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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部門合作對推動健康城市之重要性

（一）健康城市的理念

1997年WHO健康城市計畫的六項理念，包括：

承諾健康(Commitment to health)

政治決策(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跨部門行動跨部門行動((IntersectoralIntersectoral action)action)

社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創新(Innovation)

健康的公共政策健康的公共政策((Healthy public policy)Healthy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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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而言：

無論是開始期的瞭解城市概況、建立指標..；組織期的計畫執
行策略、評估機制建立..；行動期的倡導策略性計畫、確保公
共政策..等工作。皆須藉由跨部門的合作來達成。

狹義而言：行動期的「活化跨部門行動」步驟

跨部門行動是達成公眾健康必要的新方法，透過這些行動，
公部門及其他外在的組織將可改變其政策及服務，以強化其
對健康的貢獻。

有些部門引用政策，使所有公共空間都能禁煙，改善自助餐
館內食物的營養品質，或使公共建築能為殘障者建置無障礙
且安全的設施。

何謂跨部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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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市政府跨部門合作機制之建立

1. 成立推動委員會
調停部門間的工作關係，當調停者的責任能清楚的定義
時，跨部門的合作將受到支持。

2. 制定計畫
有關健康的策略性計畫，需要跨部門行動。如果能成功
的影響都市計畫使其以健康為導向，它將成為跨部門行
動的基礎。不同部門的主管將從年度計畫之訂定，彼此
協調與執行計畫一起努力。

3. 誘因
金錢是改變跨部門合作的有效方法，可設定城市預算的
一部份做為政策改變的誘因。可在年度預算中建立規
範，允許推動委員建議補助有益健康的計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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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參與
鼓勵社區參與，也可協助跨部門合作，例如地區需求的研
究、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度，可提供給公部門以刺激其
需要改變的自覺，計畫需確保居民參與的結果應能連結跨
部門合作的決策過程。

5. 經驗比較
讓不同部門的資深行政主管與專家有比較經驗，以支持跨
部門間的合作行動。如藉由研討提供機會，學習如何實行
新政策，評估別人經驗是否可用、並學習如何克服問題。

6. 責任機制
責任機制為跨部門合作創造強而有力的政治與管理誘因。
公佈歷年健康指標記錄，以確認需優先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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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 Top-Down

由下而上 Bottom-Up

不論城市或社區層級的健
康營造或促進工作，都需
要不同部門和專業的參
與，這包括公部門內的不
同單位、私部門、非營利
組織、社區等等。

跨局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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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跨部門合作機制之建立

國際組織 - WHO國際組織國際組織 -- WHOWHO

成大成大成大

中央中央中央

市府市府市府

里、社區、NGO里、社區、里、社區、NGONGO

資訊提供資訊提供

經費、資料經費、資料

諮詢、合作諮詢、合作

鼓勵、誘導鼓勵、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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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整個計畫進行過程涉及的議題，包括指標蒐集、改善策略擬
定…等等要項，依照健康、環境、社會等三個主題範疇，由相關
局室組成。

指標監測 健康城市計畫

示範計畫

改善策略

計畫預算都發局

衛生局

…

社會局

Issue

Member

Interactive、Process

跨部門合作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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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部
門

政
府
部
門

專家學者專家學者

里、社區里、社區

非營利組織非營利組織

民意代表民意代表
共識營

記者會

論壇

研討會

合作成員、參與群體合作成員、參與群體合作成員、參與群體

市民市民
工作坊

跨部門合作之途徑

工作小組會議

推動委員會/聯合會議

資
訊
蒐
集
、
議
題
討
論

資
訊
蒐
集
、
議
題
討
論

評
估
評
估

決
策
決
策

實
施
實
施

主要功能主要功能主要功能 合作討論合作討論合作討論



三、跨部門合作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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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台南市登革熱防制小組架構
召集人
市長

副召集人
副市長

追蹤考核組 衛教宣導組 噴藥防治組 孳生源清除組 疫情監視組

執行秘書
衛生局局長

執行秘書
環保局局長

環保署 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中央跨部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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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監視組

衛生局

區公所

衛生所

許市長 主持 登革熱防治工作會報

高雄市各區區長與本市區長交流衛生署 陳副署長再晉蒞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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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生源清除組

區公所

環保局

教育局

都發局

建設局

工務局

社會局

文化觀光局

社區登革熱病媒蚊調查

配合噴藥進行孳生源檢查建築工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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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藥防治組

環保局

衛生局

警察局

區公所

國軍

雇用噴工執行噴藥

國防部支援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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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宣導組

區公所

新聞室

教育局

衛生局

校園防疫小尖兵

衛生局所工作人員訓鍊 市府員工教育訓練

中西區里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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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霧機之操作訓練

噴藥工作行前說明

前導人員實務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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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考核組

計畫室

疾管局

CDC機動防疫隊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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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健康組示範計畫6.營養標示計畫

