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111-112年婦女福利與權益工作計畫

壹、 願景

依據憲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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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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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之憲政精神，落實推動新竹縣婦女福利與權益，強化婦女各項

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營造新竹縣為性別友善城市。

為提升新竹縣婦女福利與權益，中長程目標以「參與」、「健康」、

「成長」、「安心」之四大面向做為推動主軸，關注不同面向婦女之需求、

身心健康與社會健康情形，也期透過政府資源以及公私部門協力，提供多元

豐富的休閒學習活動，鼓勵婦女成長與學習，增進婦女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

提升婦女地位實質平等，此外，也積極營造安心生活環境，建構婦女經濟安

全、托育支持與人身安全，落實推動新竹縣婦女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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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社會健康：社會（社交）健康是能夠
　　　　　　　　　　與他人和諧共處，並與社

　　　　　　　　　　會制度和道德觀念相融合

社會參與：係指鼓勵婦女從事社會活動
　　　　　　與人互動，例如擔任志工、

　　　　　　參加成長學習與休閒活動等。

公共參與：指婦女參與公共事務，進而能
　　　　　　進入決策階層發揮影響力。



貳、 需求分析：

　　依據新竹縣戶政服務網 110年 12月統計資料來看，新竹縣總人口數共

計 57 萬 5,580 人，女性人口為 28 萬 1,829 人(48%)，男性人口為 29 萬

3,751 人(52%)，新竹縣整體來看目前是男性多女性的城市，亦因產業結構

的特殊性而，城市平均年齡 39.4歲，屬全國第二年輕的城市，人口淨遷入

率是全國之冠，是個充滿活力年輕的城市。從年齡組成分析， 30歲至 49

歲間不分男性女性皆是人口數最多時期，佔人口比率為 32.3%，此時期女性

人口數占了女性總人口數的 65.9%，如何針對這些女性提出符合需要的服務，

是需思考與規劃的。另外，若依照年齡層分組來看，60歲至 69歲女性人口

占該年齡組的49%，從此年齡組開始女性人口數產生接近持平並朝漸趨高於

2

成長學習管道

休閒活動

關注不同

面向婦女

關注不同

面向婦女

健康健康

成長成長

安心安心

參與參與

經濟安全

托育支持

人身安全



男性的變化，70歲至 79歲女性人口占該年齡組 52%，並占比持續拉大，90

歲至 99歲女性人口占該年齡組 57%，100歲以上女性人口占該年齡組 64%，

資料顯示出隨著年齡增加，女性人口占比愈高，另外，若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全球資訊網資料，從 103年至 107 年間新竹縣 60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資料

來看，女性人口數超越男性的年齡雖年度間有些微差異，但都存在於 65歲-

69歲以及 70歲-74歲間，且隨著年齡增加女性占比愈高，這些數據皆顯示

新竹縣高齡人口女性高於男性，因此，高齡女性的需求是需關注的重點。

表一：110年 12月 新竹縣人口性別比-10歲年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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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男性人口數 占比 女性人口數 占比 合計

0~9歲 31,825 52% 29,866 48% 61,691

10~19歲 32,060 52% 29,086 48% 61,146

20~29歲 39,463 53% 35,351 47% 74,814

30~39歲 44,006 52% 41,106 48% 85,112

40~49歲 50,115 50% 50,592 50% 100,707

50~59歲 42,298 52% 39,658 48% 81,956

60~69歲 30,658 51% 29,181 49% 59,839

70~79歲 14,210 48% 15,486 52% 29,696

80~89歲 7,571 44% 9,458 56% 17,029

90~99歲 1,514 43% 1,991 57% 3,505

100歲以上 31 36% 54 64% 85

資料來源:依據新竹縣政府民政處官網 110年 12月人口統計資料

表二：新竹縣60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5歲年齡組

表二：新竹縣60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5歲年齡組

110年新竹縣60歲以上高齡人口數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94 95～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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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

數 33,490 26,349 17,896 11,800 10,909 6,120 2,812 693 85

男性 17,456 13,202 8,674 5,536 4,949 2,622 1,235 279 31

女性 16,034 13,147 9,222 6,264 5,960 3,498 1,577 414 54

109年新竹縣60歲以上高齡人口數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94 95～99 100+

總人口

數 32,490 25,511 15,964 12,523 10,508 6,029 2,698 627 79

男性 16,923 12,727 7,763 5,892 4,769 2,633 1,187 243 28

女性 15,567 12,784 8,201 6,631 5,739 3,396 1,511 384 51

108年新竹縣60歲以上高齡人口數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94 95～99 100+

總人口

數 31,238 24,058 14,446 13,354 10,169 5,860 2,525 559 80

男性 16,197 11,955 7,021 6,319 4,580 2,636 1,122 219 25

女性 15,041 12,103 7,425 7,035 5,589 3,224 1,403 340 5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年度縣市人口資料

    新竹縣共有 13個鄉鎮市，若依地區分佈來看，女性人口占比較高的鄉鎮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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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分別是竹北市、竹東鎮、湖口鄉與新豐鄉，尤其竹北市女性人口占 50.2%，

