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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_109_年度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 

經本局/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 2 月 26 日第 6 屆第 1 次會議決議通過 

壹、基本資料(人事室) 

 單位(科室) 職稱 姓名 
辦理性別平等

業務之年資 

性別聯絡人 副局長室 副局長 陳仲良 

■2 年以上 

□1-2年 

□1 年以下 

性別聯絡人(代理人) 副局長室 副局長 陳坤皇 

■2 年以上 

□1-2年 

□1 年以下 

性別業務聯絡窗口

（承辦人） 
人事室 約僱人員 王琴媖 

■2 年以上 

□1-2年 

□1 年以下 

貳、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人事室) 

項目 衡量標準 辦理情形 達成 

一、 小組召集人 
是否由主任秘書以

上層級擔任 
召集人：陳仲良 

■是 

□否 

二、 外聘委員 是否聘任外聘委員 外聘委員：陳斐虹、孫旻暐 
■是 

□否 

三、 小組成員性

別比例 

單一性別比是否達

1/3 以上 

男： 8 人、女： 10 人 

特殊情形說明： 

■是 

□否 

四、 定期召開性

別平等專案

小組會議 

每半年至少召開一

次，並做成紀錄 

上半年：109 年 2月 27 日 

下半年：109 年 7月 22 日 

■是 

□否 

五、 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會議

運作情形 

是否於會議中討論

性別主流化六大工

具執行情形或性別

平等相關措施 

提案說明： 

(一) 上半年會議：附件佐證 

(二) 下半年會議：附件佐證 

■是 

□否 

六、 訂定專案小

組作業要點 

請參酌作業要點範

本訂定 
附件佐證。 

■是 

□否 

七、 訂定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

畫 

請參酌本府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訂定 

附件佐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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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涵

蓋六大工具 

六大工具為： 

1. 機制（會議） 

2. 性別意識培力 

3. 性別影響評估 

4. 性別統計 

5. 性別分析 

6. 性別預算 

■皆涵蓋六大工具 

□未涵蓋六大工具，缺： 

            。 

■是 

□否 

參、性別意識培力 

一、 性別聯絡人暨聯絡窗口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情形(人事室) 

 應研習時數 實際研習時數 
完成率 

(實際研習時數/應研習時數) 

性別聯絡人 6 小時 15 250％ 

性別聯絡人 

(代理人) 
6 小時 3 50％ 

性別業務聯絡窗

口（承辦人） 
10 小時 11 100％ 

二、 其他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情形(人事室) 

 應研習時數 總人數 
實際完成 

參訓人數 

完成率 

(實際完成參訓人數/總人

數) 

政務人員 2 小時 1 1 100％ 

中高階主管 2 小時 44 44 100％ 

一般公務人員 2 小時 157 157 100％ 

三、 CEDAW教育訓練涵蓋情形(人事室) 

機關總 

人數 

實際完成 

參訓人數 
應研習時數 

完成率 

(實際完成參訓人數/機關總人數) 

202 202 
3 小時(含實體及數

位課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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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影響評估(綜企科) 

一、 計畫案 

序
號 

計畫案名
稱 

程序參與 
者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通過性
別平等
專案小
組時間 

1 

未滿二歲
兒童托育
公共及準
公共化服
務 

許雅惠 

■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
庫」公、私部門之專家學者；其中公部門專家應
非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人員（人才資料庫網
址: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 現任或曾任各地方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110年 2
月 26日 

二、 自治條例（若無可免填）(秘書室) 

序號 自治條例名稱 
程序參與 

者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通過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時間 

 無  
 

 
 

伍、性別統計(會計室) 

項次 說明 

(一)性別統計指標

公布網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811066/Lpsimplelist。 

(二)性別統計指標

數 

109 年編製置於網站指標數 224 項 。 

說明:1 個欄位視為 1 項指標。 

(三)本年性別統計指標增修說明 

項次 新增/修正 指標項目名稱 
新增指標定義或 

指標修正說明 

1 
■新增 

■修正 
一、 本局自行增減指

標： 

(一) 老人照顧機構：

增加 2項。 

(二) 身心障礙者：增

加 8項、減少 4

項。 

(三) 身心障礙福利服

108 年編置於網站指標數 170 項，

109 年編製置於網站指標數 224 項；

增加 40項減少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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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構：增加

26項。 

(四) 低收入戶：增加

4 項 

(五) 社會福利工作：

增加 4項、減少

2 項。 

二、 配合主計處增修

指標： 

(一) 職員留職停薪概

況：增加 2 項。 

(二) 婦女福利服務：

增加 14項 

陸、性別分析(會計室) 

項次 說明 

(一)性別分析公布網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811066/Lpsimplelist 

