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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論壇 
   2015 Child Health Alliance Taiwan Forum 

 

     主題：我國兒童健康與福祉新紀元 

       由醫療、健康、福利至幸福 

   A New Era of Chil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aiwan 
   From Healthcare and Welfare to Well-being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教育部、國家衛生研究院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 

協辦單位：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等有關次專科醫學會及各兒童關

懷及福利團體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0830-1710 

地    點：台大醫院兒童醫院 B1 視聽講堂、第一會議室 

(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捷運台北車站 M8 出口) 

 

時間 題目 主持人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致詞  

0915-0945 我國兒童健康幸福新紀元 蔣丙煌(衛福部部長) 呂鴻基(台灣大學名

譽教授) 

0945-1015 我國少子化之對策與展望 林奏延(衛生福利部政

務次長) 

 

薛承泰(台灣大學社

會學系教授) 

1015-1045 由MDGs談台灣兒童死亡率趨

勢 

李明亮(前衛生署署長) 呂宗學(成功大學公

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1045-1110 茶敘(講堂前廣場)   

1110-1140 台灣兒科醫學會之回顧與展

望 

黃璟隆(台灣兒科醫學

會理事長) 

李秉穎(台灣兒科醫

學會秘書長) 

1140-1210 媒體記者會 

 

  

1210-1300 午餐(供餐卷)  

 

  

(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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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題目 主持人 主講人 

1300-1400 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第一

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 

  

1400-1430 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之回

顧與展望 

黃碧桃(前中華民國兒

童保健協會理事長) 

邱南昌(中華民國兒

童保健協會理事長) 

1430-1500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之

回顧與展望 

林志嘉(靖娟兒童安全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麗如(中華民國兒

童福利聯盟文教基

金會執行長) 

1500-1530 幼兒教育之經驗分享 吳俊仁(高雄醫學大學

教授) 

葉郁菁(嘉義大學幼

兒教育學系主任) 

1530-1700 一般演講 

 

楊文理、李孟智/詹其峰、葉宗林、林佑真、

林曼蕙 

1700-1710 閉幕致詞 

 

 

1730-1830 第一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18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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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兒童的健康幸福新紀元 
由醫療、健康、福利至幸福 

 

A New Era of Chil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aiwan 
From Survival, Healthcare and Welfare to Well-being 

 

 

呂 鴻 基 

台灣兒童健康聯盟總召集人、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兒童 

 

   兒童是父母親的傳家寶，社會的資產，國家的基礎和希望。兒童，非成人的縮

影，骨在長，血在生，意識在形成。凡兒童的事在今天，不能等到明天。今天的兒

童是明天的建設者，兒童的可展性(malleability)及政策影響性

(policy-susceptibility)最高，所以兒童是人生歷程中關鍵時刻(UNICEF 2007)

。世界每一個國家，無不想保護兒童，養育兒童，使兒童健康幸福長大成人，發揮

最大潛力，為家庭、社會及國家做事。 

 

    兒童指未滿18歲之人(United Nations 1989)。未滿18歲之人，因少年及青年

年齡定義至今沒有共識，也可以稱為未成年人(中華人民共和國，2012)。18、21

或25歲之人的稱呼，至今沒有定論，一般稱之青年或年輕人(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youth)。 

 

兒童的健康幸福(Child Well-Being) 

 

    現代小兒科學(pediatrics)，自1779年世界第一家兒童醫院創立於法國巴黎至

今236年，專為醫治兒童疾病，促進成長、發育、茁壯至健康幸福的成人 

(well-being) (Behrman RE et al. 2003)。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立於1948年，鎖

定為促進人類的身體、心理及社會的健康幸福(well-being) (WHO 1948)。

Well-being的中文譯詞，據筆者所查及，健康、福祉、福利、幸福、安適、安寧、

好康及優良等，因語境而異，至今沒有共識。筆者暫譯為健康、福祉、健康福祉或

健康幸福(簡稱康福)。 

 

兒童健康幸福六面向與指標 

 