高於男性人口49.7%，另此四區域是亦是新竹縣人口數最多的四個鄉，而尖石鄉

人口數與其他鄉鎮市相比排序第10，女性人口占比卻排名第五，至於新埔鎮人

口數雖於全縣排序第五，但女性人口占比 46.6%排名第七，寶山鄉人口數於全縣

第八，其女性人口占比卻排至第十一，另外，全縣各鄉鎮市中尖石鄉人口數於

全縣第十，女性人口占比      47.8%  第五，此現象應是產業結構，新埔鎮因有遠東化

纖且鄰近竹北市台元科技園區，寶山鄉亦因臨近科學園區，所以男性人口占比

較高，而尖石鄉則是務農為主所致，女性占比最少的鄉鎮市，分別是寶山鄉、

北埔鄉、峨眉鄉。 

表三：新竹縣各鄉鎮市男女人口數

鎮別 男 占比 女 占比 合計

(人口數排序)

女性占比

排序

竹北市 102,570 49.7% 103,619 50.2% 206,189(1) 1

關西鎮 14,708 53.7% 12,669 46.2% 27,377(6) 8

新埔鎮 17,593 53.3% 15,382 46.6% 32,975(5) 7

竹東鎮 48,663 50.3% 47,927 49.6% 96,590(2) 2

湖口鄉 40,241 50.5% 39,361 49.4% 79,602(3) 3

橫山鄉 6,723 54.4% 5,620 45.5% 12,34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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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鄉 29,672 51.2% 28,236 48.7% 57,908(4) 4

芎林鄉 10,510 52.7% 9,426 47.2% 19,936(7) 6

寶山鄉 7,906 54.5% 6,598 45.4% 14,504(8) 11

北埔鄉 4,811 54.6% 3,986 45.3% 8,797(11) 12

峨眉鄉 2,937 55.3% 2,372 44.6% 5,309(12) 13

尖石鄉 4,995 52.1% 4,582 47.8% 9,577(10) 5

五峰鄉 2,422 54.1% 2,051 45.8% 4,473(13) 9

總計 293,751 51.0% 281,829 48.9% 575,580

資料來源：依據新竹縣政府民政處官網 110年 12月人口統計資料

　　此外，如以族群來看，新竹縣以客家族群人數最多，閩南人次之，原住

民人數依據新竹縣戶政服務網 110年 12月統計資料共計有 22,039人，占全

縣人口數的 3.8%，而新竹縣各鄉鎮市中原住民人數最多的鄉鎮市分別是尖

石鄉、竹東鎮、五峰鄉、湖口鄉與竹北市，這五個鄉鎮市中竹北市、竹東鎮

與湖口鄉亦為全縣人口數最多的鄉鎮市，而如依據本府戶政服務網原住民人

口數110年 12月統計資料來看，新竹縣縣三個原住民鄉鎮尖石鄉、五峰鄉

與關西鎮之性別資料，尖石鄉原住民 8,423人，其中男性 4,3999(52.2%)，

女性 4,024(47.7%)，關西鎮原住民 531 人，其中男性 237(44.6%)，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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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55.3%)，五峰鄉原住民 4,069 人，其中男性 2,197(53.9%)，女性

1,872(46.0%)，皆可看出原住民人數在鄉鎮市中也是呈現男性多於女性的情

形。

表四：新竹縣各鄉鎮市原住民人數統計

鎮別 合計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人數排序

竹北市 1,306 612 694 5

關西鎮 531 295 236 7

新埔鎮 256 107 149 10

竹東鎮 4,385 621 3,764 2

湖口鄉 1,376 545 831 4

橫山鄉 294 59 235 9

新豐鄉 828 390 438 6

芎林鄉 302 106 196 8

寶山鄉 135 73 62 11

北埔鄉 101 32 69 12

峨眉鄉 33 12 21 13

尖石鄉 8,423 157 8,2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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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鄉 4,069 104 3,965 3

總計 22,039 3113 18,926

資料來源：依據新竹縣戶政服務網110年 12月統計資料

表五：新竹縣原住民鄉鎮性別統計

原鄉 鄉鎮市 男性 女性 合計

山地鄉 尖石鄉 4,399(52.2%) 4,024(47.7%) 8,423

山地鄉 五峰鄉 2,197(53.9%) 1,872(46.0%) 4,069

山地鄉 關西鎮 237(44.6%) 294(55.3%) 531

資料來源：依據新竹縣政府民政處官網110年 12月人口統計資料

　　新竹縣各族群中，目前仍是以客家族群居多，占比約 76%，其次是閩南

族群，原住民人數占比約 3.8%，仍超越新住民人數占比約 2.5%。依據內政

部移民署管理及分析系統資訊，本縣截至 111年 5月新竹縣各鄉鎮市新住民

總人數共有 14,499人，其中仍以竹北市最多計3,259人，湖口鄉排名第二，

計2,788人，竹東鎮排名第三，計2,511人，新豐鄉排名第四，計1,583人，

新埔鄉排名第五，計1,076人，關西鎮排名第六，計996人，芎林鄉排名第

七，計637人，而新住民又以大陸地區最多，其次依序為越南、印尼、菲律

賓以及泰國等。

9



表六: 新竹縣111年度新住民各鄉鎮市人口統計表

　　另依據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110年 12月統計資料，自 76年 1月至

110年 12月底新竹縣政府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配偶人數按證件分

總計14,527人，男性有 994人，女性有 13,533人，占全縣女性總人數28

萬 1,829人的4.8%，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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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新竹縣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