(二)今年性別分析總篇數 3 篇性別預算分析 

(三)性別分析提送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時間 
109 年 7月 22 日 

(四)今年新增之性別分析說明 

序號 性別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 公告上網日期 

1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計畫 
長青科 郭元宏 109 年 6月 12 日 

性別分析摘要(200字以內為原則) 

高齡化已成為現在社會趨勢，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作為初級預防照顧服務之一環，

並且運用在地社區志願服務人力，協助長者在熟悉的居住地接受照顧服務，本市

也積極努力推廣據點的深耕廣佈，從 105 年的 260 處據點，截至 108 年 12月底

為 408處據點，成長率為 56%，預計在 109年底將達到 43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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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性別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 公告上網日期 

2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暨加值服務 
兒少科 呂璇 109 年 6月 12 日 

性別分析摘要(200字以內為原則) 

本計畫係針對未滿 6 歲兒童提供之福利措施，雖未以特定性別為受益對象，然藉

由托育費用補助金額加碼及年齡延伸，同時調節機構式及居家式托育服務之收費

標準，提供近便、平價之托育服務，減輕家庭照顧子女之負擔，協助就業家庭將

子女送托並獲得妥善照顧，並減少女性之家庭照顧責任及女性因育兒因素而中斷

就業的情形，延續女性就業職涯，長程目標為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進而去除性

別刻板印象，以達性別平權。 

序號 性別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 公告上網日期 

3 

促進臺中市青少女

身體意象(以臺中

女兒館為例) 

婦平科 游吉靚 109 年 6月 12 日 

性別分析摘要(200字以內為原則) 

臺中女兒館致力培力年輕女性，使女孩們能突破性別限制，有良好的身心發展，

研究指出年輕女性比年輕男性更容易受身體意象所困擾，可能導致負向自我概

念、低自尊、生活適應……等，更嚴重者可能會導致憂鬱症、厭食症、暴食

症……等飲食障礙。 

 

臺中女兒館 106年到 108年間，總共辦理了 98 場次的運動相關課程，服務近

1,000名年輕女性、也透過多元的活動方案，服務近 18,000名年輕女性，未來

女兒館也會持續為女孩的身心健康與發展等福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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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性別預算(會計室) 

一、109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序號 計畫項目 109 年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之影響 

