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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113年度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臺南市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6屆第4次112年12月18日通過 

壹、源起與政策願景 

依據本局104年度「臺南市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及110年度「臺南市中高齡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針對本市中高齡婦女服務提出之建議，包括「打造性別友

善職場環境」、「辦理婦女福利課程以利組成支持網絡」、「破除性別刻板印

象」、「保障婦女健康權益」、「建構婦女生活友善環境」等。 

本府113年度承襲112年度結合跨局處共同規劃、推動婦女福利服務，針對

女性個體到團體，提供其階段性之特殊需求到一般性支持服務，包括政策規

劃、福利服務、增能培力及友善環境四面向（如下圖）。期盼透過政策規劃推

動建置婦女福利資源，強化婦女人身安全，發展女性多元服務方案，促進女性

社會參與及自我成長，提升女性權益意識，建立女性於個人、家庭、社會等各

生活層面之友善空間環境，使臺南市婦女福利更加多元、完善。 

 

  

  

 

 

 

 

 

 

 

我們的願景是「看見多元 • 實現自我」看見婦女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多元性

角色與需求，發展符合不同族群、年齡、福利別、處境之婦女所需的服務，讓

這個城市的婦女，獲得能夠實現自我的全方位支持。 

  圖一：臺南市婦女權益推動概念基礎 

階段性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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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目標與執行策略 

一、建置婦女福利資源，建構友善托育環境 

（一）經濟型補助，協助本市婦女及其家庭經濟補助及照顧。 

（二）托育資源服務，作為本市婦女育兒支持。 

（三）女性個案與家庭服務，針對本市須由社工整合福利資源之女性

及其家庭，所提供之個案服務 

（四）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女性照顧者紓壓之管道及支持性資源。 

（五）保障婦女健康權益，提供性別友善的健康照顧及家庭支持服

務。 

二、強化婦女人身安全，建立保護網絡 

（一）建立三級預防機制，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社區化 

（二）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三）提供高危機個案健全、及時保護服務網絡 

（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三、培植婦女能量，促進女性社會參與 

（一）培植婦女團體的組織及發展能力，提升在地婦女團體能量。 

（二）結合本市婦女團體、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等推動各項活動、方

案，提供在地化、可近性之方案活動與課程講座等。 

（三）發展女性多元服務方案，聚焦不同類別婦女需求，提供具層次

性、多元性女性議題之方案設計與服務內容。 

四、提倡女性權益，營造性別友善空間環境 

（一）培力女性創業人才及提升就業機會：辦理女性或性別相關議題

之課程或講座，並針對特定對象辦理整合式多元化就業講座及

職場參與，提升其求職與就業準備。 

（二）打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建構性別友善職場，提升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與就業機會平等。 

（三）辦理重大節日慶祝活動：包括3月8日婦女節及10月11日臺灣女孩

日，提醒各界重視女性議題，建構友善女性的社會環境。 

（四）營造友善婦女空間：建構友善婦女環境，提升婦女使用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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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本市婦女中心，提供本市婦女交流與學習之專屬空間。 

（五）建立資訊交流平台：透過線上或實體等多元平台，整合與發佈

本市婦女相關活動。 

（六）婦女福利與權益宣導活動：透過多元化宣導方式，依不同對

象，辦理多元性的婦女福利及權益維護相關觀念宣導，並破除

性別刻板印象。 

（七）建構婦女生活友善環境：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包括各項

基礎設施及大眾運輸工具等之便利性、友善性與安全性。 

參、執行項目與內容                         

一、建置婦女福利資源，建構友善托育環境 

（一）特殊境遇家庭及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扶助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本局申請特殊境

遇家庭戶至112年

9月約計603戶，

其中包括男性家

戶約占11%、女性

家戶占89％。 

透過多元宣導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

福利服務並提供

本市經濟弱勢婦

女支持系統。 

113年預計服務 1

萬人次。 

 

 

中央：13,092 

本府：15,000 

合計：28,092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二）-1落實居家托育服務品質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112年至9月止，

本市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共有

1,973人，執業保

母數共有1,562

人，收托兒童數

(0-12歲)有3,015人

（區域分布統計

表詳附件一）。

1.辦理四區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提供居家托育

服務之輔導管

理，辦理在職

訓練、媒合與

支持輔導居家

托育人員。 

1.預計辦理135場

次專業人員研

習，預計1.1萬

人次參加。 

2.預計訪視輔導托

育人員4,000

次。 

中央：5,489 

本府：22,274 

合計：27,763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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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並提供約112場次

托育人員在職訓

練及親職講座及

活動，參與人數

約9,631人次，以

提升服務品質使

家長可以放心將

幼兒交由居家托

育人員照顧。 

2.落實居家托育登

記制，加強居

家托育服務中

心訪視員訓

練，提升居家

托育品質。 

（二）-2設置公共托育家園及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截至112年9月，

本市共計 19,130

名未滿2歲之嬰幼

兒（區域分布統

計表詳附件二）。

由於0-2歲嬰幼兒

家長選擇托嬰服

務，首要以近便

性為考量。如何

因應少子女化的

趨勢並改善育兒

空間設施，提供

優質托育服務，

支持育兒家庭，

本局以可近性社

區照顧模式，建

構 友 善 托 育 環

境，減緩人口結

構失衡。 

 

1.收托近便性：解

決家長送托交

通 時 間 的 問

題。 

2.收費合理性：運

用資源透過非

營利團體公共

參 與 管 理 方

式，降低家長

經濟負擔與提

高服務品質及

保障托育人員

薪資。 

3.照顧安全性：公

共托育家園委

託設有幼保、

幼教相關科系

之大學或有社

會福利相關非

營 利 團 體 辦

112年營運中家園

共計13處，每處

立案收托12名嬰

幼兒，故預估113

年每月可收托156

名嬰幼兒。 

中央：0 

本府：24,156 

合計：24,156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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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理，運用其專