新竹縣 計 男 女

外裔、外籍配偶 7,162 629 6,533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7,365 365 7,000

總計 14,527 994 13,533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110年 12月統計資料

　　而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110年 12月統計資料也顯示，新竹縣新住民女

性人數在全台各縣市中排序第 11，與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指標縣市排名

106年縣市排序」排名相同，新住民女性人數仍排序縣市第11高。

表八：各縣市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

區域

外裔、外籍配偶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女性

總計人數

男女

總計人數

女性人

數縣市

排序

男女

合計
男 女

男女

合計
男 女

新北市 35,263 5,373 29,890 75,769 7,671 68,098 97,988 111,032 1

臺北市 16,154 5,007 11,147 47,997 5,446 42,551 53,698 64,151 3

桃園市 24,306 3,251 21,055 39,401 3,200 36,201 57,256 63,707 4

臺中市 20,223 3,053 17,170 39,782 2,503 37,279 54,449 60,005 5

臺南市 12,722 1,412 11,310 22,691 1,401 21,290 32,600 35,413 6

高雄市 19,771 2,135 17,636 44,700 2,754 41,946 59,582 64,471 2

宜蘭縣 3,740 297 3,443 5,338 246 5,092 8,535 9,078 16

新竹縣 7,162 629 6,533 7,365 365 7,000 13,533 14,527 11

苗栗縣 6,331 336 5,995 8,452 309 8,143 14,138 14,783 10

彰化縣 11,403 736 10,667 12,764 476 12,288 22,955 24,167 7

南投縣 5,321 284 5,037 5,926 278 5,648 10,685 11,247 13

雲林縣 7,622 261 7,361 9,122 251 8,871 16,232 16,744 9

嘉義縣 5,847 195 5,652 7,525 266 7,259 12,911 13,372 12

屏東縣 8,639 396 8,243 11,097 677 10,420 18,663 19,736 8

臺東縣 1,654 161 1,493 2,832 174 2,658 4,151 4,48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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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2,258 265 1,993 5,768 548 5,220 7,213 8,026 17

澎湖縣 1,017 30 987 887 25 862 1,849 1,904 21

基隆市 2,860 245 2,615 7,715 520 7,195 9,810 10,575 14

新竹市 3,739 551 3,188 6,172 364 5,808 8,996 9,911 15

嘉義市 1,571 150 1,421 3,617 228 3,389 4,810 5,188 19

金門縣 355 17 338 2,489 118 2,371 2,709 5,553 18

連江縣 71 2 69 536 94 442 607 511 22

未　詳 0 0 0 3,877 302 3,575 3,575 3,877

合計 198,029 24,786 173,243 371,822 28,216 343,606 516,849 569,851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110年 12月統計資料

　　新竹縣新住民女性人數多，依據「107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

告」新住民其遠嫁至臺灣除受限於語言隔閡及文化差異外，有工作的新住民

女性中 25%曾遭遇過歧視或不平等待遇，主要是「工作分配不公平」及「同

工不同酬」。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的女性平日主要的經濟來源為「自己工

作收入」，但與其他族群女性相較，新住民婦女除了家庭生活費用之外，擁

有自由使用零用金的比例較低，與原住民婦女一樣，家庭總收入「不足夠」

及「非常不足夠」應付家庭共同開銷之總百分高於認為「足夠」及「非常足

夠」的總百分比。「弱勢兒少托育補助或生活扶助」是以「新住民」受訪婦

女領取較多。新住民婦女生活最困擾的議題除了「經濟狀況」為主要困擾外，

次要困擾皆圍繞子女的相關議題：「子女教養問題」、「家中子女照顧」及

「子女升學與課業」。新住民婦女對於新竹縣婦女福利措施「瞭解情形」最

佳的前五項為：113婦幼保護專線、性侵害及家暴被害人服務、預防保健免

費婦女癌症篩檢、職業訓練及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使用情形」最佳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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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措施為：參加婦幼館內單位舉辦活動與課程、預防保健免費婦女癌症篩

檢、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及職業訓練。「五

年內最有需求」的 前五項服務為：預防保健免費婦女癌症篩檢、參加婦幼

館內單位舉辦活動與課程、第二專長培訓、職業訓練及就業機會媒合、參加

新竹縣社區大學舉辦活動與課程。

　　另外，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新竹

縣108年女性身障者有 13,801人，109年為14,061人，110年為14,161人，

另依據新竹縣110年第4季重要統計指標資料，截至 110年 12月女性身障

者人數為14,161人 108年至 110年間女性身障者之數據資料來看，雖然女

性身障者占比多維持在身障者總人數的42%，占全縣女性總人口數的5%。

表九：108年至 110年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108年 109年 110年

合計

男

性

19,105

(58%)