1 臺中市生育暨到宅

坐月子津貼及服務

計畫 

248,514,000 一、 性別目標： 

提供新生兒家長多元化生育支持服

務(請領生育津貼或免費到宅坐月

子服務，二擇一)，並提供中高齡

婦女更多就業機會，提升婦女勞動

參與率，達成多贏局面。 

(一) 以津貼補助，鼓勵及支持青

年家庭生育子女，給予產婦優

質的坐月子服務，透過健康照

顧服務，協助婦女產後休養。 

(二) 提供中高齡婦女、二度就業

婦女從事到宅坐月子服務之工

作能及服務機會(召募及培訓

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 

(三) 辦理宣導活動、主題課程及

專業研習，如坐月子服務人員

專業訓練、新手父母育兒指

導、親職講座等；提供諮詢服

務並加強性別敏感度教育課

程。 

(四) 透過以上服務，可擴增婦女

就業機會(每年約培訓 100名

坐月子服務人員)及宣導家務

分工及親職教養方面的性別觀

念。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透過宣導(如家務分工、生男生女

一樣好…等)以及坐月子服務人員

進入產婦家庭時同時將社福資源帶

入，使民眾體認生產及育兒不只是



7 
 

婦女個人的責任，而應是家庭成員

共同參與。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一) 生育津貼之請領，不限特定

性別。 

(二) 到宅坐月子服務，僅能提供

給產婦(即特定對象為生理女

性)。但因生育子女是整個家

庭共同的責任，故本服務實際

上是產婦及其家人皆受益，預

期受惠對象性別比為

100:100。 

2 臺中女兒館 1,150,000 一、 性別目標 

以「投資女孩，投資未來」之精

神，培力本市年輕女孩以實現夢

想，提供女性相互交流的互動園

地，透過女性分享經驗與培力、發

揮女性影響力，營造性別友善城

市。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1.提供女孩培力及實踐夢想的活動

方案：包含社區宣導活動、性別思

沙龍活動、魔法少女電力營、女孩

圓夢計畫等，帶領年輕女性突破性

別框架，鼓勵適性發展，提升公共

參與。 

2.建構性別友善空間：館內設施不

限年齡及性別，包括展覽空間、會

談室、健身室、電腦資訊室、場地

租借等。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30:100 

3 單親及弱勢家庭短

期租屋津貼 
4,000,000 一、 性別目標 

以保障單親家庭、受家庭暴力侵

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之民眾，在

性別平等觀念落實下，提供弱勢家



8 
 

庭短期性租屋補助，舒緩其沉重經

濟壓力，妥善規畫後續生活。 

二、 執行策略 

依申請人實際租賃住所，向該區承

辦單位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男性特殊境遇

家庭追蹤輔導服務委託方案提出申

請，並經社工員訪視評估及初審，

再送社會局複審及核撥補助經費。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5:100 

4 臺中市家務共好 he 

for she 性別幸福

曲宣導計畫 

700,000 一、 性別目標： 

性別平等議題宣導，增進民眾性別

平等知能。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藉由辦理性平創意影片競賽、巡迴

電影院暨映後座談等宣導活動，邀

請本市民眾共同參與並關注性別平

等議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鼓勵

社會重新省思對性別角色的認知，

尊重多元性別，促進性別平等。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不限特定性別。預期性別比

30:100。 

5 臺中市婦女、新住

民權益與性別平等

宣導委託案 

3,080,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有效推動性別友善政策，提

升本市市民對各項新住民、

婦女權益之認識，並呼應國

際重視性別平等潮流，加強

民眾性別平等觀念，以建立

性別友善的社會環境。 

(二) 透過多元的婦女權益性別友

善宣導活動，吸引民眾關心

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議題，

將婦女權益推動至社區、家

庭到個人，鼓勵社會重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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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對性別角色的認知，促進

在地關懷，使不同性別、族

群間可以互相尊重與接納。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以委託、合辦或自行舉辦等方式結

合社會資源及民間單位共同辦理性

別平等與新住民、婦女福利相關宣

導活動、講座、訓練等，並以走動

式方式將資源帶進社區，以提昇服

務效率及品質。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一) 宣導活動不限特定性別 

(二)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為

48:100。 

6 男性特殊境遇家庭

追蹤輔導服務委託

案 

294,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協助男性特境家庭自立生

活：協助男性特殊境遇家庭

解決經濟壓力、心理困擾及

生活適應等問題，藉由社會

工作專業人力，辦理各項切

合男性特殊境遇家庭需求之

服務方案，提供各項支持服

務，增強親子關係、促進家

庭和諧，協助其自立生活。 

(二)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之服務：

兼顧男性特殊境遇家庭福利

服務提供與福利服務資源連

結、服務品質提升，提供多

元且具連續性之服務，且有

助於促進性別平等。 

(三) 提升機關服務品質：增進政

府為民服務品質，強化與宣

導弱勢者福利、照顧與保護

服務。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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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市全區男性特殊境遇家

庭個案管理服務、福利服務諮

詢等輔導服務、相關之團體活

動方案、家庭親子活動及社區

宣導，使男性特殊境遇家庭能

夠增進感情、建立支持網絡，

提供男性連結資源、走出困

境，並預防社會問題的產生，

落實照顧及服務弱勢家庭之目

標。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620：

100 

7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73,323,000 一、 性別目標： 

為加強照顧特殊境遇家庭之福利，

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

透過經濟補助及實物給付之照顧，

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保障特殊境遇家庭之生活、

經濟、健康、教育與就業，提

供各項經濟照顧與實物給付。  

(二) 協助特殊境遇家庭連結社會

福利資源，預防社會問題的產

生。  

(三) 培力特殊境遇家庭之家長，

協助其自立自強。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男：

女=5.49：100 

8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設置臺中市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點倍增

計畫 

2,235,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協助新住民及其家庭問題解

決：藉由辦理各式支持性服務

方案及提供關懷服務，協助新

住民及其家庭問題解決，進而

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二)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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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新住民家庭服務提供與福

利資源連結、服務品質提升，

提供多元且具連續性之服務，

以促進性別平等推動。 

(三) 新住民服務資源橫向連結：

藉由辦理各式會議及方案，盤

點並連結在地資源，以擴大本

案之效益。 

(四) 提升服務品質：透過辦理據

點巡迴輔導暨團督計畫，增進

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工作人員

服務知能及性別敏感度，並增

進服務品質及強化宣導福利服

務。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透過辦理據點巡迴輔導暨團督計畫

等方式，精進工作人員工作知能及

性別敏感度，並據以規劃性別有善

方案，以切合不同性別之需求，另

透過臉書粉絲專頁、Line@、網站

宣導及各式社區、校園宣導等方

式，鼓勵男性求援及關心本市新住

民議題，以達性別平等。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8:100 

9 臺中市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西大墩、

三十張犁、犁頭

店、綠川、豐原、

海線、東勢) 

