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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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共服務1,926案次，補助金額達113萬餘元。

 110年參與母嬰親善認證醫療院所數163家，涵蓋73.4%的出生嬰兒。109年全國產後6個月

以下純母乳哺育率為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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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計補助約 3 萬 4,954案，

發現約1,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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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4月16日公告施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工生殖補助」，截至110年6月止，共計

96案提出申請，其中64案已完成核銷作業，18案成功受孕。並自110年7月1日起擴大實施

「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已有20,945

對不孕夫妻申請補助，經資格審查通過；另通過補助費用審查9,87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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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6月核銷檔及7-12月申報檔推估，110年度約服務24萬5,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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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6月核銷檔及7-12月申報檔推估，110年度約服務13萬9,38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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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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推估利用約87萬6,111人次。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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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截

至12月底完成評估服務計1萬8,268人。

 補助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110年共補助15萬7,143人，篩檢率99.5%，發現異常約3,566案。

 矯正出生性別比失衡：由99年的1.090改善(下降)為109年的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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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計篩檢41萬7,490人，篩檢率達 100%，疑

似異常個案完成確診率達99.09 %。(預計3月中旬更新)

 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試辦計畫: 110年共邀請5家網絡醫院及4家轉介合作醫院試辦，截至12

月底極低出生體重兒(≤1,500g)收165人(收案率95.9%，符合條件出院172人)；另低出生體重兒(1,500g-

2,500g)收20人(收案率100%)，居家訪視共94次、視訊訪視共59次、電話訪視共392次。

 口腔保健（心口司）:

 全面提供國小免費含氟漱口水防齲服務：110年22個縣市共計2,688所國小、約117萬名學童受惠。

 學童臼齒窩溝封填補助：103年9月起全面擴大補助103年入學國小一年級學童臼齒窩溝封填服務；

110年共計服務約45.6萬人次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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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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設「青少

年好漾館」，提供青少年性健康、預防保健及避孕等衛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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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完成7家醫院、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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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完成學習總人數計3,992人。

中央與地方衛生保健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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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老年健康促進

 慢性疾病防治宣導：

 辦理預防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防治之線上活動共4場，逾7萬人參與萬人參
與，另於電視、新媒體及廣播託播宣導素材，觸及至少4,950萬人次。

 配合世界高血壓日與民間團體合作舉辦記者會及『溫韾五月情邀請家中長
輩一起量血壓』線上活動，提供血壓相關衛教訊息外，活動觸及逾6萬
1,900人次，另透過各縣市結合社區資源設立約3,300餘家血壓測量站。

 慢性病防治計畫:

 辦理 300家糖尿病及227家慢性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品質精進及輔導事宜；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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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專業人員認證逾1.3萬人；成立575個糖尿病支持團體，鄉鎮市區
涵蓋率達98.1%。

 推動原鄉三高防治及管理計12縣市政府衛生局(含30個原住民鄉)參與，追
蹤三高個案收案數逾5,600人。

 辦理校園主要慢性病防治及推廣計畫，計15縣市50所國中(小)學參與，並
進行學童1,243人之慢性病照護與監測後，其健康狀態提升，且於校急性
發作次數、請病假之天數都有明顯下降。

 辦理 4場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醫師課程訓練，計354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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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健康識能高峰會」全球超過50個國家，逾500位公共衛生領域專家與

會，凝聚健康識能共識；出版「衛生所健康識能推動工作指引」，辦理線上
遠距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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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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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共359件參加，有43件獲獎，於
110月11月26日公開頒獎表揚，張顯縣市成果，並樹立相互學習典範。

 賡續推動第3代健康促進學校框架與策略，邀請國際專家來台，辦理封閉式
工作坊1場，成立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網絡及召開國際專家視訊會議3場。

 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共通過646家，含208家醫院、358家衛生所
(佔96%)、1家診所及79家長照機構。