19,247

(58%)

19,269

(58%)

女性 13,801

(42%)

14,061

(42%)

14,161

(42%)

資料來源: 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

　　而新竹縣女性身心障礙者中，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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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入口網全國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資料，108年底之數據顯示，新竹縣女性身

心障礙者 14,465人中，65歲以上占 49.64%，其次為50-未滿 60歲之女性身

障者，占 22.47%，再其次為30-未滿 45歲之身障女性，占 16.94%。另外，

如依障別來看，肢體障礙者最多有 2,503人（25.64%），其次為重要器官失

去功能者 1,223人(12.52%)、慢性精神病患者 1,161人等(11.89%)、聽覺機

能障礙者 1,149人(11.77%)，另依新竹縣各鄉鎮市女性身障人數分佈來看，

竹北市最多、竹東鎮次之，其次為湖口鄉、新豐鄉與新埔鎮。 

表十：新竹縣女性身心障礙者按年齡分佈-110年底

合計

0-未滿

3歲

3-未滿

6歲

6-未滿

12歲 

12-未滿

15歲 

15-未滿

18歲 

18-未滿

30歲 

30-未滿

45歲 

45-未滿

50歲 

50-未滿

60歲

60-未滿

65歲 

65歲以

上 

       

9,762 

人

 

11 

 

51 

 

150 

 

92 

 

96 

 

667 

       1,

123 

 

532 

       1

,313 

 

881 

       

4,846 

占比 0.11% 0.52% 1.53% 0.94% 0.98% 6.83% 11.5% 5.44% 13.45% 9.02% 49.64%

資料來源：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障礙服務入口網全國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資料

表十一：新竹縣身障女性障別與占全縣女性身障人數之比率-110年底

女 占比/排序 女 占比/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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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9762 植物人
       27 

0.27%/14

視覺障礙者
      

347 3.55%/8 失智症者
      815 

8.34%/7

聽覺機能障礙者
    1,

149 11.77%/4 自閉症者
       39 

0.39%/13

平衡機能障礙者
 

25 0.25%/16 慢性精神病

患者

    1,161 
11.89%/3

聲音機能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76 0.77%/10 多重障礙者
    1,051 

10.76%/6

肢體障礙者
    2,

503 25.64%/1 頑性(難治

型)癲癇症

者

       48 
0.49%/12

智能障礙者
    1,

075 11.01%/5 因罕見疾病

而致身心功

能障礙者

       13 
0.13%/17

重要器官失去功

能者

    1,

223 12.52%/2 其他障礙者
       51 

0.52%/11

顏面損傷者
 

26 0.26%/15 新制類別無

法對應舊制

類別者

     133 
1.36%/9

資料來源：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全國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資

料

表十二：新竹縣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鄉鎮市分-11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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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性 女性

身障女性

按人數排序

身障女性

按占比排序

33,900 19,435 14,465 9,762

竹北市 2,200 1

竹東鎮 1,854 2

新埔鎮 762 5

關西鎮 683 6

湖口鄉 1,541 3

新豐鄉 1,036 4

芎林鄉 386 7

橫山鄉 362 8

北埔鄉 247 9

寶山鄉 227 10

峨眉鄉 134 12

尖石鄉 218 11

五峰鄉 112 13

資料來源：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全國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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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107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性別分析，女性身心障礙者勞動力比

率較男性低，數據顯示男性身心障礙者勞動力比率 25.2%，比女性為

14.1%，女性「非勞動力」的比率較男性高，然而不管男性或女性，未參與

勞動的原因都以「已退休或因身心障礙疾病或其他傷病無法再工作」的比率

最高，分別為男性58.1%、女性39.6%。身心障礙受訪婦女沒有工作的原因

以「健康狀況不佳」居多，若有在工作，「在職場且有遭遇歧視或不平等經

驗」的比例偏高(34.3%)，以遭遇「應徵工作困難」的歧視或不平等經驗為

最多。身心障礙受訪婦女生活中最困擾的議題也是以「個人健康問題」居多。

身心障礙受訪婦女對於新竹縣婦女福利措施「瞭解情形」最佳的前五項為：

113 婦幼保 護專線、性侵害及家暴被害人服務、預防保健免費婦女癌症篩

檢、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居家 服務。「使用情形」最佳的前五項措施為：

預防保健免費婦女癌症篩檢、職業訓練、創業貸款、 就業機會媒合及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五年內最有需求」的前五項服務皆偏重於就業方 

面的婦女福利措施，分別為：預防保健免費婦女癌症篩檢、職業訓練、就業

機會媒合及第二專長訓練。

　　而新竹縣女性社會參與方面，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

計指標概況，新竹縣107年至 110年女性參與志工人數情形(如表十三)，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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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8人、108年 8,781人、109年 9,883人及110年 10,319人，自 107年以來

