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一、 計畫目標： 

建立性別平權的決策參與機制，增加不利處境者參與機會，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強化領導力，擴大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及政治的管道，以

促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的性別平等。 

二、 推動策略： 

1. 推動性別平權原則，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達成權力的平等。 

1.1 配合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召開期程，定期檢視本府一、二級機關單位主管不同性別之進用比例。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府二級單位主管級所屬

一級機關一級單位主管合計為

242 人，男性主管為 144 人，約

占 60%；女性主管為 98 人，約

40%。 

110 年本府二級單位主管級所屬

一級機關一級單位主管合計為

244 人，男性主管為 148 人，約

占 61%；女性主管為 96 人，約

39%(截至 110年 9 月底)。 

111 年目前本府二級單位主管及

所屬一級機關一級單位主管合計

為 245 人，男性主管為 150人，

約占 61%；女性主管為 95 人，約

佔 39%。(截至 111 年 3 月底) 

1. 依據「本府暨所

屬機關平衡主管

性別比例之人事

遷調原則」辦

理。 

1. 本府二級單位所屬一級機

關一級單位主管任一性別

比例達三分之一。 

 

 

中央：0 

地方：8 

合計：8 

人事處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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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工會及農會女性培力與發展，擴大不同性別者的參與管道，突破參與上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 

2.1 強化女性工會幹部培力計畫，提升女性參與工會會務，以改善女性決策參與比例。 

 

2.2 強化農、漁會輔導計畫，提升女性參與農會事務，以改善女性決策參與比例。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 農會 

1. 總幹事： 

(1) 第 17 屆總幹事總

數為 33 人，男性總幹

事為 22 人，占 67%；

女性總幹事為 11 人，

占 33%； 

(2) 第 18 屆總幹事總

為 33 人，男性總幹事

為 20 人，占 61%；女

1. 將性別平等項目納入農會

考核「農會考核特殊功過

加(扣)分項目分配標準

表」中。 

2. 於農、漁會家政班辦理性

別平等課程，並進行性平

相關宣導。 

1. 每年至少於農、漁

會家政班辦理 10

場次性別平等課程

及宣導活動。 

◼ 農會 

中央：3,200 

地方：0 

合計：3,200 

◼ 漁會 

中央：200 

地方：0 

合計：200 

 

農業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基層工會幹部總數為

4700 人，男性幹部為 3024

人，占 64.34%；女性幹部

為 1676 人，占 35.64%(含

工會理、監事及會務人員) 

110 年基層工會幹部總數為

4,940 人，男性幹部為

3,197 人，占 64.72%；女性

幹部為 1743 人，占

35.28%(含工會理、監事及

會務人員) 

1. 將「性別平權」、「女性工

會幹部經驗分享」納入補

補助工會辦理勞工教育訓

練實施計畫，補助市級總

工會、基層工會自行辦理

性別課程。 

2. 辦理勞工領袖大學，將性

別平等課程納入其中，鼓

勵女性會員參與課程。 

1. 每年至少補助 2 個

工會辦理性別課

程。 

2. 勞工領袖大學每年

至少納入 1 場次性

別平等課程。 

中央：0 

地方：108 

合計：108 

勞工局、職訓

就服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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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總幹事 13 人，占

39%。 

(3) 第 19 屆總幹事 33

人，男性總幹事為 20

人，占 61%；女性總

幹事 13 人，占 39%。 

註：農會總幹事任期 4 年。 

◼ 漁會 

1. 總幹事：109 年總幹事總

數為 2 人，男性總幹事為

1 人，占 50%；女性總幹

事為 1 人，占 50%。110

年總幹事總數為 2 人，男

性總幹事為 1人，占

50%；女性總幹事為 1

人，占 50%。 

2.3 培力基層婦女，提升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以改善女性參與決策之比例。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請針對社區發展協會、人民

團體女性訂定培力計畫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針對社區女性訂定培力計

畫 

  民政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 增加不同性別者參與決策的機會，重視其經驗與觀點，從多元的角度，促進性別內的平等與影響力的平等。 

3.1 配合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召開期程，定期檢視本府委員會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原則，且朝向任一性別達 40%之目

標。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人事處 □經常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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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性方案 

 

3.2 邀集全國性以及臺南在地性別團體，成立性別團體領袖連繫平台，納入其經驗與觀點，從多元的角度討論本府相關多元性別議題

及計畫方案。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 邀集全國性性

別團體領袖以

及臺南在地性

別團體領袖，

召開聯繫會

議。 

1. 每年至少辦理 2 次聯

繫會議。 

中央：0 

地方：20 

合計：20 

性別平等辦公室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3 邀集全國性以及臺南在地性婦女團體，成立婦女團體領袖連繫平台，納入其經驗與觀點，從多元的角度討論本府相關婦女議題及

相關方案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4.培力女性創業人才，打破玻璃天花板。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11 年 1-3 月參加總

人數為 159 人，男性

為 44 人，占

27.68%；女性為 115

人，占 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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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共辦理 6 場。

業於 111 年 3月 11 日

起，辦理「萬用手縫袋

手作工作坊」、「手作創

藝家的理想生活」等 5

場女性或性別相關議題

之課程或講座。修改為

中央：207.7 千元 

地方：92.3 千元 

合計：300 千元 

經濟發展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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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年度的成效指標 

 

5.掌握國際性別議題趨勢，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或辦理國際交流活動，提升本市性別平等成果能見度。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教育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文化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觀光旅遊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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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三、 計畫目標： 

整合就業與福利資源，促進女性勞動參與，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維護女性勞動尊嚴與價值，協助女性就創業及技能建構，提升女性經濟賦

權。 

四、 推動策略： 

1. 結合就業與福利政策，提供女性及不利處境者福利服務及協助建構技能，促進女性與不利處境者就業與創業，改善生活與經濟處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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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共辦理 16 場次，參加

總人次為 765人，男性為

321 人次，占 42%；女性為

444 人次，占 58%。 

110 年共辦理 22 場次，參加

總人次為 622人，男性為

230 人次，占 37%；女性為

392 人次，占 63%。 

1. 針對婦女、新住民、

原住民族、中高齡者

辦理課程及職場參

訪。 

 