9,265,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的服務對

象以弱勢婦女為主，一般婦女

為輔提供婦女福利服務資源，

並進行服務服務資源連結以提

升服務品質，提供本市女性市

民一個服務多元且服務連續性

之婦女福利服務網絡。 

(二) 計畫內容存有預防或消除性

別偏見、縮小性別比例差距或

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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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婦女中心透過社區宣導方

式，將服務帶進社區家庭，並

以家庭為單位參加活動，讓家

庭每一成員瞭解性別平等的重

要性，藉此縮小性別差異。 

(二) 主要依婦女社會參與及經濟

培力需求辦理，其中包含一般

婦女福利宣導及弱勢婦女培

力，分別滿足不同類型個案需

求。訪視輔導費主要針對特殊

境遇家庭婦女個案提供服務，

並進一步將服務輸送到家庭

中，藉此改善婦女生活及提高

社會參與。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2:100 

10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實施計畫 
4,401,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新住民中心以家庭為中心之

社會福利資源服務網絡及全面

性、有效性的新住民之整合性

服務；著重新住民個人、家庭

與生態環境間的互動關係，結

合服務新住民之相關機構資

源，以系統化解決其多重問

題。 

(二) 計畫內容存有預防或消除性

別偏見、縮小性別比例差距或

隔離。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透過拜訪、方案活動的辦理

達到新住民服務宣導的功能，

擴大民眾認識新住民家庭服

務，並提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的角色定位。 

(二) 透過辦理各項方案活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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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習得更多知識與技能，

並拓展人際支持網絡，增進社

會參與，除了能增進生活適應

外，亦提昇自信心與自我掌控

感，提昇新住民效能。 

(三) 提昇社會大眾對於多元文化

價值之認識，改善社會大眾對

新住民之偏見，增加欣賞接納

的態度。新住民中心透過方案

辦理方式，將服務帶進社區家

庭，並以家庭為單位參加活

動，讓家庭每一成員瞭解性別

平等的重要性，藉此縮小性別

差異。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7:100 

11 新住民多元圖書室

營運計畫 
966,000 一、 性別目標： 

(一) 鼓勵不同性別對象參與本計

畫：藉由規劃性別友善方案，

鼓勵不同性別皆能參與新住民

多元圖書室服務方案，以鼓勵

不同性別之對象共同了解多元

文化及關心新住民議題。 

(二)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之服務：

提供與福利資源連結、服務品

質提升，提供多元且具連續性

之服務，以促進性別平等推

動。 

(三) 計畫內容存有預防或消除性

別偏見、縮小性別比例差距或

隔離。 

二、 執行策略及方法： 

委託民間團體提供服務，成立臺中

市新住民多元圖書室，透過多元文

化推廣、整合性方案辦理及咖啡巡

迴車服務，促使新住民及其家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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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區，達到多元文化分享及社會

融合之效，藉此縮小性別差異。 

三、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65:100 

12 弱勢家庭育兒津貼

加碼實施計畫 
235,680,000 一、 弱勢家庭育兒津貼加碼實施計

畫受益對象雖未特別強調性

別，惟一般社會認知多將生

育、養育、教育幼兒責任放置

女性身上，爰照顧育兒為家庭

責任，故津貼受惠對象為整個

家庭，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100:100。 

二、 減輕弱勢家庭育兒照顧負擔，

補助幼兒生活補助費，並得與

幼兒園學費補助及托育費用補

助重複請領，支持弱勢婦女再

就業意願，以穩定家庭的生活

環境。 

13 臺中市未滿六歲兒

童托育準公共化服

務實施計畫平價托

育費用補助暨加值

服務 

219,742,000 藉由提供多元、平價、近便而優質

的托育服務，鼓勵家長送托、安心

外出工作，並創造托育就業市場，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14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

計畫-育有未滿二

歲兒童育兒津貼

(舊制名稱：父母

未就業家庭育兒津

貼實施計畫) 

1,076,534,000 一、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實施計畫有助於減輕兒童照顧

者（未限定父或母）的壓力，

並增強其親職能力，維護其權

益，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

100:100。 

二、 本計畫除提供育兒津貼，讓

家庭獲得經濟層面支持外，亦

同時提供親職教育，讓實際照

顧者更具親職技能與知識，提

升育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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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

育計畫 

26,988,000 一、 性別目標及策略：增設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以減緩家長育

兒負擔。增設親子館提供育兒

指導及諮詢服務，以增進家長

育兒知能，提供家庭支持性服

務。設置綜合福利館，提供婦

女及新住民福利及充權培力課

程。 

二、 預期受惠對象性別比(女:

男)：150:100 

16 補助社福團體等辦

理建立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計畫 

53,204,000 一、 落實活躍老化、在地化的福

利服務，由在地人提供在地

服務，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

式，以貼近居民生活需求，

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

環境。 

二、 透過提供據點支持性補助，

提高據點服務能量，以利據

點規劃符合男性長輩及女性

長輩共同參與之內容，增加

長輩參與意願。 

 