女性志工人數成長45%，與男性比率相比維持70%-75%間。

表十三：新竹縣志工人數(107年至 110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9,558 100.0% 12,545 100.0% 13,702 100.0% 14,431 100.0%

男 2,434 25.5% 3,764 30.0% 3,819 27.9% 4,112 28.5%

女 7,118 74.5% 8,781 70.0% 9,883 72.1% 10,319 71.5%

新竹縣107年至 110年女性參與社福類志工人數情形(如下表十四)，107年

4,037人、108年 4,251人、109年 4,779人及110年 4,879人，自 107年以來女

性社福類志工人數成長20.9%，與男性比率相比維持68%-71%間。

此兩數據顯示新竹縣女性參與志工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男女參與志工性別

比維持在 3:7左右。

表十四：新竹縣社福類志工人數(107年至 110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5,912 100.0% 6,224 100.0% 6,782 100.0% 6,923 100.0%

男 1,875 31.7% 1,973 31.7% 2,003 29.5% 2,044 29.5%

女 4,037 68.3% 4,251 68.3% 4,779 70.5% 4,879 70.5%

資料來源：依據109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4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新竹縣環保志義工人數性別比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男性 910 (48%) 960 (47%) 1,004(46%) 1,1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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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1,006

(52%)

1,069

(53%)
1,164(54%) 1,310(52%)

合計 1,916 2,029 2,168 2,507

資料來源：依據109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4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如從女性決策參與來看，依據 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

計指標概況，新竹縣縣議員 108年男性 25人(69%)女性 11人(31%)、109年

男性 24人(69%)女性 11人(31%)、110年男性 24人(71%)女性 10人(29%)。

新竹縣鄉鎮市長(含代理）108年為男性 14人(93%)女性 1人(7%)，109年男

性 12人(93%)女性為 1人(7%)，110年男性 13人(93%)女性為 1人(7%)，連

續三年男女比 93:7。

村里長103年男性256人(93%)女性 18人(7%)，107年男性 240人(87%)女性

增加為35人(13%)。

本縣在縣議員女性當選人數來看，女性是呈稍下滑走勢，鄉鎮市長均呈現男

性女性當選人比率極度落差，亟需加強推廣鄉鎮社區各管道多元性別平等宣

導，鼓勵女性積極從事社會參。

表十五：新竹縣議員鄉鎮市長、村里長人數性別比人數性別比

 108年 109年 110年

縣議員男性 25 (69%) 24 (69%) 24 (71%)

19



縣議員女性 11 (31%) 11 (31%) 10 (29%)

合計 36 35 34

鄉鎮市長男性

(含代理)
14(93%) 12(93%) 13(93%)

鄉鎮市長女性

(含代理)
1(7%) 1(7%) 1(7%)

合計 15 13 14

村里長男性
166 (86%) 166(86%) 167(87%)

村里長女性
26(14%) 26(14%) 25(13%)

合計
192 192 192

資料來源：依據新竹縣戶政統計資料

　　另外，女性公共參與如由農會理監事女性占比以及社區發展協會女性理

事長人數來看，依據 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基層農會理事 108年男性 90人(96%)女性 3人(4%)、109年男性 91人(97%)

女性 3人(3%)、110 年男性 93人(94%)女性 6人(7%)。而基層農會監事 108

年男性32人(97%)女性 1人(3%)、109年男性32人(97%)女性 1人(3%)、110

年男性 32人(96%)女性 1人(4%)。數據顯示 108年至 110年間基層農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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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事女性占比皆未超過 5%，此領域之女性決策參與率偏低。社區發展協

會187個，社區理事長性別比為男性：147人 79%、女性：40人 21%，理事

長女性占比平均約為21%，有成長空間。

表十六：新竹縣基層農會理監事人數性別比

 108年 109年 110年

基層農會

理事男性

90 (96%) 91(97%) 93 (94%)

基層農會

理事女性

3 (4%) 3 (3%) 6 (6%)

合計 93 94 99

基層農會

監事男性

32 (97%) 32(97%) 32 (96%)

基層農會

監事女性

1 (3%) 1 (3%) 1 (4%)

合計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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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107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67%的婦女表示有工作，33%沒