    兒童健康幸福的面向或稱領域，因為兒童無法獨立需要成人照顧，面向比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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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又廣，包括生活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及運動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2007)認定，兒童健康幸福有六個面向(dimensions)：1.物質康福(material 

well-being)、2.健康與安全康福(health and safety well-being)、3.教育康福

(educational well-being)、4.家庭及環境康福(family and environment 

well-being)、5.行為及危險康福(behaviors and risks well-being)以及6.主觀

康福(subjective well-being)。 

 

    兒童健康幸福的指標(child indicators)很多，美國的KIDS COUNT(2015)及

Child’s Trends(2015)所收集的指標多達128種，重點放在兒童的正面發展

(positive development)和危險的生活、習慣、行為(risks)等。兒童的死亡率是

核心指標，因為死亡率很重要且可以比較。UNICEF、OECD及Ben-Arieh A等(2008)

在研究，如何將兒童指標量化、以便評估與比較，得知改善與提升空間。國際兒童

指標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ld Indicators)成立於2007年，召開國

際兒童指標研討會並發行論文專刊。第五屆研討會剛於今(2015)年9月在南非Cape 

Town召開。 

 

兒童的需求，因時代、國家而異 

 

    人類邁進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全球化，醫學科學突飛猛進。社會多元化，家

庭及社會的環境大改變，兒童的需求也改變。傳染病減少，死亡率下降，過敏及生

活習慣等慢性疾病增加，先天性及遺傳疾病亦成焦點。 

 

    聯合國於2000年通過「千禧年發展目標計畫(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設定的目標為降低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Reducing U5MR by two thirds between 

1990-2015)。計畫的結果剛剛出版：Levels and Trends in Child Mortality (UNICEF 

Report 2015)。發現已發展國家的U5MR，自15‰ 降到6‰，降幅60%；發展途中國家

的U5MR，自100‰降到47‰，降幅54%。U5MR的下降未達設定的三分之二，但降幅都超

過50%相當大。發展途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兒童的死亡率之比數，1990年為6.6倍

(100/15)，2015年為7.8倍(47/6)。 

    兒童的死亡，多半是可以預防的。今(2015)年聯合國啟動「可持續發展目標計

畫(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Goals)」，盼望在2030年，就看不到「可預防的

兒童死亡(preventable child deaths)」。 

 

我國兒童醫療團體的發展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於1960年成立，隨之，血液病、腎臟、小兒外科、感染

症、新生兒科、兒童牙科等醫學會成立，致力於我國兒童醫學之研究與發展。最近

30多年來，遺傳及新陳代謝學、內分泌學、骨科、神經學、過敏氣喘免疫疾風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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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兒科、兒童青少年精神、兒童胸腔及兒童心臟科等各種兒童專科醫學會陸續

成立，至今已成立的兒童醫療專科或次專科學會/委員會共達24團體，如表1。 

 

我國兒童保健、關懷及福利團體的發展 

 

    早在1934年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成立。1954年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成立，

繼而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於1972年成立，隨之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台灣早產

兒等基金會成立。1979年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成立，1987年自閉症基金會成立，

1991年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及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成立，隨之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及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等成立。各種民間的兒童保健、關

懷及福利之基金會/促進會/協會等，到今(2015)年，總共有126個團體，如表2。 

 

我國兒童健康幸福指數，落後於OECD國家 

 

    筆者於 1984年發現我國小兒科醫療的人力，設施及兒童死亡率，落後於日本

、法國及瑞典等先進國家，建議政府設立兒童醫院並提升小兒科醫療水平(呂鴻基 

1991)。2010年，又看到我國婦女總生育率下降，創世界新低，關係國家安危，筆

者於2011年，呼籲社會各界關心兒童人士連署成立台灣兒童健康聯盟，籲請政府重

視兒童權利，增強兒童醫療與安全並落實國家兒童醫院及健康研究所之設立，早日

提升兒童健康幸福水平(呂鴻基 2011)。 

  