請增加身心障礙者部分 

1. 每年至少辦理 10 場次

講座。 

中央：2,285 

地方：0 

合計：2,285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2 推動「喜相縫‧紉妳行」支持中高齡女性發展裁縫工作室計畫，培力中高齡女性獨立自主之能力。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女性學員為 11 位。 

110 年女性學員為 12 位。 

1. 協助婦女開發品牌：

邀請美術設計、品牌

建立或巿場行銷等專

業協助轉化成可訂製

1.至少 2 場次專家會議規

劃相關課程。 

2.辦理指導員培訓課程預

計 15 場次。 

中央：1,500 

地方：30 

合計：1,530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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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 

2. 辦理專家會議：規劃

車縫技能之培力課

程。 

 

1.3 推動托育服務(公共托育家園)，促進女性勞動參與率之提升。。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營運中的公共托育家

園，收托幼兒總人數為 72

人，男性為 40人，占 56%；

女性為 32 人，占 44%。 

110 年營運中的公共托育家

園，收托幼兒總人數為 96

人，男性為 38人，占 40%；

女性為 57 人，占 60%。 

1.透過非營利團體公共

參與管理方式，降低

家庭負擔與高品質之

服務，促進女性重回

職場之意願。 

2.收費金額：每月月費 1

萬元，扣除家長申請

每月 4,000 元托育費

用補助款，實際繳費

為 6,000 元。 

1. 110 年 12 月中旬已營運

的有 8 處公共托育家

園，預計至 111 年再增

加 6 處。 

2. 考量到公共托育家園收

托人數限制，也依需求

朝向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設置，111 年預計完成

北區光武里、北區成德

里及安南區和新市區公

設民營托嬰中心，共計

4 處。 

中央：0 

地方：38,642 

合計：38,642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填報居家托育管理及

培訓相關方案計畫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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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辦理企業五心職場認證計畫，鼓勵企業重視性別友善職場，平衡工作及家庭生活之品質。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男性勞動參與率

為 70.6%；女性勞動參與率

為 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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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評選本市績優單位 1 至

3 家，並公開表揚，以

鼓勵其他企業標竿學

中央：0 

地方：61 

合計：61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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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本市男性勞動參與率

為 68%；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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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2.2 提供補助企業、事業單位設置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營造友善家庭、婦女及兒童之環境。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男性勞動參與率

為 70.6%；女性勞動參與率

為 53.9%。 

110 年本市男性勞動參與率

為 68%；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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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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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每年補助案件需視事

業單位申請而定，故較無

法預先量化件數或補助金

額 

中央：24,600 

地方：250 

合計：24,850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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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針對本市育嬰留停期滿之勞工進行後續關懷，保障後續就業促進平等權益。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勞工申請育嬰留

停件數為 28,860 件。 

110 年本市勞工申請育嬰留

停件數----件。(勞保局尚

未公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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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抽查關懷 500 件次 中央：0 

地方：3 

合計：3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 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離，保障合理勞動條件，落實尊嚴與平等的勞動價值。 

3.1 針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加強落實企業性別勞動檢查，積極消除基於性別所產生的就業障礙及歧視。 

3.1.1 加強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檢查，保障性別工作權平等，貫徹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實質平等。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執行性別工作平等檢

查 923 場次。 

110 年執行性別工作平等檢

查 1,341 場次。(截至 12

月) 

1. 執行性別工作平等法

勞動檢查。 

1. 每年檢查量至少 500

件。 

 

本處負責檢查之人力為

22 名，111 年所編列預算

為 212(千元)。 

職安健康處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1.2 受理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申訴審議，防制就業歧視，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保障職場平權。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受理案件總數為 81

件，男性 6、女性 60 人、

其他性別 15。 

 

1. 設立就業歧視評議委

員會，評議就業歧視

及性別工作平等申訴

案件。 

1. 每年召開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 5 場次。 

 

中央：0 

地方：270 

合計：270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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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受理案件總數為 72

件，男性 10 人、女性 59

人、其他性別 3 人。 

2. 提供就業歧視及性別

工作平等相關之諮

詢、申訴、調查及審

議，以促進職場性別

工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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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教育、媒體與文化篇 

五、 計畫目標： 

培養全民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的觀念，消除各領域性別刻板印象、偏見、歧視，重視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建構性別平等社會文化。 

六、 推動策略： 

1. 推展及落實各場域、在職及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改善科系的性別隔離，提升全民性別平等意識。 

1.1 加強學校教職員性別平等意識，強化在職人員性別平等及多元文化知能。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教職員總人數

為 11,727 人，男性為

3,302 人，占 28.16%；女

性為 8,425 人，占

71.84%。 

110 年本市教職員總人數

為 11,862 人，男性為

3,323 人，占 28.01%；女

性為 8,539 人，占

71.99%。 

 

請增加領導人(校長)的性

別統計 

【特幼教育科-特教資源

中心】 

1.身障生性平教育實務

研習-提升教師、家長

及相關專人員對特殊

需求學生之性侵害與

性騷擾預防知能，增

進相關特教輔導與保

護知能。 

2.性別媒體素養多元觀

與桌遊應用實務研習-

透過桌遊應用方式，

增進教師及相關專業

人員有關性別平等教

育知能。 

1.消除性別歧視、偏見與刻板印

象之傳統文化與性別限制。  

2.營造平等、多元，重視性別人

權的友善文化與校園環境。 

3.建立性別平等教育組織，厚植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人力支援。 

4..厚植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建

立無性別歧視的教育環境，以

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5.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校園及社

區人身安全環境及性別相關議

題之輔導。 

6.建立校內與性別相關議題之危

機處理模式，視個案之特殊

性，邀請相關人士參與處理。  

7.性騷擾、性侵害之防治，校內

外教學與人際互動之專業倫理

中央：0 

地方：150 

合計：150 

教育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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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件處理之公平、正義。 

