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人：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徐桂媚

日期：108年6月13日



• 善用性別主流化工具

• 性平文宣共創及共享

• 跨局處及局處所轄的合縱與連橫

• 插旗婦團漣漪擴散

• 案例分享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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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性別主流化工具



力量的來源始於觀念…意識培力



力量的來源始於觀念…意識培力

主管及公務員
性平參訓率94.87%

本府暨所屬機關主管及公務人員
參加性別平等訓練課程2小時以

上比率:94.87%以上。

性平承辦人
性平參訓率96%

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員，參加性別
平等進階實體訓練課程+數位訓練
課程1天以上比率:96%以上。



長官的支持是力量擴大的關鍵



 106年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3次定期會，徐縣長耀昌皆
親自出席會議，107年縣長親自主持1次，鄧副縣長桂
菊主持2次。

 性別平等促進委會四個推動小組分組會議，共計12 
次。

 定期會及推動小組分組會議主管出席率達99%。

長官的支持是力量擴大的關鍵



承辦業務人員雖有性別敏感度，礙於無
權責跨科室或局處業務較難推動。

改變主管觀念增加支持度對於性平點融

入業務很重要！

長官意識培力
與支持

對內-決策、分工、督導。
對外-溝通協調、資源共享/連結。



好的決策要有好的運作機制來推展

主任委員-縣長

相關局處首長

12~13人

專家學者

6-8人

民間團體及民代

5-7人

列席機制

在地婦團代表

副主任委員副縣長



好的決策要有好的運作機制來推展

第一組
權力經濟與福利組
秘書單位：計畫處

第二組
婚姻教育與媒體組
秘書單位：教育處

第三組
人身安全與CEDAW組

秘書單位：社會處

第四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秘書單位：衛生局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21個一級單位機關

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
人事處 主計處行政處

計畫處 社會處

108年
審議通
過成立

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縣長副召集人：副縣長

秘書單位：社會處

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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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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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數字找GAP

