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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理念

每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青年都是時代改革的領航者，同時也是新觀念的見證人，

青年的態度決定了國家未來的走向。我們可以驕傲地唸出：王建民、郭泓志、 許

芳宜、林義傑、詹詠然、莊佳容、周俊勳、吳音寧、雷家佳等人的名字，他們不僅是

台灣之光，在他們身上更具備了開創新台灣的重要價值。特別是當台灣過去已 

改革自詡的民進黨，許多青年政客紛紛捲入貪腐、情色的醜聞中，社會病了，民

進黨已經失去啟發新世代的力量，我們亟需尋找一帖醫治台灣的藥方。 

在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體認到時代的巨變，需要青年從文化與社會層面來醫

治，蔣渭水醫師投身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為封閉的台灣文化進行自我批判與

診 療。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也從棄醫從文，以啟蒙者的精神在呼求「人」的尊嚴與

價值。今天青年世代中，我們或許看不到像過去那種旗幟鮮明，以各種主義或理

論改革 社會的呼籲，我們不需要回溯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更不需要高喊

「台灣維新」的政治八股，在台灣青年身上，我們就可以找到醫治台灣陳痾的藥

方。

現今台灣社會價值觀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看似捉摸不定，但決定整個國

家、社會與個人的關鍵因素其實很單純，就是「態度」。在新一代台灣青年的身 上

我們看到許多可貴的「態度」：像堅毅不拔、多元創意、改革創新、人道關懷等，都

能讓我們在面對各種試煉時，禁得起考驗，並為台灣帶來正面的變化。

貳、政策主張

馬蕭的青年政策，目標在打造有利於台灣青年求新求變，實踐夢想的環境。青年

需要的是機會，政府的責任在於扶持青年，讓青年有機會伸展志向。2008馬蕭執

政之後，將落實以下九項青年政策：

一、台灣小飛俠計畫：召喚青年投入海內外志工服務



我們為鼓勵青年關心國際社會，關懷本土發展，並接受各種焠鍊，推出「台灣小

飛俠計畫」，將在四年內倍增志工服務的預算，成立「區域和平志工團」，召喚國

內青年在台灣與國際間積極參與扶貧、濟弱、永續發展等志工服務。

二、青年創業「滅飛」計畫：活化政府資源，幫助青年創業

台灣青年有著多元創意的精神，為了提供青年實現創業的機會，提出「青年創業

滅飛計畫」，開放大學育成中心讓合格的學生團隊進駐，並成立「青年創投基 

金」，額度 100億元，由政府直接投資具有潛力的青年創業計畫，並提供後續輔

導。同時針對過去政府未經審慎評估而興建的「蚊子館」，透過「滅飛創意經營大 

賽」，由青年團隊提出營運企畫，獲獎者將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投入資金，或

與私部門（企業）合作，政府亦將提供經營輔導，以恢復各地「蚊子館」生機。

三、青年就業接軌計畫：提高就業率，保障工作權益

青年失業率是就業人口群中最高的，他們是職場新手，很容易受到不公平待遇。

因此，為增加青年人就業機會，保障其工作權益，馬蕭執政後將運用「就業保 

險基金」，強化青年與就業市場的接軌；推動部分時間勞動保護法，維護部分時

間工作者的權益；並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水準，從現在投保薪資之 60%提高至 

70％，並將自行創業的青年納入「就業保險」適用範圍，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期間，

從現在六個月延長到一年。

四、青春寄居蟹計畫：協助大專學生解決住宿問題

不少大專學生求學期間必須離鄉背井，就像寄居蟹一樣，為了追求成長，經常

「換殼」。在學校宿舍與外宿間往往要面對安全、生活與法律等問題。我們希望 學

生青年歲月能更平安，短期重在協助同學解決租屋紛爭，增進住屋環境安全；

中期進行「學生外宿安全認證」，要求「安全住宿率」應達100%；長期應改變大 

學宿舍管理模式，將教育與生活合一，提供生活上的引導，建立擁有自我成長

空間的住宿環境，並追求「宿舍書院化」，導師加入生活管理，使人格教育與求

知合而 為一。

五、萬馬奔騰計畫：擴增青年的國際交流機會

台灣要在國際上維持競爭力，青年不僅要有現代的知識，更需要宏觀的視野，

因此我們將推動「萬馬奔騰計畫」，政府將資助更多青年出外進修、學習與交 流。

在四年內提供青年赴國外進修名額一萬名，參與資格除了現有的公費留考對象

外，尚包含技職體系學生、社會青年以及高中生。同時，也將延攬境外學生來台



進 修、學習與交流，以四年為期，估計境外來台青年，將由現行大約一萬人，

增至兩萬人。

六、青年充電計畫：創造青年進修的誘因與環境

多元創意的能量是台灣青年在職場必須具備的條件 。為了讓忙於工作的年輕人

能有持續充電的機會，為形成有利於在職青年進修的政策環境，提供進修青年

所得稅「進修特別扣除額」25,000元，並在公廣集團 下設立青年國際頻道，提供

國際趨勢、語言、財經等青年所需相關資訊，協助青年跨越城鄉差距，以最低成

本提昇自身競爭力。

七、青年壯遊計畫：鼓勵青年認識鄉土，行遍台灣

為使青年有機會環遊台灣，體驗生活，培養對這塊土地的熱情與關懷，我們主

張推動「青年壯遊計畫」，發行「青年壯遊卡」，推動「單車成年禮」的制度，鼓勵

青以單車旅行認識台灣，並設立青年壯遊諮詢站，在各重要火車站、公車站等處，

提供食宿等旅遊諮詢與單車出借服務。

八、青年安心安親計畫：抒解青年後代教養的壓力

為協助青年雙薪家庭抒解後代教養的壓力，我們提出「青年安心安親計畫」，規

劃社區化的安親計畫，未就業的青年父母於子女出生兩年內，一人可領每月 5 

千元育兒津貼，兩歲後至學齡前幼兒園基本費用可列為所得稅扣除額，延攬待

業教師參與課後輔導，同時培訓社區熱心人士，參與課後照顧服務，以抒解青

年後代教 養的壓力。

九、青年政策大聯盟：促進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培植青年領袖政策研發團隊，積極參與國家政策研究發展工作。政府應籌組「青

年政策大聯盟」，辦理「青年政策研發團隊競賽」，鼓勵青年團隊提案，透過 青

年領袖間的對話與討論，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藉由「青年政策大聯盟」的平台，

實現審議式民主的精神，讓青年的智慧與創意在公共領域發光發亮，進而交由

政 府機關作為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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