    我國於2001年申請加入OECD組織，因中國大陸因素，通過為觀察國。台灣兒童

健康聯盟乃於2012年成立兒童指標研究委員會，根據OECD組織兒童健康幸福指數報

告(UNICEF 2007)，蒐集我國33個兒童指標資料與OECD國家比較分析。發現我國兒

童健康幸福指數，總排名為22 OECD國家中第11名，居中。但有11項指標嚴重落後(

呂鴻基、林秀娟、吳美環 2014)，如下： 

1、兒童(15歲)自述家中藏書不足10本的百分比，第一名(捷克)1.9%，我國27.8%

，21國家中排名第21名(圖1)。 

2、兒童(<1歲)死亡率(2006-2010五年平均)，第一名(冰島)2.0‰，我國4.4‰，24

國家中排名第17名(圖2)。 

3、低出生體重率：出生體重不足2500gm的百分比，第一名(冰島)3.1%，我國7.6%

，24國家中排名第20名(圖3)。 

4、兒童(1-4歲)死亡率(2006-2010五年平均)，第一名(芬蘭)15.30/0
4，我國30.60/0

4

，24國家中排名第24名(圖4)。 

5、兒童(5-9歲)死亡率(2006-2010五年平均)，第一名(冰島)5.60/0
4，我國15.20/0

4

，24國家中排名第24名(圖5)。  

6、兒童(10-14歲)死亡率(2006-2010五年平均)，第一名冰島8.90/0
4，我國14.90/0

4

，24國家中排名第19名(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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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事故、傷害死亡率：每十萬0至19歲兒少人口之事故與傷害死亡人數(2006-2010

五年平均)，第一名(荷蘭)3.70/0
4，我國11.00/0

4，24國家中排名第22名(圖7)。 

8、兒少族群中，生活於單親家庭的百分比，第一名(義大利)7.0%，我國14.2%，22

國家中排名第15名(圖8)。 

9、兒少族群(13、15歲)，自述過重及肥胖的百分比，第一名(波蘭)7.1%，我國25.0%

，16國家中排名第16名(圖9)。 

10、兒少族群(11、13、15歲)自覺健康普通或不好的百分比，第一名(西班牙)9.0%

，我國25.2%，21國家中排名第21名(圖10)。  

11、兒少族群(11、13、15歲)，自覺生活滿意度(Life-satisfaction Scale)高於

中位水準的百分比，第一名荷蘭94.2%，我國82.2%，21國家中排名第19名(圖11)

。 

 

    今(2015)年，成功大學公衛研究所呂宗學教授、梁富文及黃雅莉等完成「

2011-2013年我國與33個OECD國家兒童死亡率之比較研究」，發現我國兒童死亡率

仍然居高，又建議國家應設立兒童死亡覆審委員會(child death review board)

，檢討兒童死因，設法降低兒童的死亡( Fraser J, Sidebotham  P, Frederick J 

et al. 2014：梁富文、黃雅莉、吳美環等 2015)。 

 

我國退出聯合國，有待加強國際接軌 

 

    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的聲援就未曾到我國。在過去44年，國人莊敬自強，繼續不斷地努力，發展兒童的

醫療、保健及福利。我國兒童健康幸福現況的指數，在OECD國家總排名居中，22

國中第11名還可接受，但健康安全面向22國中第22名及主觀幸福感面向21國中第19

名，嚴重落後，令人汗顏，急待檢討研究，設法予以改善。 

    1994年行政院正式核定「國家兒童醫院暨兒童健康研究所設立案」，因國家預

算有限，至今還未能落實。2013年行政院改組時，原內政部「兒童局」及行政院衛

生署「婦幼衛生研究所」編入社會暨家庭署及國民健康署，我國唯一兒童局及婦幼

衛生研究所竟然走入歷史而消失。 

 

    有幸者，2014年3月，立法院王育敏、江啟臣及蕭美琴等24位委員提「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國內法化案」，獲立

法院三讀通過，總統簽署，公布自11月20日(世界兒童人權日)開始實施。2014年衛

生福利部核准台大醫院、馬偕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彰化基督醫院等成立

兒童醫院，又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中心。今(2015)年台灣兒童

健康聯盟與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合併，稱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廣徵我國兒童

醫學、關懷及福利團體以及人士，一齊為國家兒童發聲和效勞，堪稱我國邁進「兒

童健康幸福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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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兒童是父母親的傳家寶，社會的資產，國家的希望。我國的兒童健康福祉健康