業，協助照顧

兒童安全及發

展，保障收托

一定比率弱勢

兒童。 

由於0-2歲嬰幼兒

家長選擇托嬰服

務，首要以近便

性為考量。另為

提高幼兒收托人

數，因此設置托

嬰中心提供家長

另一選擇。 

1.收托近便性：解

決家長送托交

通 時 間 的 問

題。 

2.收費合理性：運

用資源透過非

營利團體公共

參 與 管 理 方

式，降低家長

經濟負擔與提

高服務品質及

保障托育人員

薪資。 

3.照顧安全性：公

設民營托嬰中

心委託設有幼

保、幼教相關

科系之大學或

有社會福利相

關非營利團體

辦理，運用其

專業，協助照

顧兒童安全及

發展，保障收

托一定比率弱

勢兒童。 

1.112年營運中公

托共計2處(北區

光武及新市區

三里)，預估每

月可收托 80名

嬰幼兒。 

2.另預計113年下

半年新增2處公

托(安平社福大

樓及南科社區

中心)，預估可

再新增收托 68

名嬰幼兒。 

中央：0 

本府：18,613 

合計：18,613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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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輔導管理托育機構強化照顧安全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至112年 9月止，

本市共123所公私

立托嬰中心，核

定收托4,644名，

實際收托約2,967

名幼兒，由839名

托育人員(男10名/

女829名)照護。 

辦理托嬰中心辦

提升服務品質相

關措施，使家長

可以放心將幼兒

交由托嬰中心照

顧。 

1. 藉由訪視輔導

團隊辦理托嬰

中心訪視輔導

作業，精進托

嬰中心托育服

務品質。 

2. 提供托嬰中心

幼童平安保險

補助，以維護

幼童人身安全

之權益。 

3. 透過托嬰中心

不定期聯合稽

查，健全托育

機構各項制度

及維護服務品

質。 

1.預計113年度訪

視輔導托嬰中

心448家次。 

2.托嬰中心幼童平

安保險(一年上

下學期)預計補

助5,000人次。 

3.預計113年度行

政 稽 查 368 家

次。 

中央：0 

本府：5,446 

合計：5,446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二）-4建立托育資源網絡設置整合平台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截 至 112 年 9 月

止，臺南市未滿4

歲人口共計 5萬

6,684人。目前本

市現有12處親子

館，平均每處服

務2萬1,206人次。

廣設親子館可增

加服務可近性，

減輕各館服務壓

本市親子悠遊館

透過辦理親職教

育講座及親子活

動之支持家庭照

顧者服務，提供

主要照顧者育兒

知能及諮詢。 

1.112年底12處親

子悠遊館，預

計服務 25萬人

次，113年預計

再增設1處，共

計13處。 

2.預計辦理相關親

職教育講座及

親子活動，預

計 5,000人次參

中央：7,774 

本府：40,751 

合計：48,525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7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力以提升服務品

質。 

加。 

（三）-1建立新住民家庭服務網絡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至112年 9月止，

臺南市新住民人

口共36,672人。目

前本市設置3處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及9處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提

供關懷訪視、諮

詢轉介、支持性

等服務，以家庭

為中心連結資源

服務，協助其生

活適應並融入在

地生活。 

1.辦理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及輔

導民間團體設

置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提供

相關服務。 

2.提供新住民多元

服務方案活動

及協助其融入

在地生活。 

1.每年預計服務

15,000人次。 

2.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預計辦理

27場次支持性

服務方案，預

計 765 人 次 參

與。 

中央：5,700  

本府：2,951 

合計：8,651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年

福利科 

 

（三）-2未滿20歲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方案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根據內政部戶政

司 統 計 資 料 顯

示，臺南市107年

至 111 年 這 五 年

來，未成年生育

數每年平均約為

108人，目前臺南

市平均一年由公

1.預防教育宣導。 

2.個案管理：針對

臺南市 37區未

成年懷孕青少

女當事人及其

家庭，提供諮

詢評估是否提

1.預防教育宣導：

預計辦理 40 場

次，受益人次

2,000人次。 

2.個案管理：預計

服務60案，包含

懷孕青少女及其

中央：1,500 

本府：632 

合計：2,132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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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私部門協助之未

成年懷孕人數(含

諮詢)約100人。 

供開案服務，

提 供 社 工 會

談、家訪、心

理 支 持 與 陪

伴、社會暨心

理評估、醫療

陪同服務、法

律諮詢、親職

教育服務並提

供生活補助及

資源連結等形

式 之 整 合 服

務，並於個案

結案後辦理後

續追蹤輔導。 

3.安置待產輔導服

務。 

4.自立生活準備方

案。 

5.個案追蹤輔導服

務。 

6.青少年父母支持

性服務。 

7.方案在職訓練：

針對方案工作

人員辦理方案

督導及個案研

討。 

家庭，預計至少

年度服務530案

次。 

3.安置待產輔導服

務：預計服務1

案次。 

4.自立生活準備方

案：預計辦理28

小時課程。 

5.個案追蹤輔導服

務：預計服務

120案次，含實

地訪視及電話輔

導服務。 

6.團體工作輔導：

預計辦理 10 場

次，受益人次80

人次。 

7.社會暨心理評估

與處置：預計服

務32案次（視個

案需求轉介）。 

8.產後坐月子服

務：預計服務5

案次，每人最高

補助30日。 

9.親職教育講座：

預 計 辦 理 8 場

次，受益人次50

人次。 

10.方 案 在 職 訓

練：預計辦理20

次方案督導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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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案研討。 

 

（四）照顧者支持服務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113年度臺南市預

估7萬1,310名長

照需求者，推估

逾6成（4萬2,786

人）完全仰賴家

庭照顧，女性家

庭照顧者比例約

為6成8，失能者

的照顧多由家屬

承擔所有的照

顧，照顧是一項

非常辛苦又專業

的工作，在身心

層面都是個艱辛

的挑戰，因此對

於紓解照顧者壓

力刻不容緩。 

 