有工作者，以需照顧子女或家人(40.5%)最高，其次為已經退休，44.2%經濟

來源以本人工作收入為主，90.4%受訪婦女表示有人能分攤照顧之職責，其

中以配偶/同居人為最能分攤婦女的照顧責任，66%受訪婦女表示身心健康，

34%有身心健康困擾，在生活交通上 39.3%受訪婦女以騎機車最多，以車位

難找為主要交通困擾，34.1%受訪婦女居住房屋所有權調查已屬於配偶/同居

人最多，以費用壓力(包含房貸或租金)為主要居住困擾，47.5%受訪婦女有

參與社會活動，以參與休閒活動居多，其次是參與志願服務，8.7%受訪婦女

遭遇人身安全事件，以性騷擾為最多，主要以家人為求助對象，再求助時，

雖大部分(52.5%)認為沒困擾，但有 12.3%受訪婦女表示不清楚求助管道。

整體生活中目前所遭遇重大困擾議題，13.9%以經濟狀況最多，依序為個人

健康問題、個人工作問題、子女教養問題及子女升學與課業。

　　而經濟安全方面，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

概況，如依低收入戶戶長性別來看，108 年男性戶長 2,388 人(53%)女性戶

長 2,088 人 (47%)、 109 年男性戶長 2,250 人 (54%)女性戶長 1,913 人

(46%)、110年男性戶長2,369人(54%)女性戶長2,016人(46%)。依中低收入

戶戶長性別來看 108 年男性戶長 1,440 人 (49%) 女性戶長 1,519 人

(51%)、109年男性戶長 1,429人(47%)女性戶長 1,581人(53%)、110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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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長1,387人(48%)女性戶長1,513人(52%)。而特殊境遇家庭如以家長性別

來看，108 年男性 50 戶(9%)女性 533 戶(91%)、109 年男性 55 戶(9%)女性

539戶(91%)、110年男性 53戶(9%)女性 530戶(91%)。數據顯示，108年至

110年間新竹縣低收入戶以男性戶長居多，女性平均占 46%左右，然以男性

戶長居多的低收入戶，其家庭經濟支持同樣是家中婦女之需求，故平均每年

約 4,400件之低收入戶以及以高達 91%以女性申請居多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女性之經濟支持皆需關注。

檢視這三年中低收入戶性別比例中，女性人數高於男性原因推估：

1. 貧窮女性化：大部分女性結婚後多半為家管身分，無論是否育有學齡前

子女(中度身心障礙者除外)，列計工作收入，審核下來通過中低比例較

高；而男性，結婚後仍為家中經濟支柱，通常落入低收貧窮線多為家中

生養子女眾多(排除中度身心障礙者及65歲以上老年人)，雖然在勞動市

場上有貧窮女化現象，但也因為性別天花板，侷限女性在有酬勞動的薪

資計算。

2. 依賴人口：在現行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下，女性易成為依賴人口，生養

子女成為母職角色，有工作者有育嬰留停；無工作者落入長期家管(待業

者)，讓女性落入貧窮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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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落文化與貧窮代間傳遞：本縣人口密集鄉鎮，竹北、竹東、湖口等區

域，女性落入中低收相較男性高；尖石、五峰等原鄉部落則相反，一部

分部落因就業機會少，家庭落入代間貧窮循環，女性占中低收比例較高。

4.福利依賴，落入貧窮循環。

表十七：新竹縣低收入戶補助與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性別比

108年 109年 110年

低收入戶

戶長男性

2,388人

(53%)

2,250人

(54%)

2,369人

(54%)

低收入戶

戶長女性

2,088人

(47%)

1,913人

(46%)

2,016人

(46%)

合計 4,476 4,163 4,385

中低收入戶

戶長男性

1,440人

(49%)

1,429人

(47%)

1,387人

(48%)

中低收入戶

戶長女性

1,519人

(51%)

1,581人

(53%)

1,513人

(52%)

合計 2,959 3,010 2,900

特殊境遇家

庭戶家長性

別男性

50 (9%) 55 (9%) 53(9%)

特殊境遇家

庭家長性別

女性

533 (91%) 539 (91%) 530 (91%)

合計 583 594 583

資料來源：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婚育與家庭狀況方面，依據107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新竹縣婦女的總

生育率(1.135)及年齡別生育率皆高於全國水準，新竹縣女性的初婚年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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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29.5 歲，第一胎平均年齡在 30.7 歲，絕大多數(82.4%)的婦女與家

人同住，且同住人數約為 2.28人，與家人同住的婦女中，婦女平均以照顧

12歲以下兒童為主，由此亦可看出婦女之育兒支持需求。另若比較每日花

費在照顧對象與料理家務時間來看，有工作者平均每日需投入 8.82小時，

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15歲以上

有偶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照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志

工服務)共計 3.81小時，其丈夫僅 1.13小時，顯示職業婦女家庭工作二頭

燒的嚴重程度。有部分婦女因忙於工作及家庭的照料，故沒有太多的時間投

入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當中，也排擠掉其社會參與或自我成長的機會。

婦女的教育程度，博士與碩士畢業者遠低於男性，大學畢業的婦女多

於男性。國(初)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皆女性多於男性，顯示目前新竹縣女性的

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男性。

新竹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50.8%，與新竹縣男性勞動參與率相較，

相差 18.2 %，高過全國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 16.1%水準。但是在失業率情

形，新竹縣女性的失業率僅為 2.7%，低於新竹縣男性 4.3%的失業率，也低

於全國女性失業率 3.5%。

　　人身安全方面，依據110年新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108年至 110年間暴力犯罪被害人數，女性高於男性，而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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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以及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以女性被害人居多，性侵害事件通報

被害人數女性由 108 年 188 人、109年 217人、110年 162人，而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被害人數女性由 108 年 1,539件、109年 1,593件至 110 年之 1,776件，