【學輔校安科】 

1.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教學工作坊及性別

平等教育「校安黃綠

紅：網路素養與認

知」到校宣導活動，

以提升學校教職員生

性別平等意識，降低

網路數位性別暴力等

事件。 

2.每年辦理臺南市中小

學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

專業人員初、進、高

階培訓，透過實例討

論、工作經驗分享、

分組研討激發調查專

業人員觀察校園性別

事件通報處理流程與

後續處遇工作之敏感

度，賡續調查專業知

能技巧。 

3.辦理性別事件案例研

討會及性平法規研

習，提升學校教職員

之法規素養及處理知

能。 

1.每年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

學工作坊計 2場次，性別平等

教育「校安黃綠紅：網路素養

與認知」宣導活動計 32 場

次，共計 34 場次。 

2.每年辦理臺南市中小學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專業人員初、進、高階培訓

共計 3 場次。 

3.每年辦理臺南市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法院判決案例

研討會 1 場次及性平法令宣導

研習 2 場次，共計 3 場次。 

中央：360 

地方：540 

合計：900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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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結合社區及民間資源，辦理多元文化及性別平等課程，提升民眾性別平等意識之提升及尊重多元之觀念。 

【新課綱】 

發展素養導向教學國中

小課程教案示例 

1.依十二年國民教育課

程綱要議題融入性別

平等教育議題學習主

題與實質內涵，開發

議題相關教案示例。 

2.彙整於本市國教輔導

團網頁提供本市性平

教育使用。 

3.辦理輔導員公開課、

共同備課，輔導員到

校諮詢服務公開課帶

領教師在課程中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理念。  

4.透過全市公開觀課，

帶領教師能教也願意

教性平，落實性別平

等素養教學。 

1.提升教師素養教學及課程開發

能力。 

2.發展教案提供學校教學參採運

用。 

3.融入性平實質內涵落實於課程

教學。 

4.落實性平教育共同備課、同儕

共學。 

中央：160 

地方：40 

合計：200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新住民總

人數 35,244 人，男性

為 2,699 人，占

7.66%；女性為

32,545 人，占

92.34%。 

1.將跨國婚姻、多元文化及

性別平等觀念，納入家庭

教育宣導，加強市民對政

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認

識。 

2.結合本市區公所及社區發

1.每年至少辦理 2 場次講座活

動。 

 

中央：84 

地方：11 

合計：95 

家庭教育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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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應高齡化社會，提供高齡者多元性之課程，並於課程規劃納入性別平概念，提升性別意識與轉化傳統刻板印象。 

110 年本市新住民總

人數 35,329 人，男性

為 2,796 人，占

7.91%；女性為

32,533 人，占

92.09%。 

展協會共同辦理，增進民

眾對於多元文化之認

識。。 

109 年本市總人口數

為 1,874,917人，男

性為 933,869人，占

49.81%；女性為

941,048 人，占

50.19%。 

110 年本市總人口數

為 1,863,435人，男

性為 927,924人，占

49.80%；女性為

935,511 人，占

50.20%。 

1.辦理「翻轉性別你我他」

活動，針對學生、家長及

社區民眾講解 CEDAW 與台

灣女孩日相關議題課程，

消除男女任務之任何定型

觀念。。 

1.每年至少辦理 6 場次。 

 

 

中央：82 

地方：5 

合計：87 

家庭教育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辦理講座針對中高齡婦女

朋友及其家人對性別平等

議題及婦女權益，有更深

層次體會與學習。 

 

1.每年至少辦理 6 場次。 中央：54 

地方：0 

合計：54 

家庭教育

中心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樂齡中心參

與者共 168,885 人

次，男性為 37,233 人

次，占 22.05%；女性

為 131,652 人次，占

77.95%。 

110 年本市樂齡中心參

與者共 112,069 人

1.於樂齡多元課程、議題

中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2.課程規畫朝中性化設

計，提升男性學員參

加。 

1.課程融入性別平等概念至少 10

堂課。 

2.男性學員參與課程或活動年增

加 500 人次。。 

中央：15,500 

地方：2,000 

合計：17,500 

教育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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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藉由播放性別議題相關影片、說故事繪本活動等軟性性別教育，提升本市家長及孩童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幼年人口總

人數為 21 萬 9,828

人。 

110 年本市幼年人口總

人數為 17 萬 4,457 人

(截至 10 月) 

【民治文化中心管理科】 

辦理性別平等、多元性別等

相關議題書展 

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書展 中央： 

地方：1000 

合計：1000 

文化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臺南市立圖書館】 

1.擇選性別議題片單、書

單，邀請專家學者，辦理

主題書展、講座、影片欣

賞和說故事活動，藉此提

1.辦理 20 場以上性別相關議題

活動。 

2.性別相關議題活動參加人數達

600 人次。 

中央： 

地方：25 

合計：25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次，男性為 25,017 人

次，占 22.32%；女性

為 87,052 人次，占

77.68%。 

註：相較於 109 年度，

110 年度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縮小規模復課

等因素，以致招生不

易，期望 111年能恢復

正常，逐步提升。 

109 年本市松柏學苑參

與者之長者共 3,176

人，男性為 936 人，女

性為 2,240 人。 

110 年本市松柏學苑參

與者之長者共 3,141

人，男性為 895 人，女

性為 2,246 人。。 

以多元性的課程(生活語文

類、書畫藝術類、手作藝

術類、健康律動類)，鼓勵

長者樂活學習 

1. 課程融入 CEDAW 宣導至少 25

堂課，提升性別意識。 

2. 課程規劃增加健康促進、益智

桌遊類別等課程，增加課程多

元趣味性，提升男性學員參

加。 

中央：0 

地方：4,012 

合計：4,012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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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民眾之性別平權意識。 

2.辦理性別相關議題活動

時，運用相關性別平等教

材進行宣導。 

1. 辦理講座及親子讀書會

幫助家長了解媒體對性

別教育的影響，提升性

別平等意識，並將平權

理念落實於生活。 

1. 每年至少辦理 30 場次。 中央：240 

地方：0 

合計：240 

教育局-家

庭教育中

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2.透過多元管道向本市媒體從業人員宣導性別意識與數位性別暴力之認識，提升媒體性別素養及促進製播具性別觀點且多元的內容。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府匡列之新聞