1.提供機構住宿

式、居家、日

間照顧及巷弄

臨托等四種喘

息服務，以減

輕家庭照顧者

的照顧壓力，

提昇主要照顧

者的生活品

質。 

2.本市設有9大區

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據點，

辦理家庭照顧

者支持團體、

紓壓活動及照

顧技巧訓練等

課程，強化家

庭照顧者照顧

能量及降低照

顧傷害，並提

升社會參與及

支持，減輕照

顧負荷。 

3. 上 述 服 務 措

施，依照本市需

1.喘息服務預計

(失能

者)13,018人

(女性7,811

人、男性5,207

人)。 

2.辦理家庭照顧

者支持團體，

預計54場，324

人次；紓壓活

動40場，700人

次；照顧技巧

訓練45場，675

人次。 

1.喘息服務 

中央：301,228 

本府：9,316 

合計：310,544 

2.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據

點 

中央：17,654 

本府：546 
合計：18,200 

社會局 

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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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求人口區域、地

理特性及資源網

絡分布情形，佈

建家庭照顧者支

持據點，並進行

合宜的服務資源

配置。 

（五）-1保障婦女健康權益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本市心理諮商112

年 1 至 9 月 服 務

1,820人次，其中

尋求諮商服務男

女 性 別 比 1 : 

2.12，女性前三名

求助年齡層：25-

34歲、35-44歲、

15-24歲，且需求

逐年成長，表示

有情緒困擾或憂

鬱傾向之民眾尋

求求助增加。 

1. 提供民眾免費

心理諮商，透

過初級預防措

施，促進民眾

對自我心理照

護與調整，進

而提升生活品

質 與 心 理 健

康。 

2. 透過電話及線

上預約系統預

約本項服務，

或透過網絡單

位進行轉介，

以透過專業心

理師一對一的

心理諮商，在

安 全 的 環 境

中，協助個案

適 時 抒 發 情

緒 、 釐 清 問

題、發掘自我

潛能，重新找

預計女性受益人

數達1,000人次。 

中央：600 

本府：600 

合計：1,200 

衛生局 

心理健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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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回自我及再出

發 前 進 的 力

量。 

邀約通過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

認證之母乳哺育

種子講師，採實

際交流與分享方

式，傳遞正確訊

息與觀念，期望

藉由活動讓產婦

與家人一起參

與，營造哺餵母

乳支持環境。 

辦理「哺乳媽媽

經」活動，針對

提升準爸媽及多

元家庭辦理預防

產後憂鬱、母乳

哺餵及嬰兒照顧

等課程。 

每年至少辦理4場

次哺乳媽媽經活

動。 

中央：75 

本府：0 

合計：75 

衛生局 

國民健康科 

 

為提升本市癌症

篩檢涵蓋率，持

續 結 合 醫 療 院

所、衛生所與社

區巡迴醫療車辦

理 癌 症 篩 檢 服

務，依據國健署

報表統計，本市

111-112年 (截至9

月)乳癌篩檢涵蓋

率為41.21%、50-

74歲大腸癌篩檢

涵 蓋 率 為

32.44%。為讓未

曾接受過篩檢的

族群可以加入篩

檢的行列，也讓

曾經接受過篩檢

的族群可以養成

篩檢的習慣，藉

此達到早期發現

結合醫療院所、

衛生所與巡迴醫

療車深入社區辦

理女性乳癌(45-69

歲 ) 、子宮頸癌

(30-69歲 )及大腸

癌50-74歲篩檢服

務。 

1. 乳癌篩檢涵蓋

率達41%。 

2. 子宮頸癌篩檢

涵蓋率達

54%。 

3. 大腸癌篩檢涵

蓋率達34%。 

中央8,718 

地方：0 

合計：8,718 

衛生局 

國民健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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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早期治療之效，

遠離癌症死亡的

威脅。 

從國外來到臺灣

移民或結婚而定

居的新住民，可

能會因思想觀念

的差距、語言溝

通障礙、文化差

異以及不同的民

俗風情，而產生

生活上的適應不

良。 

透過辦理新住民

婦幼健康活動、

培訓新住民生育

保健通譯員等方

式促使新住民家

庭能獲得良好的

健康照護。 

1. 辦理生育保健通

譯員進階課程，

以增進新住民健

康照護品質。 

2. 透過通譯員，協

助衛生所護理師

提供語譯生育保

健服務及提供相

關醫療保健資

訊。  

1. 預計設籍前未

納保新住民婦

女之產前檢查

補助宣導 37

場。 

2. 預計通譯員及

生育保健通譯

員、工作人員

進階教育各1

場。 

3. 預計新住民生

育健康指導及

諮詢檢核達成

率98%。 

中央：2,762 

地方：0 

合計：2,762 

衛生局 

國民健康科 

 

「心智障礙者性

健康輔導支持服

務計畫」： 

根據衛生福利部

從 2008年起，統

計歷年性侵害案

件身心障礙被害

人數據，發現智

能障礙者在全國

性侵被害身心障

礙者比例每年都

在50%上下。 

檢視現臺南市身

心障礙者人口數

1. 協助或提供心

智障礙者獲得

婚姻及生育輔

導、性教育及

性諮詢等所需

之福利服務資

訊。 

2. 提供本市心智

障礙者及其家

庭性別交往、

性教育、性諮

商 、 婚 姻 諮

詢、生育保健

及親職等性健

1. 預計全年提供

開案服務20案

次。 

2. 預計辦理2場

次心智障礙者

性健康團體。 

3. 預計辦理3場

次家屬或相關

專業人員性健

康知能講座，

其中1場次參

與對象以家屬

為主。 

中央：0 

本府：1,911 

合計：1,911 

社會局 

身心障礙福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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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統計至112年9月

