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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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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
◼ 補助懷孕之新住民婦女未納健保產前檢查，111年截至第 3季共服務989

案次，補助金額達70萬餘元。
◼ 111年參與母嬰親善認證醫療院所數165家。
◼ 產前遺傳診斷檢驗補助：補助遺傳性疾病高風險群孕婦，每案最高5,000

元，低收入戶、居住優生保健措施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等80區每案最高
8,500元。111年計補助約3萬3,091案，發現約1,160案例異常個案，提供
後續遺傳諮詢，異常個案追蹤完成率達99%。

◼ 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服務 :於妊娠第一孕期及第三孕期，提供2次
產前衛教評估與指導，依健保署提供111年1-6月核銷檔及7-12月申報檔
推估，111年度約服務23萬2,272人次。

◼ 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服務:於妊娠第35至37週補助1次孕婦乙型鏈球菌篩
檢，依健保署提供111年1-6月核銷檔及7-12月申報檔推估，111年度約服
務12萬3,253人次。

◼ 補助22縣市辦理「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針對高風
險孕產婦(兒)提供孕期至產後6周或6個月之衛教諮詢、關懷追蹤或資源
轉介等服務。111年度目標收案6,295人，實際收案7,579人，收案達成率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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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健康促進

◼ 兒童衛教指導服務補助方案：提供7歲以下7次兒童衛教指導，111年推估利用約78萬444人次。

◼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111年全國共輔導22家衛生局協同52家醫院設置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111 年 完

成評估服務計1萬8,978人。

◼ 補助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111年共補助13萬7,024人，篩檢率99.4%，發現異常約2,885案。

◼ 矯正出生性別比失衡：由99年的1.090改善(下降)為111年的1.076。(待監測組出生通報公布後更新)

◼ 滿4歲及滿5歲「學齡前兒童斜弱視及視力篩檢工作」：111年計篩檢36萬974人，篩檢率達97.9% ， 疑

似異常個案完成確診率達95.2%，複檢異常處置追蹤完成率達99.5%。

◼ 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111年4月起擴大全國推動，至111年底有65家醫院加入，服務涵蓋

逾9成極低出生體重兒，極低出生體重兒(≤1,500g)收906人(收案率98.2%，符合條件出院923人)；另低

出生體重兒(1,500g-2,500g)收312人(收案率98.7%，符合條件出院316人) 。

◼ 口腔保健（口健司）:

✓ 全面提供國小免費含氟漱口水防齲服務：111年有超過2,600所國小參與，涵蓋率超過95%，超過110

萬名學童受惠。

✓ 學童臼齒窩溝封填補助：111年9月起全面擴大補助6歲至未滿12歲兒童臼齒窩溝封填服務；111年共

計服務約61.3萬人次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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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性健康促進

◼ 建置「青少年好漾館」：於本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中建置「青少年

好漾館」，並提供青少年性健康、預防保健及避孕等衛教文章供各界參閱。

◼ 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服務計畫」：完成製作「青少女經期保健」及

「親子性溝通」衛教素材，另辦理5場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能及教材應用

研習課程，共計271人參與實體課程。

◼ 「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推動計畫」：以台灣健康醫院認證為基礎，已

發展青少年親善機構認證架構，並培訓輔導認證委員，108年完成4家醫院、

1家診所實地試評，截至111年累計完成20家醫院、6家診所之實地認證作業。

◼ 青少年親善醫事人員線上訓練課程：製作青少年親善照護相關知識及技能

之四門數位課程，於108年5月29日置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國民健康e學苑，

供相關醫事人員自我進修，截至111年完成學習總人數計4,8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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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老年健康促進

◼ 慢性疾病防治宣導：

✓ 辦理「預防慢性疾病」及「長者功能評估」線上宣導活動，計約71.2萬觸及人次及

2.1萬人次瀏覽量。

✓ 辦理高血壓防治宣導「相揪量血壓 722GO健康」線上活動，鼓勵18歲以上民眾透過活

動掌握自身血壓數值並提供血壓相關衛教訊息，活動邀集8,000多人參與。

◼ 慢性病防治計畫:

✓ 補助22縣市，於全國推動三高及主要慢性病相關危險因子防治進行宣導，計約191萬

人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約80萬人接受B、C型肝炎篩檢服務；逾54萬人使用本署慢

性風險評估平台完成主要慢性疾病風險評估。

✓ 辦理 362家糖尿病及252家慢性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品質精進及輔導事宜；完成逾

1,100位糖尿病共照網認證人員實習訓練；全面推動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專業人

員認證增加逾2,000人；成立578個糖尿病支持團體，鄉鎮市區涵蓋率達96.7%。

✓ 辦理3場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醫師訓練課程，計262人參與。

✓ 與健保署合作規劃推動「全民健康保險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

中央與地方衛生保健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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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友善支持環境
◼ 「第八屆亞洲健康識能國際研討會」透過實體及線上方式將國內外的學

者匯集同一平台，由國際講師與線上的與會者分享研究成果並探討國際
合作新面向，促進國際外交和國際合作的機會及提升國際曝光度。

◼ 營造高齡友善與健康支持性環境：補助22縣市地方政府共建置174處高齡友
善社區，建立跨局處、跨單位合作機制，運用資源盤點及連結，以及人員充
能，合力推動高齡友善城市及社區。各地方政府將推動成效報名參加「健康
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活動，111年共361件參加，43件獲獎，於
111月12月5日公開頒獎表揚，張顯縣市成果，並樹立相互學習典範。

◼ 賡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框架與策略，邀請國際專家來台，建立健康促進學校
國際網絡及召開國際專家會議，並辦理2場核心人員訓練增能培訓工作坊。

◼ 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共通過888家，含208家醫院、358家衛生所
(佔96%)、243家診所及79家長照機構。

◼ 推動健康醫院計畫：修訂健康醫院認證條文，分為「醫中、區域醫院版」及
「地區醫院版」；並為凝聚醫院加強推動、交流分享及持續精進健康促進服務，
辦理醫院大型串連活動及工作坊，計300人參加；辦理健康醫院選拔競賽，計31
家醫院獲獎。

◼ 倡議全民身體活動，鼓勵利用零星時間運動，辦理「走路趣尋寶，全臺齊步走」
全民身體活動線上競賽，將健走活動結合虛擬路線尋寶任務，設定階段性挑戰
目標與獎勵機制，鼓勵不同族群的民眾走向戶外，參與人次達118,58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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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養與健康飲食促進

◼ 提升民眾飲食均衡及增加身體活動：
✓ 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110學年度國小及國中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各為27.1%及
31.2%。依據「臺灣營養健康調查」成人過重及肥胖率105-108年為47.9%，
106-109年為50.3%；13歲以上規律運動比率從99年的26.1%增加至110年的
33.9%

✓ 運用設計思考發現民眾飲食不均衡及身體活動量不足等問題所在，擬定在地化
推動策略，營造飲食及運動支持環境，建置縣市健康地圖。並參考WHO終止兒
童肥胖策略六大面向，促進健康食物的攝取、促進身體活動、孕期照護、兒童
早期的飲食和身體活動、學齡兒童的健康、營養和身體活動及體重管理等，運
用於學校、家庭、醫院及社區規劃多層次介入策略，提升民眾飲食均衡及增加
身體活動。

◼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立法:草案共六章，二十五條。
草案已函報行政院，待通過院會後提交立法院審議，刻正積極尋求立法委員支持，
並同步研析各委員提案之版本，俾利後續之研商整合。