跨部門合作單位

1.公部門：

教育局、衛生局

2.專家學者：

郭素娥

3.民間團體/社區組織：

台南市營養師公會、餐盒業者、宴席餐
廳、小吃公會、廚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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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訓社區推動健康飲食志工。
2.設立網站提供健康飲食與營養標示諮詢。

調整健康服務
方向

1.結合餐飲業者製作健康套餐食譜。
2.推廣宣導消費者對營養標示的選擇與認知。
3.健康飲食與營養標示觀念的融合。

發展個人技巧

1.結合營養師及廚師等職業團體於社區辦理健康烹調示範教
學。

2.舉辦講座宣導健康飲食觀及閱讀營養標示的重要。
3.推舉營養標示示範餐廳。
4.於宴席餐廳增加健康套餐的選擇。

強化社區行動

1.於店家建立營養標示，方便閱讀。
2.有標示的店家於明顯處懸掛logo。
3.建立營養標示餐廳之飲食資訊。
4.相關網站之連結。

創造支持性環
境

1.市民經常食用的餐飲應有營養標示。
2.落實「三少一高」的健康烹調觀念。
3.餐飲衛生安全評鑑。

建立健康的公
共政策

相關策略或作法
渥太華憲章

五大行動綱領

健康城市指標

H16有營養標示之
餐飲商家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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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協助至各店家實地驗算熱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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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熱量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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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當店熱量標示

熱
量
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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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餐熱量實際標示行動



25

學校營養午餐實際行動標示學校營養午餐實際行動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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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熱量標示觀摩會餐飲熱量標示觀摩會



27



28

分別製作『公務版』及『民眾版』反怠速宣導

貼紙，讓公務車及願意配合者貼上標籤以加強

宣導。

2006年10月16日辦理「反怠速-3分鐘護地球行

動宣言」活動，台南市成為第一個推動廢氣減

量健康城市。

強力宣導文宣 教育市民

民眾版宣導貼紙

公務版宣導貼紙

第一階段-由公家機關做起(2006.10~)

Ⅲ.台南市健康永續綠色城市節能減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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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反怠速校園環保列車啟航反怠速校園環保列車啟航(2007.05~)(2007.05~)

學生是國家未來之棟樑，最需受到保護，為保障學生健康及安

全，校園內應優先列為『怠速管制區』，接送學生之家長為保護

自己的孩子更應優先做起，以身作則。

印製說帖(給家長的環保小叮嚀)，交由家長簽署後回收

於朝會時間宣導反怠速的觀念

配合環保義工於家長接送區宣導，請家長配合停車三分鐘要熄火

第二階段：推動推動反怠速校園環保列車巡迴校園活動。從
公私立學校公車、校車及接送學生家長之汽車優先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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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擬訂臺南市反怠速自治條例草案，2008年1月1
日起全面推動。
自治條例內容包含所有車種，另外針對特殊情況設
定排除條款。
停車未熄火者機車罰鍰：500元。小型車：1000元。
大型車：2000元。
規避或拒絕稽查者處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鍰。

2008
年
全
面
推
動

5月10日召開公務部門反怠
速自治條例協調會

5月16日針對民間代表及專家學

者召開反怠速自治條例公聽會

第三階段-推動反怠速自治條例(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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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合作機制

民政處環保局紙錢集中焚燒

教育處
環保局
本市國中、小學

每週一日蔬食餐

建設管理處
各區公所

環保局
公共工程處

空氣品質淨化區

民政處
行政管理及法務處

環保局
都市發展處
各區公所

綠草如茵專案

交通處市府各局處每週一日不開車

交通處

都發處
環保局
勞工處
公共工程處

自行車道設置及推廣

主辦單位參與局處議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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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參與機制

辦理大型宣導、村里宣導、學校宣導、與企業合作之宣導等，
進行推廣相關政策。

世界地球日、綠
能活動宣導、節
能減碳宣導活動

相關
宣導
活動

提供民眾免費節水墊片，民眾亦可利用比去96年同期減少10％
（含）以上之電費、或減少20％（含）之水費收據者，及持10
顆廢電池，參與抽獎。

1020
節水省電專案

廣邀旅館業者進行環保旅館自主管理，及相關業者進行協商合
作

環保旅館

住商
部門

新闢公車路線、實施優惠搭乘、抽獎活動自行車道建置
大眾運輸系統

交通
部門

1. 95年首次推動的「紙錢集中燒—健康擱環保」
2. 96年推動中元普度「燒的少，燒的好，保佑不減少」
3. 97年更以全國首創『紙錢集中焚化申請網』
4. 98年「紙錢買足百 敬神又環保」

紙錢集中燒

於本市國中、小學進行推廣蔬食餐，可由低碳有機蔬食循序漸
進執行。

每週一日蔬食餐

公務
部門

細項說明推動政策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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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立跨部門作合作的經驗與心得

1. 要有好的組織架構

2. 建立標準作業程序SOP
3. 建立責任機制

4. 溝通協調

5. 教育、宣導、輔導與培訓

6. 局室部門間不應只有競爭要互相合作

7. 邀請專家學者、善用大學資源

8. 鄉鎮市區與民間團體的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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