由統計數據顯示，女性受暴案件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其原因推測可能是通

報訊息暢通及女性自我保護意識提升外，有可能因整體大環境變遷，貧富差

距越來越大，家庭落入代間貧窮循環，是有為政府需解決之社會問題。

依據107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之質性訪談資料來看，約有 1.4%的婦女在過

去一年遭遇到配偶或同居人的精神、身體暴力及經濟控制，且這些受暴婦女

多因年輕時被賦予的家庭照料責任與義務，而缺乏獨立的經濟能力，當遇到

家暴事件時因無經濟能力、對外界生活的恐懼及家族成員間的壓力等因素而

不敢選擇離開，受配偶和同居人經濟與金錢之控制。

表十八：新竹縣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性別統計

108年 109年 110年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

害人男性

667 (30.24%) 773 (32.67%) 929 (34.34%)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

害人女性

1,539 (69.76%) 1,593 (67.33%) 1,776

(65.66%)

合計 2,206 2,366 2,705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

人男性

32 (14.55%) 64 (22.78%) 41 (20.2%)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

人女性

188 (85.45%) 217 (77.22%) 162 (79.8%)

合計 220 281 203

資料來源：依據110年薪竹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3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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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婦女健康方面，依據 107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66%的受訪

婦女表示身心健康無困擾，34%有身心健康困擾。此外，有關新竹縣婦女

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使用經驗，而使用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情

形，其中，有 53.4%曾接受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最高；其次 40.2%則曾

接受婦女乳房攝影檢查。而自我健康管理議題，如均衡飲食、食品衛生安

全、體重控制、體能健康及心理健康促進、中年醫療諮詢、高危險群孕婦

的產前遺傳診斷、癌症檢查最少，僅占 2%。

　　綜合上述，茲將新竹縣婦女需求分析與現況歸納如下：

一、 新竹縣婦女樣貌：

（一）新竹縣男性人口數較女性多，各鄉鎮市中僅有竹北市女性多於男性。

（二）以新竹縣女性年齡層分布來看，30歲至 59歲間是女性人口數最多的

　　　時期，此時期女性人口數占了女性總人口數的43%。

（三）不同年齡層分佈中在 65歲以前皆是男性高於女性，約在 65歲後隨著

　　　年齡增加女性占比愈高，數據顯示新竹縣高齡人口中女性多於男性。

（四）若依地區分佈來看，女性人口占比較高的鄉鎮市，依序分別是竹北

市、竹東鎮、湖口鄉與新豐鄉，尤其竹北市女性人口占 50.2%，高於

男性人口 49.7%，另此四區域是亦是新竹縣人口數最多的四個鄉如以

地區來看，女性人口占比較高的鄉鎮市。

（五)以族群來看新竹縣主要為客家族群，客家女性多、其次為閩南女性，

原住民整體人數占全縣人數的6.7%，而新住民女性人數占全縣女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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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4.8%，。

（六）新竹縣各鄉鎮市中原住民人數最多的鄉鎮市分別是尖石鄉、竹東鎮、

五峰鄉、湖口鄉與竹北市，這五個鄉鎮市中竹北市、竹東鎮與湖口鄉

亦為全縣人口數最多的鄉鎮市。

（七）女性身障者占比多維持在身障者總人數的 42%，占全縣女性總人口數

的5%。

（八）新竹縣女性身心障礙者 14,465 人中，65歲以上占 49.64%，其次為

50-未滿 60歲之女性身障者，占 22.47%，再其次為30-未滿 45歲之身

障女性，占 16.94%。另外，如依障別來看，肢體障礙者最多有 2,503

人（25.64%），其次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223 人(12.52%)、慢性

精神病患者 1,161 人 等 (11.89%) 、聽覺機能障礙者 1,149 人

(11.77%)，另依新竹縣各鄉鎮市女性身障人數分佈來看，竹北市最多、

竹東鎮次之，其次為湖口鄉、新豐鄉與新埔鎮。 

(九) 新竹縣 67%的婦女表示有工作，33%沒有工作者，以需照顧子女或家人

(40.5%)最高，44.2%經濟來源以本人工作收入為主，90.4%受訪婦女表

示有人能分攤照顧之職責，其中以配偶/同居人為最能分攤婦女的照顧

責任，

(十)因大眾運輸不友善，在生活交通上，39.3%受訪婦女以騎機車最多，以

車位難找為主要交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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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竹縣居住生活上，34.1%受訪婦女居住房屋所有權調查已屬於配偶