媒體連繫人員名單 300

人，男性 120人，占

40%；女性 180人，占

60%。 

110 年本府匡列之新聞

媒體連繫人員約 275

人，男性 110人，占

40%；女性 165人，占

60%。 

1.利用本市媒體從業人員餐

敘之場合，透過影片、廣

告或文字等形式，向媒體

從業人員進行宣導，提升

媒體性別素養。 

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該宣導活動係用媒體

餐敘之會場進行，並無

特別框列宣導費用且宣

導素材係免費利用) 

新聞及國

際關係處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消除文化、禮俗、儀典及傳統觀念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歧視，提升不同性別者的可見性及主體性，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及獨特性。 

3.1 於本市景點導覽路線增加性別景點及增加性別景點散步路徑之導覽，透過導覽活動消除民眾對於傳統文化之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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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74,917 人，男性為

933,869 人，占

49.81%；女性為

941,048 人，占

50.19%。 

110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63,435 人，男性為

927,924 人，占

49.80%；女性為

935,511 人，占

50.20%。 

1.培訓本市導覽員對於性

別景點之專業解說知

能。 

2.辦理性別景點或性別景

點散步路徑知導覽。 

1.至少辦理 1 場次導覽員性別景

點解說培訓課程。 

2.至少辦理 1 場次性別景點或性

別景點散步路徑導覽解說。 

中央：0 

地方：6,612 

合計：6,612 

觀光旅遊

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2 於傳統禮俗-16 歲成年禮提升女性參與率並融入性別平權觀念。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註：青少年滿 16 歲即

可參加。 

109 年本市參加總人數

為 250 人，男性為 163

人，占 65%；女性為 87

人，占 35%。 

110 年本市參加總人數

200 人，男性為 92

人，占 46%；女性為

108 人，占 54%。 

1. 參加青少年不限男女，

於傳統「祭祀七娘、拜

床母、燒紙橋、鑽轎

腳 」祭典儀式中，規劃

融入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並提升女性青少年參與

活動意願。 

1. 每年皆辦理 1場次。 

註：110 年因受疫情影響，受室

外 100 人之限制，此次採分流

方式，共為二梯次各 100 人 

 

中央：0 

地方：990 

合計：990 

民政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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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針對殯喪業者辦理性別平等研習，建立並定期檢討殯葬服務業評鑑評分表的性別平等評鑑指標，並獎勵具性別意識且執行良好的

文化禮俗儀典服務業者。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殯葬業者共

100 人，男性為 44

人，占 44%；女性為

56 人，占 56%。 

110 年本市殯葬業者共

75 人，男性為 38 人，

占 51%；女性為 37

人，占 49%。 

1.邀請講師針對殯葬自主議

題以講座方式深入探討現

代喪禮新觀念，導入性別

主流化觀念，翻轉傳統殯

葬以男為主思維，並藉由

評鑑委員分享殯葬評鑑實

務經驗以提升本市評鑑成

效，提升殯葬服務品質。 

 

1.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課程。 

 

中央：0 

地方：20 

合計：20 

民政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4 於本市各項文化活動融入性別元素，提升不同性別者於文化的可見性與主體性。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文化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4.認識、尊重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倡導婚姻及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價值，型塑平權的家庭環境。 

4.1 規劃於年度聯合婚禮新人說明會，向新人宣導婚姻及家庭中平等互惠之家務分工，促進平權家庭環境之型塑。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參加新人共

106 人，生理男性 51

人，占 49%；生理女性

54 人，占 51%。 

1.針對參加聯合婚禮之新人

邀請家庭教育中心講師向

新人宣導婚姻與家庭性別

平權觀念。 

1.每年開放 100對新人參加。 

註：110 年因受疫情影響，開放

報名上限為 40對新人 

中央：0 

地方：100 

合計：100 

民政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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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結合民間資源，辦理性別與家庭課程活動，培養市民認識多元化的家庭型態，消除其性別歧視。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74,917 人，男性為

933,869 人，占

49.81%；女性為

941,048 人，占

50.19%。 

110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63,435 人，男性為

927,924 人，占

49.80%；女性為

935,511 人，占

50.20%。 

1. 辦理講座增進民眾對於

多元性別者（含不同性

傾向、性別認同）之生

活處境，以及多元型態

家庭之認識與尊重。 

 

1.每年至少辦理 2 場次。 中央：80 

地方：0 

合計：80 

家庭教育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5. 因應本府登月計畫辦理月經教育，破除月經污名。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學年度本市轄管國

中小學生總人數為

1.結合國教輔導團到校服

務，以國中小健康與體育

1.辦理教學到校服務 4 場次。 

2.辦理月經教育教材及教學演

中央：0 

地方：100 

教育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10 年本市參加新人共

68 人，生理男性 34

人，占 50%；生理女性

34 人，占 50%。 

請增加同性伴侶統計數

據 

2.聯合婚禮與說明會相關之

文宣、報名表單須符合多

元家庭之元素。 

 請填報婚前教育或針對新婚

伴侶家庭教育方案計畫 

  家庭教育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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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46 人，男性

65,670 人，占

51.85%；女性 60,976

人，占 48.15%。 

110 學年度本市轄管國

中小學生總人數為

129,187 人，男性

66,691 人，占

51.62%；女性 62,496

人，占 48.38%。 

領域及性別平等議題教學

內容為本，提升教師進行

性教育、破除月經污名教

育及尊重女權觀念教學知

能，並落實於課程教學。 

2.辦理月經教育教材及教學

演示，以提升教師運用相

關媒材之教學知能。 

3.結合本市性別平等月，各

校以多元形式，例如演

講、徵文、戲劇等方式，

向學生宣導破除月經污名

教育及性別平權。 

示 2 場次。 

3.性別平等月破除月經污名教

育及性別平權宣導計 272 間

學校參與。 

合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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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七、 計畫目標： 

加強性別暴力防治觀念宣導及相關業務人員專業知能，積極營造性別友善社會，打造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八、 推動策略： 

1. 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暴力之認知，加強性別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對性別暴力專業知能，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1.1 藉由社會教育及宣導，提升民眾對於性別暴力的認知，降低性別暴力迷思。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135,099 人，男性為 65,881 人，