 推動健康醫院計畫：推動健康醫院計畫：研擬認證條文之優化及簡化方向，以
發展區域/醫中版本及地區醫院版本之認證標準；發展健康醫院2.0推動指引及
範例；辦理1場健康醫院相關之國際會議事務工作坊，並參與第28屆健康促進醫
院國際研討會；為鼓勵醫院呼應氣候行動，發展相關實務指引。

 辦理「動動生活 健康久久」居家運動圖文徵選，共677人次參與，以及「活力
Sport Time-揪家人Chill運動」短片徵選，共151隊參與，鼓勵民眾運用零星時
間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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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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109學年度國小及國中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各為25.4%

及29.9%；另依據「臺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成人過重及肥胖率從成人從
94-97年的43.4%微增加至105-108年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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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肥胖六大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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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我的餐盤」圖像及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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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發展於場域及農政推動均衡飲食模式，辦理「海鮮食譜募集活
動」、「我的餐盤Ｘ食民曆－集點活動及網頁遊戲」、「全穀星攻略」及「募集
達⼈在地全穀私房料理」、「全穀揪是讚！slogan募集」等網路活動，持續經營
「食在好健康」FB粉絲團及製作多元素材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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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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出生通報系統穩健運行及因應需求提升系統效能

110年完成通報16萬733案，針對系統使用提供輔導及諮詢服務共816人次；強
制填報產婦生產及孕程欄位，完整蒐集分析新生兒與產婦間之健康相關因子及
風險；停止填報「健保加保依附」及「製作無照片健保卡」通報項目，減輕通
報作業與管理負擔；完成My Data平台介接，便利民眾申請勞保生育給付。

 補助及參與「2021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大疫情時代下全球公共衛生的衝擊與
挑戰」學術研討會

採「線上研討會」及「實體開幕式及專題演講」方式辦理，於110年9月27至10

月3日舉行七天研討會，共發表192篇公共衛生相關論文，計有超過7,000人次

透過視訊會議或觀看直播等同步或非同步方式，參與線上研討活動。

 參與「2021年全球數位健康論壇」(Global Digital Health Forum 2021)

藉由參與本項國際會議之交流與研討，瞭解並蒐集數位科技在提高衛生服務與
結果品質的實際作法與以進一步檢視數位科技應用在我國非傳染性疾病之健康
監測及健康服務評價之可行性及了解國際趨勢與發展，並做為我國健康監測與
健康服務評價之資料治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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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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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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83,039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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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衛教主軸：新興傳染病
防治及疫情心理健康、孕產婦心
理健康、C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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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相關影片2則、專文合作3篇、防疫專欄6則，
提供民眾正確防疫資訊。

 製作C型肝炎篩檢CF 1則、早安健康影音1則、社群圖卡5張、
廣播帶1式，相關影音素材藉由電視及廣播託播，並製作海報、
布條供衛生局運用，提升民眾對於C型肝炎之認知。

 製作孕產婦心理健康CF 2則、專家PODCAST合作3式、圖卡2
式、網路互動問答1式，提升孕產婦及周邊親友對孕產婦心理
健康之知能。

 製作疫情心理健康CF 1則、懶人包1則及插畫家合作3篇、海報
2式，期民眾及護理人員能適時尋求1925協助。

2 建立衛教主軸
宣導行銷評估
機制

透過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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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唯手機族群)，以了解民
眾對年度衛教主軸之認知度及宣導
辦理成效。

於10月完成全國15歲以上市話(8,742份)及手機(3,744份)電話民
調，共計12,486份，調查報告業已提供各主軸權管單位及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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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26日舉辦第1場次工作坊，共190人次參加，由本部
說明衛教主軸重點，培訓地方種子人員，強化衛生教育宣導。

 第2場次工作坊因考量本土疫情嚴峻，於10月12日改以視訊方
式辦理，共97人參加，由本部說明111年度衛教考評指標，並
培訓衛教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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