安全面向落後於OECD組織國家，三十年有餘。我國的兒童醫療轉診制度及仍缺的兒

童醫學次專科急待落實並發展；家庭幼兒生活習慣及教育有待鼓勵正向的發展；國

家應成立兒童死亡覆審委員會以檢討偏高的兒童死因；政府應設「兒童專責單位」

，以統籌並監督兒童有關政策及績效。今(2015)年台灣兒童健康聯盟與中華民國兒

童保健協會合併，堪稱我國邁進兒童健康幸福新紀元，僅此道賀，並預祝我國早日

進入健康大國行列。 

 

參考資料 

 

Behrman RE, Kliegman RH, Jenson HB. (2001) Dedication in Nelson Textbook 

of Pediatrics, 17th Edition, Philadelphia, Saunders-Elsevier. 

Ben-Arieh A (2008)> The Child Indicators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3-16. 

Fraser J, Sidebotham P, Frederick J et al. (2014). Child death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1.Learning from child death review in the USA, England,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Lancet 384: 894-904.  

UNICEF (2007). Innocenti Research Center, Repot Card 7. Child poverty in 

perspective: 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UNICEF (2013). Innocenti Research Center, Repot Card 11.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overview.  

UNICEF (2015).Levels and Trends in Child Mortality. Report 2015 Estimates 

developed by the UN Interr-agency group for child mortality estimation. 

UNICEF, WHO, World Bank Group,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1989).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2000). Millenium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Goals. 

WHO (1948). Constitution: Definition of Health 

http://www.who.int/about/definition/en/print.html 

呂鴻基 (1991).建議政府籌設國立兒童醫院得經過。中兒醫誌 32©：1-9。 

呂鴻基 (2011).盼望我國少子化衝擊帶來兒童健康大國。中華民國兒童保健雜誌 

17:57-62.。 

呂鴻基、林秀娟、吳美環等 (2014).台灣兒童健康幸福指數：兒童的健康、教育及

福利之綜合評價。中華民國兒童保健雜誌。 

http://www.who.int/about/definition/en/print.html


8 

 

梁富文、黃雅莉、吳美環等 (2015).兒童死亡率：台灣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比較(出版中)。 

 

 

 

 

 

 

 

 

 

 

 

 

 

 

 

 

 

 

 

 

 

 

 

 

 

 

 

 

 

 

 

 

 

 

 

 



9 

 

 

表1、我國兒童醫療之發展 

 

編號 單位 成立時間(西元) 

1 臺灣兒科醫學會 1960
＊
 

2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1972
＊
 

3 台灣腎臟醫學會 1983
＊
 

4 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 1986
＊
 

5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1987
＊
 

6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1991＊ 

7 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 1992＊ 

8 
台灣兒科醫學會兒科醫學遺傳學及新陳代謝學委

員會 

 

1992 

9 台灣兒科醫學會兒科內分泌學委員會 1992 

10 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 1994
＊
 

11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 1996＊ 

12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1996
＊
 

13 中華民國中醫兒科醫學會 1998＊ 

14 台灣小兒消化醫學會 1998＊ 

15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1998
＊
 

16 台灣兒童胸腔醫學會 1998
＊
 

17 台灣兒童心臟學會 1999
＊
 

18 臺灣兒科醫學會兒童重症醫學次專科委員會 1999 

19 臺灣兒科醫學會兒童急診醫學次專科委員會 2000 

20 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 2004＊ 

21 台灣兒童健康管理學會 2006＊ 

22 台灣兒童神經外科醫學會 2008＊ 

23 臺灣兒科醫學會青少年醫學委員會 2008 

24 台灣兒童急診醫學會 2014＊ 

資料來源：內政部醫療衛生團體(學會＊)及兒科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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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國兒童健保、關懷及福利之發展 

 