二、108年度及 109 年度性別預算差異比較(會計室) 

序號 計畫項目 
108 年 

預算數 

109 年 

預算數 
增減情形 備註 

金額 
超過 10％ 

差異說明 
 

1 臺中市生

育暨到宅

坐月子津

貼及服務

計畫 

251,000,000 248,514,000 -2,486,000 扣除到宅坐月子

平臺服務人事費 
 

2 臺中女兒

館 

1,011,000 1,150,000 139,000 一、 為培力本市

年輕女孩以

實現夢想辦

理更豐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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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案,因

此增編預算

帶領年輕女

性突破性別

框架，鼓勵

適性發展，

加強公共參

與。 

二、 108 預算數

更正(降

低)，係因

誤植為全案

合約金額。 

3 單親及弱

勢家庭短

期租屋津

貼 

0 4,000,000 4,000,000 108 年未提報性

別預算 
 

捌、性別平等措施(各科室) 

性別平等措施成果 

報告公告網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811066/Lpsimplelist 

性別平等措施成果報

告提送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通過時間 

110 年 2 月 26 日 

性別平等措施成果彙整表 

類別(請勾選) 計畫/方案名稱 
內容簡述(成果報告 

請以附件方式呈現)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一、 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發展

培力服務計畫 

二、 109 年度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社區女子力。幸福好

活力」社區女性領導人培

力研習 

三、 臺中市政府 109年度志願

服務實施計畫 

一、 透過辦理社區研習

課程、社區輔導計

畫等，配合宣導性

平議題，培力社區

組織。 

二、 透過女性幹部研習

課程提供性別平

等、平權的觀念，

建立女性社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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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四、 109 年臺中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委託服務案 

 

相互輔導與支持的

網絡。 

三、 於計畫中提倡各機

關辦理志願服務業

務時，溶入性別平

等議題，落實本市

志願服務多元化目

標，引入更多市民

積極參與志願服

務。 

四、 109 年度發行「溫

馨臺中」年刊，並

以女力世代為主

題，探討女性志工

參與領導的意涵，

凸顯不同場域的性

別實踐。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一、 「綻放性別力 影出好創

意」影片徵選活動 

二、 性平布袋戲-一代女俠西

朵 

三、 婦女權益行動講堂《好朋

友，好正經~談月經與性

別》 

四、 2020女孩性別培力計畫-

孵個女孩誌 

五、 臺中女兒館 2020年性別

思沙龍 

六、 「Women GO!」社區婦女成

長課程 

七、 「跟著希朵玩轉性平跨世

一、 為推廣性別平等，吸

引民眾對性別平等

議題的關注，本案辦

理性別平等創意影

片徵選，廣邀民眾從

生活中找尋性別議

題，拍攝創意影片，

並運用評選得獎 3

部影片，分別為消除

女性刻板印象議題-

「一代女俠西朵」、

女性財產繼承權議

題-「繼承者」、多元

性別議題-「Cl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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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代」社區宣導 

八、 「健康照護~與法共舞」性

別平等宣導教育講座 

九、 希朵放送頭~談心、談

「性」、看「性別」 

十、 個人支持婚姻家庭諮商計畫 

進行網路（活動網

頁、本市性別平等專

區網站、社會局網站

及臉書）及實體（本

市高中、大專院校、

社區活動中心等）宣

導。網站參觀人次計

126,105人次，網路

票選活動共 9,399

人次，YouTube得獎

影片觀看數 2,531

次；實體宣導活動計

877 人參加（其中男

性 350人/ 40％、女

性 518人/59%、多元

性別 9人/1%）。 

二、 本案以傳統文化布

袋戲偶劇結合性別

平等創意行銷，實地

走入社區宣導演出，

藉由生動有趣的布

袋戲劇，吸引民眾關

注瞭解性別平等議

題，鬆動性別刻板印

象。10/29 於長青服

務中心及 11/22 於

大里兒青館辦理 2

場次，實際服務人數

為 131 人（男性 76

人/58%、女性 55 人

/42%）。 

三、 月經象徵著女人的

健康與青春，卻也帶

來許多不便和汙名。

許多文化甚至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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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是骯髒、可恥