占 48.76%；女性為 69,218 人，

占 51.24%。。 

110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79,147

人，男性為 40,735 人，占

51.47%；女性為 38,412 人，占

48.53%。(統計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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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針對本市社區民

眾自辦宣導至少

1 場次。 

2.針對本市移民或

勞工等單位合辦

外籍移工、新住

民宣導，各 1場

次。 

3.針對本市各級學

校師生宣導性犯罪

防治達轄區學校總

數五分之一以上。 

中央：0 

地方：326 

合計：326 

警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09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20,909

人，男性為 9,682 人，占 46 %；

女性為 11,227人，占 54 %。 

110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7,887

人，男性為 3,788 人，占 48 %；

女性為 4,099人，占 52 %。 

1. 團體宣導：校園、社區及

機構可填寫申請單，向家

防中心提出申請，家防中

心將透過中心志願服務

隊、防暴防治退休菁英宣

導團、小紅帽教育宣導志

1.每年團體宣導至

少辦理 50 場

次。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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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團及社會工作師(員)及

社會工作督導(員)深入各

社區、校園及機構，針對

般民眾或校園學童等非屬

責任通報人員以設攤、宣

導、演講或戲劇等方式進

行宣導。 

2. 電台傳播：對象為大臺南

地區民眾，並與建國廣播

電台合作，宣導主題為家

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

治、性騷擾防治、兒童及

少年保護、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人口販運防

制，由中心各組督導擔任

宣講人員。 

109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3,669

人，男性為 1,554 人，占 

42.35 %；女性為 2,115 人，占

57.65%。 

110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2,667

人，男性為 1,147 人，占 43 

%；女性為 1,520 人，占 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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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年至少辦理 10

場次宣導。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09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720

人， 

男性為 520 人，占 72.22%；女性

為 200 人，占 27.78%。 

110 年宣導受益總人數為 510

人，男性為 241 人，占 47.25%；

女性為 269 人，占 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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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年至少辦理

10 場次。 

2. 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 

中央：0 

地方：240 

合計：240 

教育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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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辨識與輔導研習，強化

網絡人員敏感度及後續處

遇工作。 

 

1.2 藉由在職繼續教育，強化性別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對性別暴力專業知能。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專責性別暴力社工總

人數為 105 人，男性為 29 人，

占 28 %；女性為 76 人，占 72 

%。 

110 年本市專責性別暴力社工總

人數為 107 人，男性為 28 人，

占 26 %；女性為 79 人，占 74 

%。 

1.保護性業務外聘團體督

導：為發展更有深度與廣

度的個案管理工作，特聘

請外聘督導，並透過外聘

督導機制，強化第一線實

務工作人員及社會工作督

導的自省與專業成長，提

昇個案服務品質。 

2.辦理特殊個案研討會議：

針對網絡中爭議案件，邀

請專家學者及網絡單位共

同研擬解決策略及建立合

作模式。 

3.辦理社政專業訓練：針對

網絡共通性問題辦理網絡

專業訓練，另針對社政第

一線社工人員邀請專家學

者及外聘督導進行專業訓

練及督導，藉以提升專業

知能及被害人服務品質。 

1. 保護性業務外聘

督導、特殊個案

研討會議、社政

專業訓練至少辦

理 10 場次。 

 

中央：0 

地方：1,000 

合計：1,000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09 年本市醫事人員總人數為

27,823 人，男性為 7,654 人，占

27.5%；女性為 20,169 人，占

72.5%。 

1.針對醫事人員辦理教育訓

練課程，提升醫事人員對於

家庭暴力案件危險辨識敏感

度，性侵害驗傷採證技巧、

1.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訓練。 

 

中央：10 

地方：10 

合計：20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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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本市醫事人員總人數為

28,502 人，男性為 7,846 人，占

27.5%；女性為 20.656 人，占

72.5%。 

相關評估表單填寫正確性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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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服務

內容以期降低被害人之不安

及焦慮，增進接受服務之意

願並保障被害人相關權益。 

 

110 年本市員警性別暴力專業人

員(統計至 110年 10 月 31 日) 

1.分駐(派出)所基層員警：總人

數計 1,791 人，其中男性

1,596 人，占 89.11%；女性

195 人，占 10.89%。 

2.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人員：總

人數計 103 人，其中男性 70

人，占 67.96%；女性 33 人，

占 32.04%。 

3.各分局防治組組長、家庭暴力

防治官及婦幼警察隊員警：總

人數計 66 人，其中男性 46

人，占 69.70%；女性 20 人，

占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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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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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

各辦理教育訓練

1 場次，參訓人

數估計 1,000人

次。 

2.性侵害案件專責

處理人員：每半

年各辦理教育訓

練 1 場次，參訓

人數估計 80 人

次。 

3.各分局防治組組

長、家庭暴力防

治官及婦幼警察

隊員警：每半年

各辦理教育訓練

1 場次，參訓人

數估計 50 人

次。。 

中央： 

地方：357 

合計：357 

警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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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除對性別暴力被害人的歧視，提供充足保護、法律、福利、心理與就業支持，協助其經濟及生活獨立。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全年本市警政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被害者共 5,088 人，男性

為 1,416 人，占 27.83%；女性為

3,672 人，占 72.17%。 

110 年本市警政家庭暴力事件通

報被害者共 4,980 人，男性為

1,405 人，占 28.21%；女性為

3,575 人，占 71.79%。（統計至

110 年 10月 31日。 

1.依據「警察機關執行家庭

暴力相對人訪查計畫」加

強對家暴加害人查訪約制

告誡。 

2.本局針對婦幼案件發生態

樣及對社會的影響性、新

聞性等區分，將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案件

依暴力危險等級及被害人

人身安全危害程度分為 3

級(DV1、DV2、DV3)，依不

同分類研擬相對因應措

施，精進各項防治作為，

以有效防範案件發生。 

1. 針對分級列管之

家暴相對人查訪

約制比率

100%。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警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09 年全年本市性侵害加害人登

