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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報告內政部業務概況，備感榮幸。

內政部業務廣泛，從居住正義、國土永續、社會

秩序、防救災韌性、民主治理、人權保障等，均

與人民權益及國家建設息息相關。世芳受命接任內

政部長，深感肩負的責任重大，為回應民眾的殷

切期待，當會遵循賴總統「民主和平、創新繁榮、

公義永續」的願景，以及卓院長「誠意溝通、人

民優先」的施政原則全力以赴，在過去歷任內政

部長所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繼續廣納各方意見、

凝聚共識，用心找出新方法、好方法來貼近民眾

的迫切需求，致力建構「韌性臺灣、均衡社會」，

打造一個讓國人生活「安居、安心、安全」的永

續家園。 

以下謹就「安居家園，永續國土」、「加強

打詐，強化治安」、「提升國家韌性，建構安全

環境」、「深化民主治理，精進人權保障」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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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向推動重點，向各位委員先進簡要報告；另

本部今（113）年重要工作推動情形詳細資料，

敬請參閱書面報告。 

壹、安居家園，永續國土 

一、加速 0403震災復原重建 

因應 0403花蓮地震，本部隨即投入救

災、復原重建工作，除了串聯旅宿業者力

量，整合 3,434 間旅宿空房，讓受災民眾

可免費入住外，並提供租金補貼 1,900 戶

計畫戶數，合計可提供超過 5,000 戶居住

照顧。 

另本部依循行政院今年 5 月 2 日通過

「0403震災復原重建方案」，秉持「從優、

從速、從簡」三項原則，全力協助各項災

後復原重建工作，於今年 5 月 6 日主導進

駐花蓮成立「危老重建輔導團及花蓮重建

辦公室」，針對花蓮亟待重建、補強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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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已於當地辦理 5 場重建說明會，協助

重建民眾凝聚共識，並辦理 10場弱層補強

說明會，提高評估為紅、黃單之災損建物

補強經費，每棟補助額度最高可達總補強

經費 85%，並以 1,500 萬元為上限，目前

已核定補助 36棟建物進行弱層補強工程。 

此外，本部重建團隊已分別於今年 5

月 8 日、5 月 15 日實地訪查當地災損情

形，提供受災民眾居住安置、危老重建或

都市更新等專業技術服務，截至 5 月 21

日止，已協助 96位民眾諮詢，以便民、有

效率的方式積極協助受災民眾，安定民眾

居住生活。 

二、居住正義─「社會住宅 3.0」計畫 

為滿足民眾居住需求，本部積極推動

多元居住措施，在 8年 20萬戶社會住宅方

面，已直接興建逾 10萬戶社會住宅，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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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租代管約 7.8 萬有效契約戶，預計今年

底可達 20萬戶社會住宅目標。另持續落實

300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目前已

提供超過 52萬戶租金補貼，總計照顧超過

69萬戶家庭，減輕居住經濟壓力。 

為擴大照顧民眾居住權益，落實賴總

統「百萬租屋家戶」政策，已籌劃在下一

個 8年（114年至 121年）興辦累計 25萬

戶直接興建社會住宅、25萬戶包租代管及

50萬戶租金補貼，採地方生活圈藍圖，均

衡布建生活機能便利的社會住宅，預計在

2 年內達成北臺灣都會區社會住宅全數動

工、4年內完成百萬戶的目標。 

此外，本部也會繼續提升目前社會住

宅公共服務機能，結合「淨零排放」、「健

康臺灣」、「地方創生」等國家重要政策，

導入綠建築、太陽能光電、智慧建築、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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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標章及無障礙空間等設計概念，並融入

社會福利公共設施，以及結合 NGO 提供關

懷服務，在打造高品質住宅空間的同時，

也讓社區鄰里就近共享托老、托育等友

善、共融的照顧服務，讓居住生活環境更

加溫暖、美好。 

三、居住安全─「居住安心韌性臺灣」 

為提升住宅環境品質，本部過去已陸

續完備「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危老條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設置條例」及「都市更新條例」等都

更三法；截至今年 4 月底止，計核定都更

案 1,152 案、危老案 3,599 案，相較過往

106 年 5 月危老條例公布以前，都更危老

案件僅 644案，案量成長幾達 6倍之多。 

為加速打造安全居住環境，本部將持

續進行全國危險建築之盤點規劃、精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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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或重建的政策方向，並提出相關法規修

