÷（18 歲以上人

口數）×100%」 

14.5% 

2 四癌篩檢陽

性追蹤率之

平均值 

1 統計

數據 

(四癌篩檢陽性追蹤率合計÷4) ×100% 83.75% 

3 自殺死亡率 1 統計

數據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自殺死亡人數÷期

中人口數）×100,000，並依 WHO 編布

之西元 2000 年世界標準人口年齡結構

調整計算 

10.8 人數 

8 精進健保及國

保制度，強化

自助互助社會

保險機制 

1 結合家庭醫

師、居家醫

療、醫院以

病人為中心

整合照護及

區域醫療整

合，降低可

避免住院數 

1 統計

數據 

每十萬人口可避免住院數 

分子：可避免住院件數 

分母：18 歲以上戶籍人口數 

公式=（分子÷分母）×100,000 

【參照美國 AHRQ 之 PQI#90 總體指標

定義】 

1,676 件數 

2 健全國保財

務提升保險

費收繳率 

1 統計

數據 

「已繳金額（當年度欠費催收收回總

額）÷欠費總額（當年度催收欠費總

額）」×100% 

4.93% 

9 妥適配置預算

資源，提升預

算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

本門預算執

行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

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90% 

2 機關於中程

歲出概算額

度內編報情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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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9 年度 

目標值 

形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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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 KPI 關聯 

完善社會福

利支持系統 

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 104-107 社會發展 2 歲以下兒童照顧津貼

涵蓋率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101

-107 年） 

101-107 社會發展 2 歲以下兒童照顧津貼

涵蓋率 

長照十年計畫 2.0 106-115 社會發展 增加長照醫事專業人力

培育量能、普及多元社

區照顧服務資源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經濟弱勢人口扶助率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中程個案計畫

－院舍遷建案 

104-108 社會發展 無 

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福利服務行動躍

升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無 

重塑健康醫

療服務體系 

第八期醫療網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無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106-106 社會發展 無 

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 106-106 社會發展 無 

護理改革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增加護理執業人力量能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106-110 社會發展 無 

我國加入 WHO 2035 消除結核第一期計

畫 

105-109 社會發展 結核病新案發生率以平

均 6%降幅逐年下降 

充實國家疫苗基金及促進國民免疫力第

二期計畫 

103-107 社會發展 結核病新案發生率以平

均 6%降幅逐年下降 

愛滋防治第六期五年計畫 106-110 社會發展 降低愛滋感染之傳播率 

急性傳染病流行風險監控與管理第二期

計畫 

105-109 社會發展 無 

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第三期計畫 105-110 社會發展 無 

新興傳染病風險監測與應變整備計畫 105-110 社會發展 無 

卡介苗及抗蛇毒血清生物製劑生產供應

計畫 

106-111 社會發展 無 

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高關注輸入產品合格

率、推動食安五環，重

建食品生產管理 

藥健康－精進藥物全生命週期管理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無 

中藥品質與產業提升 104-108 社會發展 監測市售中藥（材）及

高風險中藥（材）異常

物質合格率 

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 104-108 公共建設 無 

建立個人健

康行為 

菸害防制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18 歲以上人口吸菸率 

第三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 103-107 社會發展 四癌篩檢陽性追蹤率之

平均值 

國民心理健康計畫第二期 106-110 社會發展 自殺死亡率 

國民口腔促進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無 

增進健康照創新智慧服務平臺建置與營運計畫 106-108 社會發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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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 KPI 關聯 

護及經濟安

全保障 

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健康智慧行動躍

升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