完成19 篇性別統計分析資料，141項性別統計指標
資料，並公布於本府性別主流化與婦權專區。



GAP之所在,性平業務之所在



從GAP找出跨局處合作的契機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苗栗縣各項女性統計圖表

女性人數 占全縣女性人口百分比

利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發現性別落差撰寫縮小性別落差方案或計畫



從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方案與政策

現行業務或方案檢視

A.數量是否足夠
B.設施是否方便
C.使用是否安全
D.預算有限-從重點區域
開始



邀請性平專家參與

善用性平委員建議及提案



辦理業務工作坊
用案例與性平專家討論



每個人都是性平業務的推動者



每個你所接觸的人都是性平業務推動的對象



各單位性平宣導

涵蓋率100%

工商處：不動
產開發公會人

員
工商處：綜合
營造業公會人員

社會處：
社福團體 教育處：學

校教師、學
生及家長

民政處：調解
委員調解秘書

勞青處：苗栗
縣轄內30人以
下事業單位

消防局：消防
隊員

衛生局：
衛生單位工
作人員

地政處：地
政人員

計畫處：一
般民眾

衛生局：醫
護人員

水利處：農田水
利會人員

政風處：廉
政志工

社會處：
新住民

農業處：農業產
銷班

民政處：
村里長及
里民

勞青處：育嬰
留職停薪人員

各單位都是性平宣導者



每個活動都有性平的痕跡



自製性別平

等導文宣

桌遊1種

宣導手冊
1種

CEDAW性
平教室

宣導布條

10款

CEDAW趣
味骰子

CEDAW

迷宮

CEDAW拼
圖

微電影

1部

摺頁2種

動畫1部

性平文宣共創共享



豐富多樣的性平文宣



插旗婦團漣漪擴散到民間組織

結合民

間組織

苗栗縣竹南造
橋後龍維安協
會：性別平等教
育暨愛滋病防治

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
基金會：
性別異言堂
之夜

公館鄉婦女
會：性別平等

宣導

社團法人苗
栗縣創栗協
會：性別暴
力防治

財團法人生
命之愛文教
基金會：女
性藝術創作

坪頂社區
發展協
會：性別
平等暨家庭
經營

苗栗縣向揚
推展關懷協
會：促進女性

就業

頭屋鄉婦女
會：性別平
等宣導

苗栗縣婦女
團體：婦女
旗艦計畫補助
辦理性平活動

等



結合企業

大漢之音、城
市廣播網：新
住民福利暨性別
平等宣導

奇峰電台：
自製刊物-性平

通訊

大千醫院：
輔導成立附設
托嬰中心

八大行業、電
子遊戲場等：
性平暨消除對婦女暴
力行為與歧視宣導

四鄉鎮美食遊憩產
業業者：性別平等之
宣導與女性友善職場之

強化

苗栗縣產業總
工會：性別工作
平等宣導

苗栗縣工
業會：職場
平權暨性騷
擾防治研習

苗栗縣工商發
展投資策進
會：創業與經營暨
性別平等觀念宣導

記帳士公會與事務
所、報稅代理人
等：消除對婦女暴力行為

與歧視宣導

為恭紀念醫
院：性別教育

課程

吉元有線電
視:公益託播
微電影

台北富邦銀
行公益慈善
基金會：家
庭照顧者服務
計畫

漣漪擴散到企業



企業辦活動,性平也來到



民間組織是性平業務推動的好幫手



漣漪擴散到公所鄰里社區

結合公所

鄰里社區

大湖鄉公所：
補助社團與婦
團辦理性別平
等宣導活動

公館鄉公所：
與性平專家黃
瑞汝老師有約

本縣各鄉鎮
市公所：村
里民大會暨
基層建設座
談會

大湖國小及
周邊社區居
民：性別平
等社區宣導

國立聯合大學
及周邊社區居
民：校園性別
平等社區宣導

苗栗社區
大學：性
別電影院

苗栗縣立新
港國民中小
學及周邊社
區居民：性
平宣導

苗栗縣各社區
鄰里：哺集乳
室競賽

苗栗市公所：
婚姻家庭教育
課程



鄉親朋友嘛愛性平



強化農漁村婦女、新住民婦女、原住民婦女性別平
等意識能力建構與培力，提升其自主性與發展，以
促進女性公共領域中的可見性與主體性。

由農業處、民政處、社會處、警察局及原民中心
就各自業管範圍共同推動執行。

跨局處合作..
促進女性公共領域中的可見性與主體性



焦點座談會:
透過焦點座談的管道,讓偏鄉、農村、新住民、原住民女性有
發聲,提出工作需求與建議的機會。

參加人數:

苑裡107年7月28日2場次:共計26人（男：1人，女：25人）

大湖107年8月18日2場次:共計16人（男：0人，女：16人）

跨局處合作 農業處、社會處、原民中心



座談會內容總結
1. 現今女性在受到更多專業教育與當代科技知識訓練後，可以創新視野與社區意識來守
護重建農村。

2. 家庭照顧〈小孩或長者〉仍是其困擾工作的因素，多數想要二度就業的女性仍受限於
需照顧小孩、長者，使農村女性二度就業機會低。

3. 農村留守婦女的主要特點：

(1) 農村留守婦女年齡大多在35歲以上，少部分20—35歲的在家婦女因生育、照顧年幼子
女暫時沒有外出。

(2) 農村留守婦女基本上沒有參加過職業技術培訓，也沒有技術特長。

(3) 農村留守原因主要因為本人不想外出和家人的不同意，以及需要在家做家務和參加農
業生產。

4. 農村婦女大多沒有長期從事農務工作，或因為當地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而找不到適合
的工作機會。

5. 農村自主創業婦女的主要特點：

(1)創業成功的婦女大多文化素質比較高、創新意識比較強。

(2)能夠創業的內容，多以小吃、早餐店等為多。





農會協助辦理性別意識培力及宣導活動:
輔導各農會針對產銷班及家政班辦理農民職災保險、
性別意識培力宣導活動。

局處及其所屬
合作 農業處為例

參加人數:

(1)產銷班:12場次，計152人(男96人、女56人)。

(2)家政班:77場次，計3,692人(男1,027人、女2,665人)。

(3)農民職災保險計有17場次1,610人(男960人、女650
人)



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與輔導:
課程內容包含語言學習、就業、衛生、子女教養、地方民俗
風情、基本權益、性別平等、電腦數位等課程。

跨局處合作 民政處、社會處、
教育處、勞青處





新住民職業訓練:
課程包含美容美妝美甲技能班、創意袋包及配件製作班、中餐烹調製
作訓練班、機能服飾設計製作班、客家花布創意班、米麵食料理應用

班及樂活農業經營管理班，並協助新住民創業。

參加人數:

共辦理7班，結訓人數共計175人。

輔導參加創業比賽，分別獲15萬及

10萬元創業資金補助。

跨局處合作 勞青處、社會處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務人員講習會:
增加本縣新住民參與公共事務機會，使其深入了解本國
選舉及開票流程和方式。

透過實際參與選務工作，增進新住民參與公共務之意願。

• 辦理時間：107年08月19日 08:30至12:00

• 辦理地點：苗栗市為公路8號3樓(苗南區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 參加人數：總計40人，女40人(100％)

跨局處合作 民政處、社會處



活動辦理情形

透過講習會讓新住民了解台灣投開票程序、另外也

介紹投開票所選務人員的工作內容，藉模擬開票、

唱名程序，增進新住民對

選務工作的認識，並讓新

住民實際參與選務工作。





理辦「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教育訓練」及人身安全預
防宣導:
課程內容包括對多元文化認知教育課程、婦幼相關法律介紹及家暴處理
程序，文宣及宣導品含新住民多語( 中、英、泰、越、印 )

參加人數:

共辦理5場次教育訓練課程，共計70位專責人員參訓。

結合動活型大宣導，受益4,500人次。

跨局處合作 警察局、社會處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