正或新訂，例如研修危老條例或相關法

規，針對危險老舊建築物提供簡單、快速

的申請及核准流程，進一步優化金融協助

或稅捐減免等鼓勵誘因，且依據實務運作

情形，適度彈性調整獎勵時程，使全民樂

於為了家園安全而參與重建，加速打造安

全居住環境的目標不會停歇。 

此外，本部也將輔導各地方政府組織

成立協助弱勢家庭房舍的修繕志工隊，透

過民間活力與能量的注入，讓每一個需要

改善居住環境的家庭均能獲得實質幫助。 

四、淨零排放─「國家公園淨零排放行動計畫」 

為推展國家公園自然碳匯科學化治

理，推動森林、濕地與海洋型國家公園自

然碳匯盤查，並將生態多樣性的核心價

值，鏈結 SDGS及 ESG的精神，建構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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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的導入機制及模式，擴大企業參與

保育行動及量能。此外，本部與民間企業

合作植樹造林養護專案，規劃於 8 處國家

公園種植、養護 40萬棵樹木，截至今年 5

月已種植超過 2.6 萬株原生喬灌木，積極

落實 ESG精神。 

未來 4 年，我們將推動溫室氣體移除

量倍增，在國家公園內，增加環境多樣性

與植被覆蓋率；在海洋部分，結合民間力

量共同推動珊瑚復育，並以澎湖南方四

島、東沙環礁、墾丁、綠島等地區，作爲

共同合作優先推動區域。 

五、推動建築淨零轉型 

響應全球淨零行動，本部規劃淨零建

築推動路徑藍圖，同時參考國際趨勢，建

構我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自 112 年 7 月

起，分階段由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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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及公辦都更建築全面導入「新建

住宅能效標示 1 級」，以引導民間建築跟

進；截至今年 4 月底止，累計通過建築能

效評估認可計有 34件。此外，將持續與相

關部會、法人及產業團體公私協力共同合

作，朝淨零永續目標邁進。 

貳、加強打詐，強化治安 

一、推動「公私協力、打詐聯防」計畫 

為斷絕詐欺犯罪，本部全力貫徹行政

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

版」，全國警察機關在今年 1月至 4月計破

獲 1 萬 2,028 件，偵破詐欺犯罪集團 691

件、6,358人；165反詐騙諮詢專線計執行

停斷話 626件，成功攔阻被害案件計 5,170

件、金額約 30.5億元。  

為強化阻絕新型態詐欺，提升民眾財

產安全，行政院已於今年 5 月 9 日送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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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議打詐新四法（包括「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草案、「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

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未來本部

將與各相關部會共同努力，落實執行打詐

專法，建立打擊數位經濟、金融、電信詐

騙的合作機制。 

此外，本部也將推動政府與民間聯合

反詐的宣導機制，結合 NGO、宗教組織等

民間團體，並透過民政、宗教、警政單位

及教育體系，強化反詐宣導量能，擴大民

眾對詐騙手法及政府打詐措施之認識，建

構全民識詐免疫力。同時，強化反詐騙專

線 165 通報功能，並提高目前 165 全民防

詐騙專網公布「涉詐高危險業者」名單之

頻率，讓民眾可即時識別詐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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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警力勤務精進，強化治安防治」計畫 

為改善警力勤務，推動盤點及檢討警

察業務與勤務現況，作為警力勤務精進方

案之基礎，並廣納各級警員意見，提出警

察業務與勤務精進方案草案，搭配試辦與

成效檢討的方式來精簡警力勤務，提升打

擊犯罪能量之目標。 

另一方面，針對新興販毒手法、非法

槍械、黑幫組織型態改變，本部持續貫徹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溯

源打擊毒品犯罪，並推動專案掃蕩非法槍

械改造場所，追查零件來源及槍械流向；

責成全國警察機關成立少年警察隊掃黑專

責小隊，深入校園防制未成年加入幫派組

織，全力淨化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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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升國家韌性，建構安全環境 