底，男性5萬4,256

人，女性4萬4,444

人，總計有 9 萬

8,700人，爰此具

有一定比例的身

心障礙者曾有或

正有性健康議題

之困擾，過往多

半採取禁止、漠

視 的 態 度 面 對

之，隨著身心障

礙者的性權漸受

重視，應協助身

心障礙者站在和

其他人同樣的基

礎上，保障其親

密關係、婚姻、

家庭、親職角色

等 各 層 面 的 權

利，並減少可能

遭受到的相關歧

視。 

康輔導支持服

務，依其需求

擬訂個別化服

務計畫，協助

心智障礙者獲

得所需之性資

源，以支持其

應有的生理需

求。 

3. 辦理心智障礙

者 性 健 康 團

體。 

4. 辦理家屬或相

關專業人員性

健 康 知 能 講

座。 

5. 辦理心智障礙

者性健康輔導

支持服務宣導

活動，促進各

相關專業對性

健康輔導支持

服務之認識，

協助心智障礙

者及其家庭獲

得所需之性資

源及支持。 

4. 預計全年宣導

人次達300人

次。 

「身心障礙者體

適能中心」： 

體適能是個人所

有活動的基礎，

對 於 其 生 活 品

質、工作和活動

參與，亦有很大

1. 提供身心障礙

者個人體適能

評估及個別化

指導課程。 

2. 辦理身心障礙

者團體運動課

程。 

1. 個人評估及個

別化指導計300

人次。 

2. 團體課程8場次

以上，其中包

含女性專場2場

次。 

中央：0 

本府：4,046 

合計：4,046 

社會局 

身心障礙福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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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的影響。由於身

心障礙者生活環

境之不便或因障

礙、身體構造或

功能之損傷或不

全而產生活動之

困難，導致從事

運動機會較一般

人缺乏，無法維

持良好體能，將

導致喪失許多社

會參與的機會，

加深其不平等現

象，故如何促進

身心障礙者體適

能運動，提升其

運動機會就成為

重要議題。 

尤其女性身心障

礙更要面對性別

差異，妊娠後生

理的變化，更需

要適當的體適能

活動。 

目前臺南市身心

障礙者人口數統

計 至 112 年 9 月

底，男性5萬4,256

人，女性4萬4,444

人，總計有 9 萬

8,700人，女性身

心 障 礙 者 約 占

45%，如何協助

女性身障者提升

體適能，將是中

心的一大課題。 

3. 辦理身心障礙

體適能設施安

全指導研習課

程。 

4. 辦理體適能社

區宣導活動。 

5. 以活動或競賽

方式，鼓勵身

心障礙者至體

適能中心自主

運動。 

3. 全年辦理安全

指導研習課程6

場次。 

4. 辦理社區宣導

12場次以上。 

5. 全年自主運動

達4,000人次，

其中男性2,000

人 次 ， 女 性

2,000人次，其

他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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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依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與健保

署所提供之資料

分析，本市身心

障礙者成人預防

保 健 利 用 率 為

15.6%，較一般市

民低，故如何提

供方便的預防保

健服務，便利身

心障礙者利用，

並提升身心障礙

者健康、生活認

知，是未來努力

的方向。 

 

1. 結合醫院規劃特

殊群體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專門時

段。 

2. 結合本市身心障

礙機構團體辦理

課程；內容多元

豐富，包含性教

育、營養衛教、

口腔視力及身體

保健、家庭生活

與居家安全，更

依照障礙類別的

不同，設計符合

學員的運動課

程。 

1. 預計結合本市醫

療院所辦理1場

次身心障礙者預

防保健暨四癌篩

檢服務。 

2. 預計結合本市24

個身心障礙機構

團體，辦理課程

172場次。 

中央：275 

本府：0 

合計：275 

衛生局 

國民健康科 

 

（五）-2孕產婦照顧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經統計，孕婦年

齡在18歲以下、

40歲以上的區間

最常面臨安胎的

情況，依民政局

「嬰兒出生數按

嬰兒性別及生父

母年齡分」統計

資料顯示，本市

111年懷孕年齡在

18歲以下、40歲

以上的孕婦約為

1542名，而南部

1.提供安胎女性經

濟支持，減輕居

家安胎期間的負

擔 

2.提供居家護理師

訪視服務，增進

安胎女性對於護

理資源之近用

性。 

3.辦理孕婦知能提

升教育課程，提

升孕婦對於產前

照顧及產後照護

1.預計提供60位居

家安胎女性使用

服務，媒合服務

輸送管道。 

2.提供至少30位居

家安胎女性居家

護理師訪視服

務。 

3.辦理至少12場次

孕婦知能提升教

育課程。 

中央：0 

本府：1,730 

合計：1,730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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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某醫學中心統計

因早產需要安胎

的孕婦每年約為

30--50%，可粗估

本市實際需要安

胎的孕婦約為462

人至771人。此族

群女性於安胎期

間背負許多生活

挑戰，生理上需

臥床與用藥；在

心理上也面臨龐

大壓力，需他人

協助處理生活起

居及家務。 

的知能。 

本市112年截至9

月份，出生人口

數計6,911人，每

月平均約767人，

考量產婦產後常

面臨居家照護議

題，然產後護理

之家有地點、價

格、親人探訪等

限制，市面上民

間月嫂有媒合資

訊不透明、價格

參差不齊、品質

不一等問題，為

了提供本市產婦

更多照護選擇，

促進本市友善生

育之環境。 

1. 建置到宅坐月

子媒合平台，

提供產婦照護

規劃與多元性

選擇。 

2. 提供弱勢新生

兒家庭除領取

生育獎勵金以

外的生育支持

服務。 

3. 培訓本市坐月

子服務人員，

開創本市婦女

就業機會，建

構就業與福利

雙邊經營的婦

女培力之具體

作為。 

1. 建置到宅坐月

子媒合平台專

屬網頁，以利

後續媒合。 

2. 預計補助弱勢

家戶至多 120

小時坐月子到

宅服務，價值

約新台幣3萬

元。 

3. 預計培訓至少

30位坐月子服

務人員。  

中央：0 

本府：4,294 

合計：4,294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本市 111年 10月1 1. 提供本市身心 1. 身心障礙孕婦 中央：20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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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日至112年9月 30