編號 單位 成立時間 

1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934 

2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1958 

3 台灣省女童軍會 1962 

4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954
◎
 

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 1972
☆
 

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 1972△ 

7 財團法人魏火曜兒科研究基金會 1974△ 

8 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 1979
＊
 

9 中華少年及兒童親職輔導與才能發展協會 1979 

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1982☆ 

11 財團法人純青嬰幼兒營養研究基金會 1985
☆
 

12 財團法人陳炯霖小兒科研究獎助金基金會 1987△ 

1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1988
☆
 

14 財團法人幼兒教育基金會 1989△ 

15 財團法人兒童藝術文教基金會 1989△ 

16 財團法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1990
△
 

1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侯永都新生兒基金會 1990
☆
 

18 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 1991 

19 台灣省公立托兒所教保人員協會 1991 

20 財團法人台灣早產兒基金會 1991☆ 

2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1991△ 

22 中華天使兒童村協會 1992 

23 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 1992△ 

24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993△ 

25 中華青少年發展協會 1994 

26 台灣省童軍會 1994 

27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995◎ 

28 中華民國兒童生長協會 1996 

29 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 1996 

30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1996 

31 中華民國截肢青少年輔健勵進會 1996 

32 財團法人金鴻兒童文教基金會 1996△ 

33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1996△ 

34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 1997 



11 

 

編號 單位 成立時間 

35 財團法人崇善童軍文教基金會 1998
△
 

36 財團法人臺灣省童軍文教基金會 1998
△
 

37 中華民國幼兒保育學會 1998 

38 台灣省兒童少年成長協會 1998 

39 台灣兒童伊比力斯協會 1998
＊
 

40 中華少年及兒童福祉關懷協會 1999 

41 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1999 

42 台灣省兒童氣喘過敏疾病預防暨衛教協會 1999
＊
 

4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1999☆ 

44 中華民國關懷腦瘤兒童協會 2000 

45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2000
☆
 

46 中華天父的孩童關懷協會 2002 

47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2002 

48 中華兒童發展教育公益協進會 2002 

49 台灣兒童氣(棄)喘之友會 2002 

50 台灣歡呼兒協會 2002 

51 財團法人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2002☆ 

52 中華民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 2004 

53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家長支援協會 2004 

54 中華童軍勵進會 2004 

55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2004 

56 台灣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 2004 

57 中華國際青少年成長協會 2005 

58 台灣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協會 2005 

59 台灣宜如健兒童發展協會 2005＊ 

60 中華民國兒童生命失落家庭關懷協會 2006 

61 中華民國長期住院重症兒童關懷協會 2006 

62 中華兒童傳統教育協會 2006 

63 中華智仁勇童軍協會 2006 

64 台灣兒童糖尿病關懷協會 2006 

65 財團法人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2006◎ 

66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兒童慈善教育協會 2007 

67 台灣兒少希望工程協會 2007 

68 台灣兒童及少年高關懷輔導協會 2007 

69 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習協會 2007 

70 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2007 

71 台灣原住民關懷部落學童暨居家照顧慈善協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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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成立時間 

72 高危險群幼兒服務促進會 2007 

73 臺灣兒童潛能發展協會 2007 

74 中華民國多發兒社會福利協會 2007
＊
 

75 中華民國幼兒教保品質促進會 2008 

76 中華民國受虐兒福利協會 2008 

77 台灣至德失依兒童輔助協會 2008 

78 台灣關懷青少年人文成長協會 2008 

79 台灣青少年多元發展協會 2008 

80 台灣關懷青少年人文成長協會 2008 

81 中華民國青荳芽兒童發展及社會服務協會 2009 

82 中華民國長青童軍發展協會 2009 

83 台灣幼兒早期教育協會 2009 

84 中華牧羊人青少年關懷協會 2009 

85 台灣青少年與家庭輔導協會 2009 

86 中華民國幼兒權益促進協會 2010 

87 中華民國基督教關懷特殊兒家庭協會 2010 

88 中華民國聽損兒童家長協會 2010 

89 台灣多重障礙兒童暨家長關懷協會 2010 

90 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2010 

91 台灣兒童青少年發展協進會 2010 

92 台灣遲緩兒天使樂園協會 2010 

93 台灣藍迪育幼院兒少福利協會 2010 

94 台灣全球兒童少年援助會 2011 

95 台灣兒少生涯教育促進會 2011 

96 台灣淨行青少年希望會 2011 

97 中華兒童與家庭促進協會 2011 

98 中華兩岸青少年交流協會 2011 

99 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 2011 

100 台灣秧扶青少年關懷協會 2011 

101 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 2011 

102 台灣淨行青少年希望會 2011 

103 財團法人基督教聖道兒少福利基金會 2011◎ 

104 中華基督教亞太兒童少年領袖培訓發展協會 2012 

105 台灣寶希望樹兒童協會 2012 

106 中華青少年全人發展國際交流協會 2012 

107 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 2013 

108 中華民國新兒婦互助協會 2013 



13 

 