一、優化防救災資訊整合應用 

為建立以民眾為中心之數位防災資訊

服務，本部已建置「消防防災 e點通」APP，

結合 GPS 定位功能，可自動產出 5 處鄰近

的避難處所，並提供避難路徑規劃與 AR

導航功能，透過個人化的災害示警、防災

準備、避難處所查詢及災害潛勢圖資等功

能，協助民眾災時緊急避難，保障民眾生

命安全。 

為強化緊急防救災資訊傳達功能，本

部推動緊急升級防救災資訊整合應用，擴

充現有「消防防災 e 點通」APP 功能，持

續完善各類災害潛勢圖資，防災避難地圖

之功能，讓民眾能隨時查詢所在位置之相

關政府防災規劃資訊。 

另一方面，為維護救災人員安全，未



12 

來也將整合公共安全疑慮場所之設備與人

員資訊雲端資料庫。同時，介接工務單位

資料，於救災單位預先配置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與物業管理人員名單，期於重大災

害之第一時間，協助搜救單位瞭解可能受

困的民眾與全盤狀況。 

二、守護關鍵基礎設施，確保家園平安 

為確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本部已擴

編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警力，預計於 114 年

前陸續派駐 1,811 名菁英警力防衛油、

水、電、通訊等民生及產業關鍵基礎設施；

並持續補強警備人力與裝備，推動綜合情

境應變常態訓練、跨單位聯合演習，成為

專業化之關鍵基礎設施維安警察，同時，

跨部會完成盤點關鍵基礎設施災害脆弱度

現況，以達保安整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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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推動國家韌性整備 

為因應大規模災害情境，持續辦理韌

性社區標章制度及防災士認證，截至今年

5 月已有 2.6 萬名合格防災士；未來將繼

續與民間團體、學校、機構合作，擴大防

災士訓練，在 1 年內全國突破 5 萬名。同

時，鼓勵企業培訓義消、機構設置自主應

變隊（T-CERT），以建構全社會、全災害之

防護韌性。 

另為厚植防救災量能，本部已調整替

代役基礎訓練課程，培訓現役役男具備自

衛防護、緊急救護及防災避難等能力，於

災害發生時，即可結合在地民防團隊執

勤，協助維持社會民生持續運作。在備役

役男編組召集方面，全力推動緊急救護

（EMT-1）繼續教育、治安維護訓練、防災

救災訓練，並參與民（萬）安演習，以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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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支援後勤、災防及動員輔助人力。 

肆、深化民主治理，精進人權保障 

一、健全民選地方公職制度 

為保障民選地方公職人員權益，本部

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草案，調高直轄

市、縣（市）議員助理補助費總額，保障

助理勞動權益，並調高地方民意代表之為

民服務費；增訂村（里）長在春節期間加

發 1.5 個月事務補助費，由本部編列預算

全額補助地方政府；另原住民議員為民服

務費及原住民族地區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每月再增加 20%，以兼顧原住民轄區

特殊性。本條例修正草案行政院於今年 5

月 2 日函請大院審議，並經貴委員會於 5

月 8 日審查通過，懇請大院各位委員先進

持續給予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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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宗教健全發展 

落實推動「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

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輔導地方政府解決

宗教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截至今年 4 月

底止，計有 533 家宗教團體提出申請，已

囑託更名及限制登記不動產 1,769 筆；此

外，持續辦理「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議」，

深入瞭解各宗教團體實際需求，規劃修法

延長本條例申請權利歸屬審認期限，以保

全宗教團體不動產權。 

三、接軌國際人權 

為促進種族平權，我國於 111 年首度

發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CERD）國家報告，以多元文化為核心，

檢視「原住民族歷史及轉型正義」、「少數

族群語文、文化復振」、「生活適應等基本

人權維護」3大主軸，已在今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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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6日舉辦國際審查會議，並據以提出行

政部門具體行動回應方案，促進我國多元

文化及族群融合。 

另為彰顯我國人權立國的精神，並履

行國際人權義務，本部擬具「禁止酷刑及

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施行法」草案，併同

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經行政院分別於 107

年、109 年函請大院審議，惟因屆期不續

審，已於今年 1月 30日函報行政院審查，

本部將繼續積極推動聯合國「禁止酷刑公

約」國內法化工作。 

 

結語 

感謝大院在本會期通過修正「國籍法」、「姓

名條例」等多項攸關人民權益的法案，本部將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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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落實推動。未來懇請各位委員先進能不吝給予

指導策勵，一起攜手合作打拚，共創美好家園。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 

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