日止懷孕身心障

礙婦女生育健康

衛教諮詢服務個

案共50人，為維

護本市身心障礙

懷孕婦女懷孕期

間健康及生育問

題，公衛護理師

於收案本市身心

障礙懷孕婦女孕

產期間，關懷及

衛教孕期保健、

產檢重要、營養

保 健 的 衛 教 資

訊；並關懷家庭

與經濟情形，必

要時轉介社會單

位給予支援。 

障礙懷孕婦女

生育健康衛教

諮詢並列案管

理持續關懷。 

2. 運用身心障礙

者懷孕手冊及

育兒手冊，針

對本市產檢接

生院所醫護人

員辦理教育訓

練。 

3. 將本市提供移

位機服務之醫

療院所名單，

放置於衛生局

網頁供需要使

用民眾查詢，

並於社區宣導

時加以宣傳。 

生育健康衛教

諮詢達成率預

計100%。 

2. 預計辦理2場

次懷孕身心障

礙婦女生育健

康衛教諮詢教

育訓練。 

本府：0 

合計：20 

國民健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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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婦女人身安全，建立保護網絡 

（一）建立三級預防機制，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社區化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

元） 

執行單位 

有鑑於本市性別

暴力通報案件數

近三年來逐漸攀

升(108年：20,648

件；109年：

22,676件；110

年：23,516件)，

性別暴力防治工

作刻不容緩。 

初級預防乃性別

暴力三級預防架

構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 藉由提升

民眾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之通

報觀念與認知，

以達初級預防策

略目的。 

結合志工隊、退

休老師、網絡成

員及社區民眾，

以製作家暴及性

侵害防治文宣、

設攤宣導、兒童

行動劇及社區民

眾參與，透過預

防教育，提升社

會大眾反暴力意

識，促進社會大

眾對於家庭暴

力、兒虐、兒少

性剝削、性侵

害、老人保護、

身心障礙者保護

等問題的認識及

預防。 

1.製發家暴及性侵害

防治相關宣導文

宣2式。 

2.辦理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及通報

宣導200場次。 

中央：0 

本府：400 

合計：400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

中心 

加強民眾對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性騷擾防治、兒

少性剝削、跟蹤

騷擾防制法律常

識認知及自我保

護觀念，減少危

害發生。 

結合政府部門與

民間資源進行預

防宣導，至本市

各大專院校、各

級中、小學(含實

驗教育機構)及社

區、機構等單

位，辦理人身安

全、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宣

導。 

每年至少辦理200場

次。 
中央：0 

本府：326 

合計：326 

警察局 

婦幼警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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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

元） 

執行單位 

截至112年9月，

宣導受益總人數

為2,459人，男性

為978人，占

39.77%；女性為

1,481人，占

60.22%。 

結合衛生所透過

文宣、媒體、設

攤等方式，針對

社區民眾宣導家

庭暴力、兒少保

護及性侵害防治

概念，強化自我

保護及求助意

識。 

每年至少辦理10場

次宣導。 

中央：0 

本府：0 

合計：0 

衛生局 

心理健康科 

（二）建立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為保障婦女人身

安全，須持續建

構完善之保護網

絡、強化自我保

護意識，並提供

被害人各項經濟

及生活扶助，協

助其走過創傷復

原歷程。 

1.藉由網絡連結，

結合警政、教

育、社政、衛

政、移民、勞

政、司法及檢

調單位，增進

各網絡的合作

信度，及促進

防治網絡間工

作默契與團隊

合作效能。 

2.結合不同專業領

域資源，建立

專業人才資料

庫，藉由跨網

絡專業合作，

提供被害人更

有效的服務，

並辦理各項被

害 人 補 助 措

1.預計結合各網絡

單位辦理4場次

網 絡 聯 繫 會

議。 

2.辦理各項被害人

補助措施，預

計 補 助 750 人

次。 

中央：0 

本府：1,200 

合計：1,200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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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施。 

為加強醫療網絡

專業人員面對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的實務工作操作

流程，保障被害

人相關權益。(相

關權益係指被害

人到院時，可能

因醫事人員忙碌

下，對暴力事件

的疏忽，抑或是

對於性侵害被害

人驗傷採證流程

不熟悉，而遺漏

重要證據等，透

過訓練來提升醫

事人員之服務效

能)。 

1.針對醫事人員辦 

理教育訓練課 

程。包含對於家 

庭暴力案件危險 

辨識敏感度，提 

供被害人妥善的 

照護及轉介服 

務，並提高醫療 

衛生之服務效 

率。 

2.性侵害驗傷採證 

技巧，及相關評

估表單填寫正確 

性等，提升性侵

害案件處理之品 

質，強化驗傷採

證及證據保全之

效能。 

每年至少辦理1場

次訓練。 

 

中央：10 

本府：0 

合計：10 

衛生局 

心理健康科 

為提升警察人員

對於受(處)理婦幼

案件之敏感度及

專業知能，落實

責任通報，強化

被害人人身安全

保護措施，保障

民眾權益，並加

強對加害人約制

告 誡 之 執 勤 技

巧，預防再犯。 

強化員警有關家

庭暴力防治、性

侵害防治、性騷

擾防治、兒童及

少 年 性 剝 削 防

制、兒少保護、

跟蹤騷擾防制、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性影像案件

處理、多元文化 /

性別認知與婦幼

安全工作法令及

案件受(處)理之專

業知、技能。 

1. 分駐 (派出 )所

基層員警：每

年辦理2場次，

參訓率以100 %

目標。 

2. 性侵害案件專

責處理人員：

每年辦理 2 場

次，參訓率以

100 %目標。 

3. 各分局防治組

組長、家庭暴

力防治官及婦

幼 警 察 隊 員

警：每年辦理2

中央：0 

本府：357 

合計：357 

警察局 

婦幼警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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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場次，參訓率

以100%目標。 

（三）提供高危機個案健全、及時保護服務網絡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依據衛生福利部