編號 單位 成立時間 

109 台灣國際兒童按摩協會 2013 

110 台灣跑兒城鄉發展策略聯盟協會 2013 

111 臺灣基督教乘風兒少關懷協會 2013 

112 臺灣愛智兒潛能發展協會 2013 

113 中華民國愛家青少年關懷協會 2013 

114 中華民國千手兒少關懷協會 2014 

115 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 2014 

116 台灣陽光天使職能治療兒童發展關懷協會 2014 

117 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 2014 

118 臺灣好漾兒青協會 2014 

119 臺灣兒童權益聯盟 2014 

120 中華兒少愛滋關懷防治協會 2014
＊
 

121 中華幼兒福利協會 2015 

122 中華民國護兒御守團協會 2015 

123 中華陽光兒童福利協會 2015 

124 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2015 

125 台灣孤兒希望使命協會 2015 

126 中華健康促進暨兒童發展專業協會 2015＊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內政部醫療衛生團體* 。衛福部社會家庭

署立案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立案之衛生財團法人☆ 

。教育部立案之教育事務財團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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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圖1、兒童(15歲)自述家中藏書不足10本的百分比， 

第一名(捷克)1.9%，我國27.8%，21國家中排名第21名。 

 

 

 

 

 

 

 

 

 

 

 

 

 

 

 

 

圖2、兒童(<1歲)死亡率 (2006-2010 五年平均)， 

第一名(冰島)2.0‰，我國4.4‰ (2013，3.9‰ )， 

24國家中排名第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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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低出生體重率：出生體重不足2500gm的百分比， 

第一名(冰島)3.1%，我國7.6%(2013，8.6%)， 

24國家中排名第20名。 

 
 

 

 

圖4、兒童(1-4歲)死亡率 (2006-2010五年平均)， 

第一名(芬蘭)15.3
 0
/0

4
，我國30.6

 0
/0

4
(2013，21.

 
0

0
/0

4
)， 

24國家中排名第24名。 

 
 

 

 

圖5、兒童( 5-9歲)死亡率 (2006-2010五年平均)， 

24 / 24 

20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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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冰島)5.6
0
/0

4
，我國15.2

0
/0

4
(2013，13.6

0
/0

4
)， 

24國家中排名第24名。 

 
 

 

 

圖6、兒童( 10-14歲)死亡率 (2006-2010五年平均)， 

第一名(冰島)8.90/0
4，我國14.90/0

4(2013，15.20/0
4)， 

24國家中排名第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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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事故、傷害死亡率：每十萬0至19歲兒少人口之事故與傷害死亡人數 ( 2006-2010

五年平均)，第一名(荷蘭)3.70/0
4，我國11.00/0

4(2013，8.50/0
4)， 24國家中排名第22

名。 

 

 

 

 

 

 

 

 

 

 

 

 

 

 

 

 

 

圖8、兒少族群中，生活於單親家庭的百分比， 

第一名(義大利)7.0%，我國14.2%，22國家中排名第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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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兒少族群(13、15歲)，自述過重及肥胖的百分比， 

第一名(波蘭)7.1%，我國25.0%(2013，29.8%)， 

16國家中排名第16名。  

 

 

 

 

 

 

 

 

 

 

 

 

 

 

 

 

圖10、兒少族群(11、13、15歲)自覺健康普通或不好的百分比， 

第一名(西班牙)9.0%，我國25.2%(2013，25.7%)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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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兒少族群(11、13、15歲)，自覺生活滿意度 (Life-satisfaction Scale)高於中

位水準的百分比，第一名(荷蘭)94.2%，我國82.2%，21國家中排名第19名。 

 

 

 

 

 

 

 

 

19 /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