的，女性常因此被視

為是「不潔」的。爰

此，設計以月經為主

題的行動講堂，以健

康且正面的態度談

月經，去除過往對於

性別的刻板印象，並

呼應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中「健康、醫療

與照顧」，於 5/28日

辦理 1 場婦女權益

行動講堂《好朋友，

好正經~談月經與性

別》，共 126 人次參

加【男性 26 人(21

％)，女性 100 人 

(79％)】，活動參與

認同度或滿意度達

90%以上。透過專題

演講、經驗分享，讓

女性能自然地談論

月經，而不必遮掩害

羞，知道月經與其他

生理現象一樣自然

平常；也有助於男性

更加了解月經的知

識，調整對於月經的

負面印象，在女性月

經來時能給予適當

的陪伴與關心。 

四、 為鼓勵民眾重視女

孩性別議題，招募年

輕女性共同編製刊

物，109年以女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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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主權為編製重

點，討論不同女孩的

樣貌，打破一般民眾

對女孩的刻板印象，

共計印製 500 份刊

物，另電子書計有

339 次點閱。 

五、 透過辦理工科少女

摘金之路、趙瓊阿嬤

的性別革命等主題

活動、講座，引發民

眾對性別議題之關

注。109年共計辦理

10 場次，服務受益

246 人次(男 59 人

次，女 187 人次)。 

六、 西大墩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關注於社區

婦女的需求，邀請專

業教練設計女性專

屬的運動課程，期待

依此翻轉社區婦女

對運動形象的刻板

印象，鼓勵婦女參與

各類型運動，並透過

課程介紹婦女權益

及性別平等相關知

識，使性別平等觀念

深化於社區中。於

6/12、6/13、6/24、

6/30分別於西屯、大

肚、龍井、沙鹿之社

區內辦理 4 場次，實

際服務人數為 106

人次(其中男性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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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 104 人

/98%)。 

七、 犁頭店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透過辦理講

座方式帶領社區民

眾探討女性成長、保

健紓壓、健康照顧等

議題，關注於女性承

擔的多重角色壓力，

使民眾能夠理解性

別刻板印象對女性

帶 來 的 影 響 。 於

6/14、6/15、7/3、

8/6、9/13、10/13、

10/17、10/24 辦理 8

場次，實際服務人數

為 275 人次(其中男

性 50 人/18%、女性

225 人/82%)。 

八、 綠川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依據社區需求

辦理知識性、成長性

講座，透過講座倡議

中心的服務價值，包

含減輕女性社會壓

力、維護女性權益以

及關懷弱勢婦女等，

加強中心與社區之

間的連結。於 5/13、

6/17、7/7、10/14辦

理 4場次，實際服務

人數為 146 人次(其

中男性 32 人/22%、

女性 114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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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海線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透過不同的形

式及主題探討性別

議題，其一藉由即興

戲劇帶領社區民眾

去體驗不同性別角

色在各個方面的感

受，其二是藉由文化

導覽的方式帶領社

區民眾認識史前人

類文化，進而探討古

代人的性別意識，藉

由不同的方式去探

討性別議題，提升社

區民眾的性別平等

觀念。於 3/25、4/11

辦理 2場次，實際服

務人數為 54 人次

(其中男性 20 人次

/37%、女性 34 人次

/63%)。 

十、 屯區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透過個別或

聯合會談的方式，除

了強化家庭成員相

互溝通的能力，改善

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外，也強化新住民母

/父職的能力，提升

家庭性別平等的觀

念。全年服務 7 場

次，實際服務 45 人

次(其中男性 19 人

次、女性 26 人次)。 

 



23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一、 跨局處推動「2020台灣燈

會性別友善環境評核」 

二、 擬訂「臺中市性別友善廁

所設置獎勵計畫(草案)」 

一、 「臺中市政府 2020

台灣燈會性別友善

環境評核指標」之訂

定計有 17 局處共同

參與，建立跨局處合

作模式，並由性平委

員組成評核團，邀請

身障委員一起進行

實地檢視，另配合燈

會特性，於夜間進行

實地檢核;整體「性

別友善設施」滿意度

調查結果：主展區滿

意度 97.4%、副展區

滿意度 96.9%。 

二、 為推動跨局處性別

政策，爰推動性別友

善如廁環境、保障多

元性別如廁權益，解

決陪同幼兒或長者

前往異性廁所時之

困難，特擬訂本計

畫，鼓勵本府各一級

機關(含所屬二級機

關)及區公所建置性

別友善廁所。本計畫

歷經本市性別平等

委員會第 5屆第 4次

第七組「環境、能源

與科技」分工小組會

議討論、會前協商會

議以及定期會議決

議辦理，110 年度簽

請市長核允施行。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一、 「女子經濟即戰力」就業

支持服務方案 

二、 臺新共好-山線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社區支持方案 

一、 犁頭店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依據 105年

臺中市婦女生活狀

況調查之建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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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三、 109 年培新．培力新住民