高危機個案網絡

會議統計顯示，

臺南市高危機列

管案件110年1月

至12月共計召開

36場次跨網絡危

險評估與安全計

畫會議，服務674

人次，111年1月

至12月共計召開

36場次跨網絡危

險評估與安全計

畫會議，服務622

人次，112年1月

至9月共計召開28

場次跨網絡危險

評估與安全計畫

會議，服務654人

次，其中，女性

被害人皆佔 90%

以上。 

1.賡續推動家庭暴

力安全防護網

計畫，邀請警

政、社政、衛

政、司法、教

育單位等網絡

成員共同落實

並執行全市 37

區重大危機個

案列管機制。 

2.高危機個案如併

有其他保護類

型案件(如性侵

害 、 兒 少 保

護、老人虐待

等)，亦會請服

務的網絡成員

報告討論，俾

利建構以家庭

整體需求提供

處遇。 

1.預計召開48場次

跨網絡危險評

估與安全計畫

會議。 

2.透過會議討論，

加強各網絡協

調整合機制，

強化資源統合

運用，確保被

害人安全及預

防再犯。 

中央：0 

本府：400 

合計：400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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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增加家長多元性

別觀念，建立家

長對性別平等教

育之正確理念，

以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消

除性別歧視；強

化 家 長 對 性 侵

害、性騒擾及性

霸凌事件之相關

法令與後續處遇

之基本概念及加

強家長兒少保護

觀念，增進親職

能力；提升教育

工作人員對兒童

及少年保護與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事件與高風險家

庭之通報和處遇

知能。 

1. 聘請講師以專

題演講方式進

行，辦理多元

家庭、多元性

別觀念、防治

性侵害、性騒

擾及性霸凌性

別事件或數位

性別暴力等家

長講座。 

2. 辦理高風險家

庭關懷及目睹

家暴輔導處遇

暨網路成癮辨

識與輔導研

習，強化網絡

人員敏感度及

後續處遇工作

網絡單位合作

處遇的必要

性。 

1. 每年至少辦理

10場次。 

2. 每年至少辦理1

場次。 

 

中央：0 

本府：150 

合計：150 

教育局 

學輔校安科 

三、培植婦女能量，促進女性社會參與 

（一）臺南市婦女團體培力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經本局截至112年

9月已盤點本市婦

女團體及從事婦

女服務43個。為

促進本市婦女團

組成專家團隊督

導，協助評估不

同量能婦女團體

需要及進行各項

婦女工作推動的

1.婦女團體資訊建

置與更新，透

過婦女團體資

料盤點表進行

資料蒐集、統

中央：0 

本府：2,966 

合計：2,966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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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體交流與發展，

提升婦女團體能

量，鼓勵與展現

婦女團體創造能

力，故透過辦理

聯繫會議、訓練

課程及建立婦女

團體培力模式，

培力團體於該區

域提供所需之婦

女 福 利 服 務 方

案，使婦女團體

成為全市福利輸

送與權益倡導之

一環，提供在地

婦女享有近便性

福利服務資源，

深化婦女福利政

策發展。 

問題診斷，提出

本市婦女團體資

源地圖，並逐步

輔導團體發展地

方特色的婦女福

利服務 

計、更新及建

檔，並上傳至

婦女團體資訊

平台。  

2.辦理婦女團體業

務 聯 繫 會 議 5

場。  

3.辦理婦女福利工

作人員訓練課

程20小時。  

4.建立團體培力模

式與發展服務

方案，培力個

別性團體辦理

服務方案5案、

自行辦理服務

方案3案。  

5.配合婦女團體資

訊交流平台宣

導。 

（二）結合婦女團體推展福利服務方案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經本局截至112年

9月已盤點本市婦

女團體計34個，

依各團體發展概

況、運作情形與

服 務 屬 性 等 方

向，培力婦女團

體提升能量，辦

結合婦女團體推

展 福 利 服 務 方

案，將相關婦女

服務帶到本市各

區 ， 提 供 在 地

化、可近性之方

案活動與課程講

座等。 

1.預計培力團體辦

理30-35場方案

活動。 

2.透過福利服務方

案活動預計服

務2,400人次。 

中央：0 

本府：560 

合計：560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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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理婦女福利服務

方案。 

人民團體：截至

112年9月本市計

有2507個人民團

體，男性理事長

為372人，佔

15%；女性理事長

為2,135人，佔

85%。 

社區發展協會：

截至112年9月本

市計有672個社區

發展協會，男性

理事長526人，佔

78%；女性理事長

146人，佔22%。 

綜上，本市社區

理事長男女比例

以男性為主，擬

透 過 將 婦 女 培

力、性別意識等

相關議題納入補

助人團、社區辦

理裴利課程或宣

導活動，以培植

婦女能量，促進

女性社會參與。 

將「婦女福利與

婦女權益」、「婦

女團體組織能力

培訓」、「性別意

識培力」、「婦女

相關議題溝通論

壇」或其他與婦

女有關福利服務

之議題納入補助

人民團體、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培

力課程或宣導活

動。 

每年至少補助10

個團體辦理培力

課程或宣導活

動。 

中央：0 

本府：300 

合計：300 

社會局 

人民團體科 

（三）發展女性多元服務方案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本市女性人口至 針 對 個 人 、 團 預計針對不同類 中央：0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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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112年 9月為93萬

6,283人，多於男

性1萬2,724人。 

隨著女性角色與

對各項服務需求

日趨多元，針對

不同類別婦女特

殊需求辦理多元

形式方案。 

體、社區（社會

大眾）辦理不同

形式之方案，期

盼透過形式的變

化，聚焦不同類

別婦女需求，提

供具層次性、多

元性女性議題之

方案設計與服務

內容。 

型女性（包括中

高齡婦女、育有0-

6歲幼兒媽媽、全

職家庭主婦、職

業婦女、青少女

等）辦理多元形

式之方案。 

本府：400 

合計：400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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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倡女性權益，營造女性友善空間環境 

