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大人指標大調查： 
你轉大人了嗎？ 

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 



812國際青年日：青少年與公民參與 

• 每年聯合國及世界各國政府皆會在今日發
表重要的青年政策，或舉辦重要的慶祝活
動。 

• 今年也是聯合國憲章七十週年和世界青年
行動計畫二十週年，故聯合國將今年國際
青年日的主題設定為「青少年的公民參與」 

• 透過舉辦互動式專題論壇及線上推廣活動，
展出在公民、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具啟發性
的青年參與方式。 



• 年輕人面臨包括多變的政治條件、經濟動
盪、社會變革…等許多新的挑戰，沒有人
比年輕人更知道如何回應這些議題的挑戰，
這也是為何要呼籲年輕人必須站出來說話，
並敦促領導人必須傾聽。 

• 面對世界前所未有的改變速度，將年輕人
視為合作夥伴已經被證明是有意義且非常
寶貴的解決方案。 

• 青年運動和學生團體也正 
在挑戰傳統的權力結構， 
以建立一個和國家及社會 
的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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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轉大人？為什麼要調查這個？ 

• 是兒童轉化為一個社會公民身分及自我認
同的重要過程。 

• 不是18歲或20歲生日一到就能立刻「變身」 

• 需要政策及資源投注、培力，需要時間等
待的過程。 

• 整個社會和政策環境，必須隨著青少年及
社會的需求繼續滾動修正與調整。  



調查方式 

• 調查時間：2015年8月1日~8月15日 

• 調查方式：網路問卷、紙本問卷 

• 樣本數：回收有效問卷共3545份 

• 從每個面相八個指標中，挑選三個最
適合做為轉大人判別依據。 

• 調查單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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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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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同意將選舉權年齡 
下修至18歲？(現制為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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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就能透過選票對政策表態 

• 從法令政策面調整下修對於成年年齡的認
定，將是下一任總統和新國會不應迴避的
議題。 

• 《民法》、《公民投票法》、《人民團體
法》、《集會遊行法》等公民權利，應依
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公民政治
經濟文化公約》優先調降至18歲 。 

• 積極於2018年前重新啟動修憲，以保障青
少年的表意及社會參與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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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合理勞動條件，充實就業能力 

• 須具備工作能力、賺取足夠的金錢來
養活自己，其次才能照顧別人、回饋
家庭。 

•  提供需要的職涯教育、就業準備與就
業服務措施，設置青少年就輔員專業
輔導體系。 

•  落實基本勞動條件，加強勞動檢查或
建立安全的申訴機制 。 



外在行為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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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參與及做決定的機會， 
從中學習負責 

• 青少年沒有被視為一個權利的主體，
鮮少有機會從學習做決定中成長、學
習負責 。 

• 教育者應該重視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
養成，家長應重視尊重孩子的意見，
幫助青少年提早預備學習轉大人。 



心態轉變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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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善群己互動關係， 
學習面對多元意見 

• 從「利己」的認知逐漸發展出「利他」
的認知，也就是從「個人」發展出
「公民」的角色認知 。 

• 聯合國鼓勵各國強化青(少)年的社會參
與，以因應世代不公所帶來的社會風
險的挑戰。我國相關政策應正向看待
與加強投資青少年社會參與活動，成
為轉大人的重要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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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很重要， 
學習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 

• 加強教育現場、家庭及社區中情感教
育的落實，正視其性別平權及情感教
育的需求與成熟性格的養成 。 

• 透過健康、不避諱的方式引領青少年
揭開情感的神秘面紗，認識及面對自
己的性取向。 

• 加強男性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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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投票對轉大人投資這麼重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Qv04sp5jY&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