創業培力計畫 

四、 女力、賦權-提升經濟力

創意市集-「女子」市集 

五、 婦女權益行動講堂 

六、 臺中市男性特殊境遇家庭

追蹤輔導服務委託案 

強宣導與協助婦女

就業服務」規劃就

業支持服務方案，

期待「以支持為起

點，以培力為核

心」，推動以婦女為

主體的女力經濟模

式，建立創新工作

模式，協助因照顧

年幼子女不便外出

就業或有意願二度

就業婦女透過友善

的培力互助團體，

培養成員學習手作

技能，發展自助團

體及品牌，並透過

相關主題課程提升

成員創業力。中心

於 5/27、6/3(上、

下午場)、6/10、

6/17、7/9 辦理 6

場次手作團體，並

於 6/19、6/30辦理

2 場次就創業分享

會，實際服務人數

為 125人次(參與成

員均為女性)。 

二、 台灣新住民主要透

過婚姻管道入籍台

灣，其中又以女性

為大宗。山線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辦

理社區支持方案，

推動新住民與當地

社區居民進行互

動，讓新住民能了

解台灣文化外，也

讓社區居民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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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減少對於出

生地或是性別的刻

板印象，建立良好

的關係。去年辦理

2 場次，服務人次

60 人。 

三、 臺中新住民設籍人

口有 9成為女性，

臺中市市區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透過

銷售課程及實習擺

攤，培訓女性新住

民創業知能，改善

台灣社會傳統「男

主外，女主內」的

性別刻板印象。同

時擴展女性新住民

的社交範圍，提升

歸屬感及自我認同

感。課程於 8/1、

8/15、8/29、

9/12、9/19 共辦理

5 場次，55 人次；

實習擺攤於 10/10-

11/22每隔周六日

共辦理 8場次，計

16 人次。 

四、 為提升本市婦女的

經濟力，自 108年

起辦理女子市集，

發現參與的婦團對

於有機會將手工製

成或團體成員提供

的特色產品展售與

分享，109 年藉前

年辦理情形發現婦

女們普遍缺乏銷售

與市集規劃相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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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構，爰增加相

關概念之培力課

程，透過專業講師

授課，讓婦女們有

更多與專業對話與

學習的機會，更藉

以植基行銷知能，

參與婦團數:23

個，參與 196 人次

（女性 148 人次，

男性 48人次。本案

呼應 CEDAW 第 11 條

「消除在就業方面

對婦女的歧視，以

保證她們在男女平

等的基礎上享有相

同權利」，為抗衡婦

女們因結婚、生育

或照顧孩子被迫離

開職場，或是在職

場上遭受歧視，爰

本案係值得被政府

及民眾支持，並延

續辦理之活動。近

80%參與成員對於實

地參訪外縣市市

集，感到獲益良

多，期待未來持續

有這樣的機會；約

60%參與成員表課程

培訓使其增長行銷

專業知能、更加了

解操辦與經營市集

的基礎要點及訣

竅。另，兩年度的

女子市集係結合道

禾六藝共好市集、

家樂福大型零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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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跨界合作辦理，

以小農、文創、地

區特色產品與新住

民文化手工藝品為

主，由本市各婦女

團體參與承辦，行

銷其組織內成員的

作品與商品，藉以

培植與輔導本市婦

團，透過「市集」

開創產、銷管道，

激發創意，促進多

元交流與學習達到

共好、共融。 

五、 邀請本市性平委員

針對偏鄉婦女，規

劃家庭性別分工、

性別與教養等宣導

內容，並探討婦女

福利服務措施、企

業友善環境、如何

兼顧工作與夢想。

於 3/8於大甲婦女

福利服務中心、

3/20於石岡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5/28

於臺中市圖書館-精

武圖書館，計辦理

三場婦女權益行動

講堂，共 367 人次

參加(男性 60 人、

16％，女性 307

人、84％)，透過分

享及與談，讓婦女

了解自己有逐夢的

優勢、喚醒人生目

標；並藉由家務分

工、性別與教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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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內容翻轉性別

刻板印象，呼應

「人口、婚姻與家

庭」-破除性別歧

視，促進婚姻制度

中的性別平權。活

動參與認同度或滿

意度達 90%以上，

參與民眾認為課程

內容有助於提升自

己對於性別平等的

概念，並能夠將課

程中習得的知識融

入於生活之中，女

性在課程中能夠覺

察自身的能力並追

尋生活目標，思考

如何兼顧母職與夢

想。 

六、 為針對不同性別之

困境與需求提供適

切性之服務，由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台灣陽光婦女協

會辦理本方案，當

男性遭遇困境及家

庭發生重大變故依

據因性別不同而產

生之需求、應對方

式及家庭關係轉變

等皆有其獨特性而

提供一般諮詢、個

案管理、成長或社

區方案、社區宣

導、關心單親家長

服務及協助男性單

家庭申請租屋補助

等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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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諮詢為 639人