記報到列管人數總人數 340人，

男性為 335 人，占 98.53%；女性

為 5 人，占 1.47%。 

110 年本市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

到列管人數總人數 360 人，男性

為 355 人，占 98.61%；女性為 5

人，占 1.39%。（統計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1.加強訪查受保護管束之性

侵害犯罪加害人，並將查

訪情形按月函復地檢署，

有效管控，避免再犯。 

2.如期完成加害人登記報到

相關作業(辦理登記報到、

函送裁罰及函報轉送偵辦

等)。 

3.每月公告具高再犯危險之

性侵害加害人人數，並依

衛生局評估結果，調整列

管之性侵害加害人查訪頻

率確實查訪。 

1. 如期完成加害人

登記報到相關作

業（辦理登記報

到、函送裁罰及

函報轉送偵辦

等），年度完成

度以 100%為目

標。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警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26 
 

4.積極查(明)獲未依規定報

到行方不明或已通緝性侵

害加害人，避免其再次犯

案。 

109 年委託民間安置服務共 51

人，男性為 6人，占 12 %；女性

為 45 人，占 88 %。 

110 年委託民間安置服務共 56

人，男性為 2人，占 4 %；女性

為 54 人，占 96 %。 

1.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庇護安

置服務方案： 

(1) 為遭受家庭重大變故

或受虐之少女或婦女

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

24 小時緊急庇護服

務，滿足基本生活所

需，緩和其焦慮不安

情緒，使身體及心理

壓力獲得緩解。並營

造一個與家庭環境相

似的家園氛圍，使少

女及婦幼透過有規律

的生活安排和照顧，

培養和加強其自我照

顧和獨立能力。 

(2) 個管服務：以個案管

理方式，協助婦女處

理子女安排、就業、

就醫、租屋及相關福

利補助申請等事宜，

並針對其因暴力所造

成創傷壓力等症狀提

供輔導服務及連結心

理衛生及諮商輔導資

源。社工與婦女共同

1. 委託民間安置服

務 50 人，提供

600 人次以上服

務。 

 

中央：2,180 

地方：3,540 

合計：5,720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

中心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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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並協助擬定其個

人目標，發展解決問

題的能力，強化社會

支持網絡，且藉由生

活上的關懷與互動，

讓案主重新體會人的

尊嚴，並在離園時轉

介後續追蹤服務單

位，確保服務的連貫

性。 

(3) 危機因應及人身安全

維護：協助連結網絡

資源、法律服務協

助、保護令聲請及家

園的安全維護等，並

與婦女討論、協助其

訂定在家園中及遷出

後的安全計畫評估指

標，以確保婦女的人

身安全。 

(4) 隨母進住之未成年子

女：協助兒童托育、

就醫、因應開庭之準

備及情緒適應、心理

諮商輔導及相關福利

補助申請等事宜，協

助發展因應暴力的能

力，針對學齡兒童協

助了解安全計畫（例

如獨立租屋、轉校），

並在離園時轉介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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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服務單位，確保

服務的連貫性。 

(5) 協助少女及婦幼提升

自尊自信、強化解決

問題的能力，使其潛

能得以發揮。 

2.與 5 家旅館簽訂「保護性

個案臨時短期特約住宿服

務」契約，提供保護性個

案臨時短期特約住宿服

務。 

 

3. 提升法制人員性別平等意識，建立具性別正義的法律環境。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府法制人員總人數 58

人，男性為 28人，占 48%；女性

為 30 人，占 52%。 

110 年本府法制人員總人數 60

人，男性為 28人，占 47%；女性

為 32 人，占 53%。 

1.針對法制人員辦理性別平

等課程，提升法制人員性

別平等意識。 

 

1.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課程。 

 

中央：0 

地方：9.6 

合計：9.6 

法制處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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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健康、醫療與照顧篇 

九、 計畫目標： 

積極推動性別友善的醫療與照顧環境，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確保女性普遍享有健康權利，提供性別友善的健康照顧及家

庭支持服務。 

十、 推動策略： 

1. 建構性別友善的健康、醫療與照顧的職場環境，改善勞動條件及性別隔離，加強人員的性別平等意識。 

1.1 推動醫療共享決策，監測女性參與情形。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女性病患參與醫療共享決

策人數為 5,536 人，占

70.04%；男性為 2,368 人，占

29.96%。 

110 年女性病患參與醫療共享決

策人數為 5,536 人，占

70.04%；男性為 2,368 人，占

29.96%。 

1. 不定期請醫院提供 SDM 

性別、年齡組成資料。 

2. 加強醫事人員疾病性別差 

異觀念 

3. 輔導醫院針對疾 病性別

差異給予不同醫療資源分

配。 

1.預計 111 年度女性病

患參與醫療共享決策人

數達 6,000 人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2 加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性別課程，培養醫療機構從業人員性別意識。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醫事人員總人數為

27823 人，男性為 7654 人，占

27.5%；女性為 20169 人，占

72.5%。 

1.針對醫事人員辦理性別平

等課程。 

 

1.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

課程。 

 

中央：4 

地方：0 

合計：4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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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本市醫事人員總人數為

28502 人，男性為 7846 人，占

27.5%；女性為 20656 人，占

72.5%。 

 

2. 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減少社會文化成因造成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威脅。 

2.1 依據不同地區、族群、性別、年齡及多元群體之健康世代需求，規劃符合具性別觀點、自主性及可近性之健康方案。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接受免費心理諮商 總 

人口數為 910 人，男性為 289 

人，占 32 %；女性為 621 人，

占 68 %。 

110 年本市接受免費心理諮商總 

人口數為 979 人，男性為 312 

人，占 32 %；女性為 667 人，

占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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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回自我及再出

發前進的力量。 

1. 預計受益人數達 500

人次。 

 

中央：0 

地方：59 

合計：59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填報原住民族健康方案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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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報身心障礙降康方案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2.2 加強推動高齡者身心健康服務與提升服務提供者專業知能，提高高齡者健康管理知能。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高齡總人口數為