（一）培力女性創業人才及提升就業機會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考量我國女性勞動力

尚有開發空間，為提

升婦女再就業求職能

力，透過講座課程及

團體互動方式，協助

婦女瞭解職場產業趨

勢並作好求職準備，

以期順利進入職場就

業。 

112年預計辦理3場次

就業講座及參訪，截

至10月已辦理2場次，

參與人數共61人，女

性58人，男性3人。 

針對婦女辦

理整合式多

元化就業講

座及職場參

訪，同時結

合中央就業

促進工具進

行宣導，鼓

勵企業聘用

二度就業婦

女或中高齡

婦女，提升

其求職與就

業準備。 

每年至少辦理3場

次講座及參訪。 

中央：152 

本府：0 

合計：152 

勞工局 

職訓就服中心 

112年1-9月參加總人數

為 219人，男性為 70

人，占31.96%；女性

為149人，占68.04%；

其他為0人次，占0%。 

相對於男性創業家，

過去女性新創人才在

取得創業資源的部份

較為弱勢，經由辦理

課程或講座，滿足不

同階段的創業女性對

相關資訊的需求，協

助她們持續努力，完

成創業夢想。 

贏地創新育

成基地後續

將辦理性別

平等課程，

並進行性平

相關宣導。 

 

預計辦理6場女性

或性別相關議題

之課程或講座。 

中央：0 

本府：250 

合計：250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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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112年評選本市績

優單位7家，並於

大型活動中公開

表揚，以鼓勵其

他 企 業 標 竿 學

習。 

訂定五大企業職

場友善指標，分

別為工作環境指

標、待遇與培育

指標、福利與獎

勵指標、友善職

場指標、其他特

色(創新)。經遴選

委員會評定績優

單 位 將 頒 發 獎

座、獎狀及對外

公開表揚，作為

其他企業模範標

準。 

每年評選本市績

優單位，並公開

表揚，以鼓勵其

他 企 業 標 竿 學

習。預計每年擇

優遴選1-3家績優

企業公開表揚。 

中央：0 

本府：67 

合計：67 

勞工局 

就業促進科 

112年1-9月本市勞

工申請育嬰留停

抽查關懷件數540

件，透過關懷調

查，更能掌握本

市育嬰留停勞工

生活概況與復職

意願，並適時提

供必要協助與資

源連結。 

依據勞保局每季

提供本市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

屆滿名冊，進行

後續關懷追蹤輔

導復職及提供相

關 復 職 權 益 諮

詢。 

依勞保局提供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屆滿名冊，

進行抽查關懷。

預計每年抽查500

件。 

中央：0 

本府：5 

合計：5 

勞工局 

就業促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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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重大節日慶祝活動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考量女性於社會

中之整體地位仍

待提升，透過強

化婦女權益及性

別意識，持續創

造並增進女性平

等發展的機會與

友善的環境。 

3月8日婦女節及

10月11日臺灣女

孩日 

預計辦理2場，提

醒各界重視女性

議題，建構友善

女 性 的 社 會 環

境。 

中央：0 

本府：900 

合計：900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四）營造友善婦女空間 

4-1提供補助企業、事業單位設置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112年上半年本市

女性勞動參與率

為53.8%。現今家

庭型態多為雙薪

家庭，如雇主提

供合適的托育服

務及育兒環境，

仍讓受雇者安心

持續投入勞動市

場，即能促進女

性 勞 參 率 的 增

加。為鼓勵本市

雇主建置友善職

場育兒環境，透

過經費補助鼓勵

雇主提供友善職

場的誘因。 

1. 每年分有兩期

可供事業單位

申請，第1期

申 請 時 間 為

1/1-2/28；第2

期申請時間為

5/1-6/15(113

年起)。 

2. 勞動部及本府

分別訂定「哺

集乳室與托兒

設施措施設置

標準及經費補

助 辦 法 」 及

「臺南市補助

雇主設置哺集

乳室與托兒設

施或提供托兒

措施經費實施

113年預計補助哺

(集)乳室12件，托

兒設(措)施16件。 

中央：立法院

預算尚未通過 

本府：250 

合計：250(暫) 

勞工局 

勞安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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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辦法」，針對

雇 主 辦 理 哺

(集)乳室、托

兒設施或措施

者，不限事業

單位規模大小

皆可申請經費

補助。 

4-2辦理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強化開放政府、

促進公民參與，

提供空間予婦女

族群參與規劃，

貼近大眾需求。 

提供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場館，以

提供符合在地婦

女及婦女團體需

求之場域空間及

相關福利服務。 

1.辦理定期性個人

支持方案與提

供福利服務。 

2.發展婦女服務多

元方案，辦理

成長與紓壓課

程或常態性服

務活動。 

3.協助婦女福利資

訊獲得、社會

資源連結及轉

介。 

中央：0 

本府：6,973 

合計：6,973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五）建立資訊交流平台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經 本 局 112 年 盤

點，本市目前婦

女團體計34個、

持續更新下列平

台： 

1.本局網站－婦女

每年發布相關訊

息30則，並至少

觸及30,000人次。 

中央：0 

本府：98 

合計：98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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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婦女中心計4個，

為促進各區婦女

資訊共享、議題

串聯，透過線上

或實體等多元平

台，發布婦女福

利與權益相關訊

息，供本市婦女

及 團 體 交 流 學

習。 

福利專區 

2.Facebook 婦女中

心粉絲頁 

3.LINE@ 臺 南 市

婦女團體資訊交

流平台 

4.婦女中心佈告

欄。 

 

 

（六）婦女福利與權益宣導活動（含性別平等）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考量女性於社會

中之整體地位仍

待提升，透過強

化婦女權益及性

別意識，持續創

造並增進女性平

等發展的機會與

友善的環境。 

結合在地網絡或

單位合作辦理婦

女福利業務宣導

活動，亦可結合

台灣國家婦女館

或其他縣市婦女

中心進行館際合

作、婦女議題串

聯、主題巡展、

女路微旅行及宣

導活動等。 

辦理至少4種婦女

福利宣導活動，

主題可包含打破

傳統家事性別分

工、身心障礙者

女性、中高齡婦

女、單身女性、

數位性別暴力、

女性與氣候變遷

及其他婦女生命

週 期 等 相 關 權

益。 

中央：0 

本府：400 

合計：400 

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

年福利科 

考量生理女性於

社會中之整體地

位仍待提升，透

過 CEDAW(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多元宣

導，強化性別意

識與婦女權益，

1. 請各機關單位

運 用 自 製

CEDAW 宣導

媒 材 進 行

CEDAW 宣

導，宣導管道

包 含 網 路 平

台 、 影 片 播

1. 各機關單位皆

須 使 用 自 製

CEDAW 宣導

媒 材 進 行 宣

導，且每年至

少進行1次宣

導活動。 

中央：0 

本府：0 

合計：0 

性別平等辦公

室 

mailto:3.LINE@臺南市婦女團體資訊交流平台
mailto:3.LINE@臺南市婦女團體資訊交流平台
mailto:3.LINE@臺南市婦女團體資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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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元） 