次（男性 329 人

次，52%、女性 310

人次，48%）。 

(二) 個案管理共計 71

案。 

(三) 男性單親關懷 355

人次。 

(四) 單親租屋 8 案、親

子活動辦理 2 場次

（10/17-18）參與

人次為 51 人。 

(五) 男性支持團體辦理

6 場次（8/30、

9/13、9/27），參

與人次為 60 人。 

(六) 社區宣導辦理 6場

次（1/8、2/23、

3/22、9/20、

10/31、11/7），參

與人次共計達

1,286人。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一、 「綻放性別力 影出好創

意」系列活動-巡迴電影

院暨映後座談 

二、 「性平大會考~數位教

材」觀影會 

一、 本案運用徵選 3部

性別平等創意影

片，邀請性平委員

擔任講師至清水高

中、中山醫學大

學、台灣體育大

學、臺中社會創新

實驗基地、石岡和

盛社區，辦理 6場

次巡迴電影暨映後

座談，宣導對象多

元，青少年、社區

民眾及高齡者等；

計 548人參與(男性

231 人、42％，女

性 312人、5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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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他 5 人、1%)。 

二、 透過觀影會播放每

集約 6分鐘的性別

平等數位教材，以

視覺性及印象化的

方式，呈現日常生

活中的性平議題，

藉由家務分工、性

別與教養等影片內

容翻轉性別刻板印

象，呼應「人口、

婚姻與家庭」-破除

性別歧視，促進婚

姻制度中的性別平

權。10/30 於霧峰

區-議蘆會館、

11/13於豐原區-憬

初尋咖啡屋、11/15

於北區-不老夢想

等，辦理 3 場「性

平大會考~數位教

材」觀影會，計

105 人次參加(男性

22 人、21％，女性

83 人、79％)。觀

影後由性平專業講

師引導與討論性別

主流化、家務分

工、多元性別、性

別友善環境等議

題，提升民眾的性

平知能，以培養性

別平等觀念，呼應

「教育、文化與媒

體」-尊重差異、鼓

勵多元等概念，思

索如何消除對於性

別的固有印象與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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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並反思如何調

整目前的生活型

態，追尋自己的人

生目標。 

□結合本機關業務辦

理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偏見的宣導或政策

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所推動之政策措施。 

□訂定跨機關合作之

性別平等政策、計

畫。 

□結合企業推動女性

就創業措施或其他性

別平等政策措施。 

□依轄內社經發展狀

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

求，或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請參照行

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

重要議題)，主動規

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推動性別電影院、

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

成果。 

■結合本機關業務研

發自製 CEDAW 教材，

並公布於官網供參考

運用。 

一、 臺中市政府性別種子師資

暨 CEDAW教育訓練計畫 

二、 數位性平大會考(教材) 

一、 本局於 109 年辦理

CEDAW自製教材撰

寫教育訓練，邀請

暨南大學許雅惠教

授，輔導本府各一

級機關結合機關業

務撰寫 CEDAW 自製

教材，共 27 個機關

參訓。課程辦理分

兩階段，基礎課程

（11/18）及進階課

程(12/16、

12/22），由學員攜

帶教材初稿參加基

礎課程，並於課後

3 周內依講師修正

意見完成 CEDAW自

製教材修正，再攜

帶修正後教材參與

進階課程，最後依

講師修正建議完成

教材定稿；基礎課

程總計參與 39 人

次、進階課程總計

參與 44人次。 

二、 因應疫情於 109年

起於台中市性別平

等專區提供民眾閱

覽。 

(一) 內容：數位性平大

會考共 15 集，每

集約 6分鐘，以視

覺性及印象化的方

式，呈現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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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性平議題，包

含多元性別、同婚

合法化、國家與配

偶承擔育兒責任、

性別友善環境、

CEDAW與直接歧視

或間接歧視、暫行

特別措施等。以促

進不同性別、年

齡、族群間的尊重

與接納，並以簡單

清楚的短片讓民眾

了解 CEDAW 公約；

期望民眾重新審視

自己對於性別所存

在的刻板印象。 

(二) 成效評估： 

1. 量化評估：觸及人

次共計 8,239 人

次。 

2. 質化評估：民眾藉

由網路，即能在線

上學習性平知識，

透過 6分鐘的數位

性平教材，清楚的

將性平各個主題分

集說明，並以具體

有趣的方式呈現，

讓民眾對於性別平

等內容有更進一步

的了解。教材亦運

用於性別意識培力

課程、團體討論性

別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