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婦女福利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營造性別友善城市，強化婦女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本府從

婦女社會參與、勞動與經濟、福利與脫貧、教育媒體與文化、健康與醫療、人

身安全與性別友善環境六大面向關注婦女福利與權益，落實社會福利政策白皮

書推動婦女「安全、安心、安康」三安政策理念。

貳、 推展之願景

1、婦女服務社區化：規劃普及性、可近性及可獲性之服務網絡，達到福利社

區化理念。

2、婦女團體培力：擴增及培力在地婦女團體，提升其能量與創新能力，並增

進團體間連結與合作。

3、建立推動婦女權益促進機制及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落實CEDAW公約與實

踐性別平等之目標。

4、整合各項資源，提供多元服務方案：建構福利網絡，發展公私協力，落實

社會福利精神。

參、需求評估

1、背景

(1) 人口統計：臺中市是女多於男的城市，女性(50.36%)多於男性

(49.64%)，且於年齡層分佈本市以30-34歲女歲最多(佔

13.24%)，其次為35-39歲(12.24%)，故本市女性人口偏多且屬

年輕是為獨特性。

(2) 法源依據：依據我國根本大法，憲法第156條：「國家乃為奠

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

政策」。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

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並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

平等」，顯示政府有義務要實施婦女相關政策。

(3) 家庭結構變遷增加婦女角色壓力：當前離婚、喪偶、非預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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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女性為單親戶長的情形及職業婦女的增加，讓婦女須獨立

面對家庭經濟不穩定、心理調適、子女管教及親子互動等問題，

使得現代婦女在其人生歷程中，面臨許多挑戰與困境。

1、服務對象之需求：不同的人口群會產生不同的服務需求及服務方式，因

著其問題現況提供適切的服務，以達到最佳效益。如對遭逢不幸或

困難婦女優先提供保護措施，其次為就業、經濟等穩定生活之協助、

諮商或法律諮詢等服務，及對於一般婦女提供家庭照顧相關諮詢、

成長講座、各項研習活動等，提供整合式的福利服務，始能有效協

助婦女因應生活中的各項需要。

肆、計畫目標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的婦女服務網絡，如透過各福利中心或據點提供婦女福利

服務、建構單親家庭關懷網絡，增加單親家庭資源，提升家庭功能、關懷新移

民家庭生活，提供支持性服務及藉由經濟扶助措施，保障婦女經濟安全；另安

排成長培力課程與活動等，扶植本市在地婦女團體，提升能量。

一、核心理念：將「性別友善觀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中，照顧

弱勢婦女，提升婦女權益與推動性別平權。

二、服務主軸：



三、策略目標

(一)透過本市6處婦女福利服務中心、4處新移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及2處

單親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本市婦女社區化及便利性福利服務及辦理相關活動

課程，促進婦女成長。

(二) 照顧弱勢家庭，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助服務、房屋津貼等經濟扶

助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權益，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三)藉由本市性別平等會，有效執行各項性別平權工作，致力推展「性別平

等」、「性別主流化」等政策與計畫，並鼓勵各機關加強性別友善觀點融入業

務，達到性別平等目標。

(四) 提升婦女團體參與公共事務與知能，規劃婦女團體領導人培力、社工

員在職訓練及各項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並透過業務聯繫會議建立溝通平台，提

供交流機會。

(五)積極與在地婦女團體合作，盤點其資源與整合服務網絡，並透過方案經

費補助方式扶植與增加團體能量，以齊力為本市婦女提供多元且周延之福利服

務。

伍、經費配置

項目 經費來源        (單位：千元) 合計

中央補助 市庫預算 公彩盈餘 其他

婦女福利服務 0 9,679 17,130 0 26,809

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0 5,795 9,114 0 14,909

新移民家庭福利 5,700 1,400 6,293 0 13,393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9,996 34,000 797 0 54,793

其他 0 20,198 15,275 0 15,477

合計 25,696 61,708 37,977 0 125,381



陸、本案奉核後據以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