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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祝孕金鏟子超夯 發送500支秒殺 

金鏟子諧音「緊產子」，民間相傳有助孕的效果。新北市政府從民國101年起

製作金鏟子，並經「祝孕祈福法會」註生娘娘加持後，送給參加聯合婚禮及

久婚不孕的民眾，希望能帶來好孕兆。市府民政局於今年2月10日上午在新北

市政府再次發送「傳奇祝孕金鏟子」，早上九點不到，現場擠滿排隊人潮，

活動也特別邀請3對領取金鏟子如願生子的夫妻「回娘家」現身說法，活動現

場發送500支金鏟子瞬間秒殺。 

 

2018新北市旺來福來祈福燈會 

3月1日到3月18日，於三重區大台北都會公園舉辦

(晚上6時至10時點燈，藉由新春生肖狗年祈求新北

市民福來財旺，冀望在開春新年頭，點亮新北市民

新春好彩頭。 

焦點新聞 



洽公小確幸 

新北戶政打造「好事咖啡」專區，週一至週

五上午10:00至12:00，及下午1:30至3:30免費

提供洽公民眾香醇咖啡，濃濃咖啡香讓洽公

民眾笑說「好幸福」。蘆洲戶所於梯廳規劃

大空間吧檯、高腳桌椅一應俱全，讓人彷彿

置身咖啡館，咖啡區貼心設置叫號顯示器，

讓民眾不必擔心過號。 

金門赴新北戶政交流 體驗文青咖啡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議會在1月中旬組團參

訪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所屬戶政事務所，觀

摩為民服務措施，包括：「結婚拍照專區」

及「好事咖啡」。參訪人員對於新北戶政跳

脫公務機關思維，改革創新服務，印象深刻。 

寒冬限定！ 
新北戶政全面提供暖暖薑茶 

冷氣團及寒流來襲，新北戶所就會立即啟動

寒冬限定暖暖薑茶，民眾一踏進戶所，每人

就會發送一杯熱呼呼的薑茶，暖手又暖心，

要給市民最有溫度的戶政服務。 

戶政創新便民服務 



新北首創最安心  防盜雙保險 

新北市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開辦印鑑跨區申辦，首創人臉辨識系統，對於防

杜偽冒領案件發生具有良好之成效，確實保障市民的財產安全。設籍新北市

民可就近至本市任一戶所及其所屬辦事處、區所、工作站，辦理印鑑登記、

變更、廢止及申請印鑑證明，不用再回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免受往返奔

波之勞。 

新北市政府為鼓勵本市市民生育

意願，提升生育率，減緩少子化

現象，並減輕家庭養育子女經濟

負擔，每一胎新生兒發放生育獎

勵金新臺幣2萬元整。 

幸「孕」新北 感謝有您 

★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60日內在本市戶政事務所辦妥出生登記後， 

    於出生之次日起1年內申辦，逾期視為放棄。 

（詳細內容可上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頁查詢https://www.ca.ntpc.gov.tw） 

戶政心服務 

https://www.ca.ntpc.gov.tw/
https://www.ca.ntpc.gov.tw/


戶政行動化  服務到家 

新北市各戶政事務所為強化為民服務，

節省民眾往返奔波的時間，運用行動載

具，快速查證民眾資料，並對於行動不

便無法親至戶所申辦戶政業務者，提供

到府（院）服務，立即完成戶籍登記之

「戶政行動化服務」，提升服務品質及

民眾滿意度。 

服務對象： 

一、專案服務：提供定點服務，如到校受理戶籍謄本、到校受理初領身分證等。 

二、到府（院）服務：居住本市轄區，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年邁行動不便者。 

（二）身心障礙行動不便者。 

（三）重大傷病住院或在家療養不便外出者。 

（四）其他經戶所核准辦理者。 

戶政行動到你家 

鷺江國中身分證初領 

徐匯中學團辦戶籍謄本 到家服務 到院服務 



未達民法法定結婚年齡之未成年人申請結婚登記 

個案敘述 未達法定結婚年齡之丁先生(民國89年11月出生，以下簡稱丁男)與

許小姐(民國88年1月出生，以下簡稱許女)申請結婚登記及詢問如

何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 

處理方式         

依民法第980條規定：「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者，不得結婚。」同法第981條規定：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因丁男未達民法規定之法定結婚年齡，應

俟其滿法定結婚年齡並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再辦理結婚登記。 

新生兒出生登記(非婚生子女)部分，生母許女為未成年且未結婚，雖不具民法上之行為能力，

然依民法第1065條第2項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

許女可單獨辦理出生登記，毋庸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行政程序。 

認領，乃生父承認非婚生子女為自己親生子女，只須認領人確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即可，

認領為生父之單獨行為，須由生父本人為之，他人不得代理。丁男欲辦理認領登記，無

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惟按民法第1086條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

人。」關於新生兒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事宜，仍應由丁男與許女偕同雙方

之法定代理人共同辦理。 

案例分享 

戶政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