309,271 人，男性為 142,045

人，占 45.9%；女性為 167,226

人，占 54.07%。 

110 年本市高齡總人口數為

320,435 人，男性為 147,238

人，占 45.95%；女性為 173,197

人，占 54.05%。 

1.辦理長者心理健康及自殺

防治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2.辦理長者憂鬱症篩檢。 

3.提供或轉介長者心理諮詢

服務。 

1. 辦理 2 場次/年，人

數達 100 

人，滿意度達 90%，有

提升認知度。 

2. 女性憂鬱症篩檢量表

達 1,000 

人次。 

3. 長者心理諮詢服務

量能比前一年 (110 

年)提高 5%。 

中央：20 

地方：30 

合計：50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填報針對長照員、社工員

繼續教育課程培力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 充權女性生育相關健康議題與自我保健，建構性別友善的生育安全與支持環境。 

3.1 提供多元女性健康醫療服務與生理健康知識，營造女性友善醫療環境。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生育率為 23% 1.辦理「哺乳媽媽經」活 1.每年至少辦理 4 場次 中央：75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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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本市生育率為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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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媽媽經活動 地方：0 

合計：75 

□創新性方案 

109 年本市青壯年及老年人口總

數為 1,651,433 人，男性為

817,969 人，占 49.5%；女性為

833,464 人，占 50.5%。 

110 年本市青壯年及老年人口總

數為 1,645,641 人，男性為

814,933 人，占 49.5%；女性為

830,708 人，占 5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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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3.大腸癌篩檢涵蓋率達

46%。 

中央 2,030 

地方：0 

合計：2,030 

衛生局  

 請填報身心障礙女性相關方

案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2 推動生育相關服務方案，建構友善安全的生育環境。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坐月子中心為 7 家。 

110 年本市坐月子中心為 7 家。 

1.為確保本市母嬰安全照護

環境，本局每年聯合工務

局、消防局及消保室辦理

坐月子中心聯合稽查。 

2.每年辦理 2 次坐月子中心

聯合稽查。 

1.查核率達 100%。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109 年本市參加坐月子服務人員

培訓總人數為 26 人，男性 1 

人，占 3.85%；女性 25 人，占

96.15%。 

110 年本市參加坐月子服務人員

1.辦理坐月子服務人員職業

訓練課程，培育產後照顧

服務人員，提供產婦坐月

子期間可有另一種服務選

擇。 

1.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

培訓課程。 

 

中央：2,157 

地方：0 

合計：2,157 

勞工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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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總人數為 49 人，男性 0

人，占 0%；女性 49 人，占

100%。 

 

 1. 推展到宅坐月子媒合平台

計畫 

2. 居家安胎計畫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4. 提升健康/醫療/照顧過程中的自主性，發展不同性別者生周期各階段的健康資訊與服務，特別關注不利處境者的需求與服務可及性。 

4.1 提供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符合多元族群與家庭之需求。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在台之新住民配偶人

數(不含中國及港澳地區)共有

18,844 人，男性新住民配偶為

9,345 人，占 49.6%；女性新住

民配偶為 9,499 人，占 50.4%。 

110 年本市在台之新住民配偶人

數(不含中國及港澳地區)共有

14,076 人，男性新住民配偶為

6,970 人，占 49.5%；女性新住

民配偶為 7,106 人，占 50.5%。 

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

暨培訓計畫 

1. 於社區中召募具有有熱誠

助人意願，又得到家人支

持的新住民婦女，協助來

自相同國家的新住民婦女

順利適應本國生活，提昇

其走出家庭、融入社區服

務及基礎健康照護技巧。 

2. 辦理衛生保健通譯員訓

練，給予從事衛生所的生

育保健相關通譯工作培

訓，並協助發現及追蹤技

巧，以提升來自相同國家

的新住民婦女順利融入本

國生活的能力，通譯員必

須了解跨國文化之差異，

了解本國對新住民之相關

政策，進而有效充當服務

1.辦理新住民納入全民

健保；提供設籍前未

納保新住民婦女之產

前檢查補助宣導 37

場。 

2.通譯員及生育保健通

譯員、工作人員進階

教育各 1 場，以提供

多元化生育保健服

務。 

3.新住民生育健康指導

及諮詢檢核達成率

98% 

中央：2,714.4(新住民

發展基金補助) 

地方：0 

合計：2,714.4 

衛生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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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的衛生保健橋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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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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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針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發展多元服務方案，滿足其需求與服務可近性。(新增)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臺南市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

支持與練習研習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

向支持計畫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照顧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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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112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 

環境空間與交通篇 

十一、 計畫目標： 

城市空間與交通規劃設計納入性別觀點及通用設計概念，回應不同性別者及不利處境者的基本需求，建構性別友善城市空間。 

十二、 推動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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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顧及不同性別、年齡及區域之需求。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公車共有

398 輛、候車亭數量共

有 643 座。 

110 年本市公車共有

419 輛、候車亭數量共

有 714 座。 

1.針對本市 5 家客運業者辦理公車

稽查工作，包含車上各項軟硬體

設施，並針對車上及候車亭照明

光源加強檢視，以提供夜間充足

之光源，增加各群體乘車安全

性。 

1.每年至少辦理 15 場次稽

查工作。 

 

中央：0 

地方：0 

合計：0 

(由本處同仁定期辦理

稽查工作，爰無編列相

關經費) 

交通局-公

共運輸處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截至 110 年 12月： 

1.本市轉運站共有 4

座，其中 4 座有設置

無障礙設施(比例

100%)。 

2.本市臺鐵站前優化工

程共有 8 處，其中 8

處有設置無障礙設施

(比例 100%)。 

3.因應部分站位候車民

眾使用需求，共有

60 座候車亭設置無

障礙設施。 

1. 於新建轉運站及臺鐵站前優化工

程，相關性別及年齡友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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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預計於每座轉轉運站設

置無障礙廁所至少 1

處、無障礙坡道(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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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455 

地方：80 

合計：535 

(語音播報設施部分_ 

交通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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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0 年 12月： 