執行單位 

持續打造性別友

善的環境。 

放、廣播、活

動設攤、辦理

課程等，宣導

內 容 包 含

CEDAW 條文

之應用、國家

報告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及一

般性建議。 

2. 請各機關辦理

性別平等訓練

相關課程。 

2. 請各機關辦理

至少1場性別

平等訓練相關

課程。 

考量原住民女性

於社會中之整體

地位仍待提升，

透過提升自我健

康族群意識及強

化婦女權益及性

別意識，增進女

性平等發展與友

善的環境。 

於本市文化健康

站，營造多元服

務之文化健康照

顧環境，建立預

防性及連續性之

照顧服務體系，

保障原住民長者

獲 得 適 切 的 服

務，促進長者健

康福祉；並結合

文健站辦理婦女

及家庭福利權益

講座。 

與原住民文化健

康站合作進行2場

次婦女及家庭福

利權益講座。 

中央：23 

本府：5 

合計：28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七）建構婦女生活友善環境 

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

元） 

執行單位 

截至112年9月： 

1. 本市轉運站共

有4座，其中4

座有設置無障

1. 於新建轉運站

及臺鐵站前優

化工程，相關

性別及年齡友

1. 預計於每座轉運

站設置無障礙廁

所至少1處、無

障礙坡道(或電

中央：455 

本府：80 

合計：535 

交通局 

公共運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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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內容及作法 歷程/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 

（單位：千

元） 

執行單位 

礙設施(比例

100%)。 

2. 本市臺鐵站前

優化工程共有9

處，其中9處有

設置無障礙設

施(比例

100%)。 

因應部分站位候

車民眾使用需

求，提供81座候

車亭及60座智慧

站牌設置語音播

報無障礙設施，

共計141處。 

善設施(如無

障礙坡道、電

梯、無障礙廁

所、性別友善

廁所、親子廁

所、哺集乳

室)等，均已

納入工程預

算，提供不同

性別及各年齡

層使用者安全

及友善的服

務。 

2. 新建語音播報

設施，提供各

年齡層使用者

安全及友善的

服務。 

梯)至少1處、哺

集乳室至少1

處，並視需求增

加；每處臺鐵站

前優化設置無障

礙坡道至少1

處。 

2. 預計候車亭設置

語音播報等至少

5處。 

(語音播報設

施部分) 

虎頭埤南岸步道

公廁使用已逾15

年，部分設施老

舊擬進行更新 

更新虎頭埤南岸

步道公廁 

1. 更新廁室搗擺

及既有無障礙

廁所。 

2. 增設新增親子

廁所、性別友

善廁所 

 

預計113年新設 

1. 男廁小便斗4組 

2. 性別友善廁所6間 

3. 親子無障礙廁所2

間 

中央：1,706 

本府：0 

合計：1,706 

 

觀光旅遊局

虎頭埤風景

區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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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執業居家托育人員數及收托兒童數區域分布統計表 

區域別 居家托育人員數 收托兒童數(0-12歲) 

永康區 394 593  

安南區 218 327  

東區 280 410  

北區 178 267  

南區 82 152  

仁德區 82 106  

善化區 92 153  

歸仁區 75 122  

安平區 83 124  

新營區 97 136  

中西區 58 100  

佳里區 36 59  

新市區 63 114  

新化區 32 50  

麻豆區 50 79  

關廟區 24 35  

安定區 32 53  

西港區 11 13  

鹽水區 17 27  

學甲區 7 10  

白河區 7 6  

柳營區 4 7  

官田區 10 18  

下營區 6 8  

七股區 5 2  

後壁區 2 0  

東山區 1 4  

六甲區 13 23  

將軍區 2 5  

玉井區 5 6  

山上區 2 0  

南化區 0 0  

北門區 1 0  

大內區 4 6  

楠西區 0 0  

左鎮區 0 0  

龍崎區 0 0  

總計 1973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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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嬰幼兒及公共托育家園/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區域分布統計表 

區域別 
112年9月 113年 

0歲 1歲 未滿2歲合計 家園及公托數 

臺南市 9,030 10,100 19,130 15 

永康區 1,360 1,471 2,831 2 

安南區 1,274 1,421 2,695 1 

東區 709 786 1,495 2 

北區 583 633 1,216 1 

南區 534 573 1,107 0 

仁德區 390 450 840 0 

善化區 391 436 827 1 

歸仁區 373 412 785 0 

安平區 354 392 746 1 

中西區 293 358 651 0 

新營區 284 353 637 0 

佳里區 264 315 579 1 

新市區 218 309 527 1 

新化區 208 236 444 0 

麻豆區 208 196 404 1 

安定區 144 195 339 0 

關廟區 138 172 310 1 

西港區 143 143 286 0 

官田區 105 130 235 1 

學甲區 102 105 207 0 

柳營區 98 107 205 1 

鹽水區 85 108 193 0 

下營區 106 80 186 0 

七股區 91 92 183 1 

白河區 78 101 179 0 

六甲區 85 89 174 0 

後壁區 66 86 152 0 

東山區 63 64 127 0 

將軍區 49 70 119 0 

玉井區 55 49 104 0 

南化區 31 39 70 0 

山上區 38 29 67 0 

北門區 32 30 62 0 

大內區 38 23 61 0 

楠西區 26 27 53 0 

左鎮區 8 11 19 0 

龍崎區 6 9 1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