◼ 修訂我國「每日飲食指南」、「國民飲食指標」、「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
量」、宣導「我的餐盤」均衡飲食：
107年3月公布我國「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圖像，協助民眾落實均衡飲食之健康生
活型態。111年強化全穀及未精製雜糧推廣，發展全榖及未精製雜糧懶人包、食
民曆、食譜影音、專欄、繪本等多元素材，辦理「全榖及未精製教案徵件活動」、
「在地全榖，美味食譜-全穀及未精製雜糧料理比賽」、「線上小小廚師營活
動」、民眾講座等多元活動，並持續經營「食在好健康」FB粉絲團進行多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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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衛生教育與宣導、衛生保健實證資料蒐集與分析

◼ 辦理衛生保健調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

完成111年度衛生保健議題電話訪問與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行為等調查，
並推動辦理兒童死因回溯分析計畫，累計13縣市參與推動，已統整109及
110年回溯分析結果完成分析報告1冊。

◼ 維持出生通報系統穩健運行並持續提升系統效能

完成111年出生通報計14萬1,017案，提供系統使用輔導及諮詢服務1,005
人次，並完成系統ISO 27001國際資安標準認證作業，以及辦理My Data平
台介接，便利民眾申請勞保生育給付。

◼ 辦理健康傳播及友善素材徵選

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及 LINE@官方帳號進行健康傳播，每月平均觸及
達 150 萬人次；透過「健康九九+網站」提供衛生教育宣導資源與健康相
關資訊，收錄各類宣導資訊 3,600 餘件，每月平均瀏覽數逾 50 萬人次。
另辦理健康傳播素材徵選，徵集創意作品794件及評選出94件優秀作品。

◼ 補助「2022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深耕公衛健康創新」

111年10月15日至16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召開，完成22場專題
討論與250篇公共衛生相關論文，與會人數達1,86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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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責機關：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

⚫ 基金分配及運用 (元)：

⚫ 111年1~12月執行成效：

預算數 實際分配數 支用數 執行率

40,411,000 40,411,000 40,071,629 99.16%

項
次

計畫名稱 計畫年度目標 截至12月底辦理情形

1 衛教主軸整體
行銷宣導計畫

◼ 111年度衛教主軸：牙周病預防、
C型肝炎篩檢與防治、預防衰弱-
高齡營養及長者健康促進。

◼ 參與媒體集中採購，針對主軸議
題規劃多元且生活化之媒體宣導

內容與通路，培養民眾正確健康
態度及行為。

◼ 製作牙周病預防、C型肝炎篩檢與防治及預防衰弱主題之宣導
品共25,000份，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於宣導活動時運用。

◼ 牙周病預防：電視廣告1支並進行託播；youtuber合作影片1
式；懶人包、海報各1式。

◼ C型肝炎篩檢與防治：電視廣告1支並進行託播；懶人包、海報、

單張、布條各1式；廣播3種語言各1支；口罩20,000片提供地
方政府衛生局運用。

◼ 預防衰弱：宣導大使影片1支並進行託播；youtuber合作影片
2支；專家學者宣傳影片3支；圖卡1式及yahoo專欄1式。

2 建立衛教主軸
宣導行銷評估
機制

透過111年度「衛生教育主軸宣導
執行成果調查」計畫，採全國電訪

方式（納入手機族群），以了解民
眾對年度衛教主軸之認知度及宣導
辦理成效。

◼ 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進行市內電話及手機調查全國15
歲以上民眾，本次調查共計完成12,477人，其中市內電話樣本

8,729人，手機樣本3,748人。
◼ 調查報告提供各主軸業務單位及地方政府衛生局參考。

3 提升衛教人員
工作知能

辦理2場次工作坊，參加對象為本

部及各縣市衛生局辦理相關業務之
人員；課程內容針對年度衛教主軸
議題進行說明，及安排相關課程與
經驗分享，除促進中央及地方之交
流，並能從中學習精進衛生教育業
務之推動。

◼ 於4月11~12日辦理第1場工作坊，計81位學員參與，由本部說

明111年度衛教主軸重點，以培訓地方種子人員，強化衛生教
育宣導及相關知能。

◼ 於9月27~28日辦理第2場工作坊，計90位學員參與，由本部說
明112年度衛教業務考評指標與進行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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