1.敬老卡(含原民卡)，

使用人次共

1,849,653 人次 

2.愛心卡及愛心陪伴使

用人次共 748,526 人

次。 

3.小黃公車共 12條路

線、班次數 54,069

班、搭乘人次

500,039 人次。。 

1.檢視本市公車票價優惠方案，本

市就學學生使用電子票證搭乘公

車可享學生卡優惠，另設籍本市

且年滿 65 歲老年人使用敬老卡則

可免費搭乘大台南公車。 

2.為提升偏鄉地區服務，並考量部

分山區偏鄉需求較為分散且不

定，於玉井區(綠 20、綠 20-1、

綠 21)、白河區(黃 10-1、黃 12-

1 黃、14-1、黃 15)、左鎮區(綠

28)、關廟區(紅 11、紅 12、紅

13)、大內區(橘 21)推動小黃公

車，提供時間、空間較具彈性的

運輸服務。 

1. 預計票卡使用人次達

300 萬人次。 

2. 預計推動於北門、將

軍、七股等海線地區建

置小黃公車以填補運輸

縫隙缺口。 

中央：12,610 

地方：118,213 

合計：130,823 

交通局 

愛心卡及

愛心陪伴

卡核發係

由社會局

權管，建

請改由社

會局填列 

敬老卡、

原民卡核

發係由社

會局權

管，建請

改由社會

局填列)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把小黃公車單獨提列出來   交通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填報低地板公車   交通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請填報復康巴士   社會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2. 持續推動公共場所多元友善之設置，營造性別友善之公共環境。(請增加無障礙的部分)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截至 110 年 11月：本

市列管公共廁所建檔管

理座數計 5,734 座，列

管個數計 15,083 個，

男廁 5,077 個，占

34%；女廁 8,132 個，

1.清查盤點及建檔管理各類型場所

公廁，並於綠網中完成建檔管

理。 

2.進行公廁分級管理與評鑑： 

(1)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立

之公廁分級制度，分為特優

1. 110 年爭取中央競爭型

經   費補助款，改善

本府轄下公廁 72 座

（性別友善廁 2 座、親

子廁 5 座） 

2. 今（110）年 11 月底止

中央：2,694 萬元 

地方：781 萬 6,717 元 

合計：3,475 萬 6,717

元 

環境保護

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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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4%；不分男女

1,874 個，占 12%。 

級（95 分以上)、優等級

（94-86 分)、普通級等三級

（85 分以下) 。 

(2)  經檢查未達 80 分以上者

（即未合格），列冊管理，加

強複查，如經通知改善後複

查仍未達 80 分以上或其他情

節重大者，依本市環境清潔

自治條例第 11條暨臺南市公

共廁所清潔維護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 

3. 建置公廁即時通報系統。以二維

條碼方式，提供民眾連結至容易

使用操作界面，使民眾得以即時

反映公廁問題，以便管理單位及

環保局即時到場處理 

4. 針對本市巡查成績不佳公廁之管

理單位，除依規定告發處分外，

其管理人員需強制參加「清掃學

習實做教育訓練」 ，以提升

整體環境達到永續優質環境生活

環境品質。 

5. 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優質公

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改善公

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6

年期)，補助地方政府修繕改建

公部門轄管公廁，預計前三年

(108-110)規劃以觀光景點、公

園等人潮眾多處所公廁為重點改

善對象。 

巡查本市公廁，18661

座次，優等級以上比例

91%。 

109 年本市觀光人數共 1. 針對本局轄管公廁進行既有設施 1. 本局德元埤荷蘭村進行 中央：3,300 觀光旅遊 □經常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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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萬人次。 

110 年本市觀光人數共

746 萬人次。(截至 10

月) 

更新(更換管線、馬桶、化糞池

等)，並評估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之可行性，並視預算設置之。 

公廁整修，新增 2 座親子

廁間，提供家庭遊客更舒

適與安全的如廁體驗;增設

男女廁間數，減少遊客排

隊上廁所的時間。並於每

間廁間設立穆斯林友善設

施(淨下設備)，達到實質

文化包容性同時提高整體

觀光旅遊品質。 

地方：820 

合計：4,125 

局 □創新性方案 

109 年本市轄管之公園

總共 512 處，親子及特

色公園共 7 處。 

110 年本市轄管之公園

總共 527 處，親子及特

色公園共 11 處。。 

針對本市親子及特色公園推動計

畫，今年(110 年)有 3 座特色公園

正在施工中，另有 3 座特色公園正

在辦理規劃設計。 

1. 預計 111 年新增完工親

子及特色公園 3 座及進

行規劃設計公園 7 座，

預計 111 年本市將有 14

座已完工親子及特色公

園。 

中央：0 

地方：155,087  

合計：155,087 

工務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3. 推動無障礙騎樓及路面整平計畫，提供不同性別及群體者安全友善之行徑空間。 

性別統計 內容及作法 成效指標 經費預算(單位：千元) 辦理單位 備註 

109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74,917 人，男性為

933,869 人，占

49.81%；女性為

941,048 人，占

50.19%。 

110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1,863,435 人，男性為

927,924 人，占

49.8%；女性為

935,511 人，占

50.2%。(統計至 110 年

騎樓整平計畫： 

1. 將高低不平騎樓路段整平或順

平，讓行人有舒適無礙良好步行

空間。 

2. 結合民政局進行宣導、警察局加

強騎樓違規障礙物之執法取締工

作。 

1.預計 111 年完成 500M 改

善 

2.112 年完成 500M 改善。 

中央：111 年 6,400 

      112 年 6,400 

地方：111 年 1,600 

      112 年 1,600 

合計：111 年 8,000 

      112 年 8,000 

工務局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路面整平計畫： 

1.台南市除緊急搶修及民生接管等

情形外，新鋪路面一年內不准開

挖，路平專案路面三年內不准開

挖，同時加強整合新建房屋及計

1. 預計 111 年完成 15 條

路面改善 

2. 112 年完成 18條路面改

善。 

中央： 

地方：111 年 435,000 

      112 年 435,000 

合計：111 年 435,000 

      112 年 435,000 

□經常性方案 

□創新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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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畫型挖掘案件，減少重複挖掘，

並已開發智慧型整合平台未來將

利用 GIS 資料主動套疊禁挖管

制，自動提醒相關單位配合，以

減少民眾誤解與抱怨。 

2.道路在車輛不斷通行碾壓及加上

道路亦有使用年限，依道路的重

要性、需求性及安全性，永續的

逐一執行路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