/同居人最多，以費用壓力(包含房貸或租金)為主要居住困擾。

二、新竹縣婦女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情形

（一）自 107 年以來女性志工人數成長 45%，與男性比率相比維持 70%-

75%。新竹縣女性參與志工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男女參與志工性別

比維持在 3:7左右。

（二）女性決策參與如以女性參與縣議員、鄉鎮市長與村里長當選情形來

看，新竹縣縣議員連續三年男女比 93:7。

（三）女性公共參與如以農會理監事女性占比以及社區發展協會女性理事長

人數來看，基層農會理事與監事女性占比皆未超過 5%，此領域之女性

決策參與率偏低，有成長空間。

　　為提升婦女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之機會，109年本府增加補助預算，透

過辦理各項社區休閒活動、培力婦女團體與領導人，以及藉由辦理女性政

治人物性別意識培力與女性創業家講座等，增進女性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

另也辦理婦女社區志工培訓，鼓勵婦女參與社會服務擔任志工。111年工作

重點除持續執行婦女志工培養外，也鼓勵男性加入農會家政班活動行列，

此外，將更關注不同類型的婦女（身障女性、原住民女性、中高齡女性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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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社會參與機會，111年度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辦理的婦女成長課程，

將提供身障婦女保障名額，每個成長課程皆優先提供2名有興趣參與的身

障女性參與，並也將規劃改善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空間，使更符合多功

能無障礙需求。再則，為提升民間團體理監事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比例，

將規劃提案以補助方式，以一定額度金額補助理監事有符合任一性別三分

之一的團體，另為增進婦女進入公共領域機會，培力其公共參與能量，將

透過婦團領導人培力方式，鼓勵與提升婦團領導人參與本府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等會議。

三、新竹縣婦女經濟、家庭照顧與人身安全議題

（一）女性受暴案件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其原因推測可能是通報訊息暢通

及女性自我保護意識提升外，有可能因整體大環境變遷，貧富差距越

來越大，家庭落入代間貧窮循環，是有為政府需解決之社會問題。

（二）新竹縣婦女的總生育率(1.135%)及年齡別生育率皆高於全國水準，新

竹縣女性的初婚年齡平均在 29.5 歲，第一胎平均年齡在 30.7 歲，

絕大多數(82.4%)的婦女與家人同住，且同住人數約為 2.28人，與家

人同住的婦女中，婦女平均以照顧 12歲以下兒童為主，由此亦可看出

婦女之育兒支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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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竹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50.8%，與新竹縣男性勞動參與率相較，

相差 18.2 %，高過全國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 16.1%水準。

　　110年辦理本府辦理多場次性別意識培力活動，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也辦理婦女成長課程，藉由課程與活動宣導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任務定型，

提升家務分工觀念。另外，自 109年也將積極推廣家務分工觀念帶入社區，

藉由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使性別平等觀念在社區萌芽，也透過女性領導人

物代表共同倡議，讓民眾看見女性影響力與能力。

人身安全防護方面，也辦理多場次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與家庭暴力防

治宣導，自 108年起至 114年更至於友善托育空間建置及準公共化推廣服

務更普及，截至 111年 1月止本縣目前核准立案之托嬰中心計65家，核准

收托2,752人；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共計51家，核准收托人數2,172人，簽

約率 79%，提供平價優質友善托育支持服務，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擔。111

年工作重點在婦女福利服務更完善，新增婦女及新住民科，致力提升婦女

福利服務業務，強化新住民家庭服務業務，自 107年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主要服務項目包含 6大類支持服務、關懷輔導新住民生活適應及融

入社會，促進多元文化認識，並提供新住民家庭各項福利資訊，建立新住

民家庭資源網絡，協助發展健全及達到和諧之家庭關係全面連結各相關單

位網絡資源，提供多元服務資源外，另為表達對新住民的關懷與重視，每

年舉辦國際移民日嘉年華會活動，並於各鄉鎮市各挑選出一人表揚模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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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結合本府各相關網絡單位規劃活潑生動之內容加強宣導各面向議題，

讓新住民了解自身權益及福利，也展示新住民文化之服裝及物品、提供新

住民美食、開放舞台使新住民展演其舞蹈文化等，促進多元文化融合與社

會和諧。

於經濟支持方面，除以社會福利救助與相關津貼支持符合條件婦女外，

更將加強對特殊境遇婦女需求的察覺與扶助協助相關福利服務資源提供，

也將連結新竹就業中心之就業能量培力與資源並辦理理財課程等，增加婦

女經濟力，至於人身安全方面除持續推動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與家庭暴力

防治宣導外，也將關注青少女、職業婦女之人身安全議題，此外，在托育

與照顧支持方面，則將持續推動家務分工宣導與翻轉性別刻板印象，減輕

婦女家務勞動負擔。

四、新竹縣婦女健康情形

（一）新竹縣有 66%的受訪婦女表示身心健康無困擾，34%有身心健康困擾，

其中以注意力不集中最困擾、其次信心降低、有沮喪、絕望的情緒、

對未來不抱希望等狀況。

（三）有關新竹縣婦女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使用經驗，僅 36.5%的

　　　婦女曾經使用新竹縣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以

　　　年齡來看，50歲以上婦女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

　　　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相對較其他年齡者高，而使用預防保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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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醫療服務情形，其中有 75.7%曾接受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最

　　　高，而自我健康管理議題，如均衡飲食、食品衛生安全、體重控制、

　　　體能健康及心理健康促進、中年醫療諮詢、高危險群孕婦的產前遺傳

　　　診斷、癌症檢查最少，僅占 2%。

　　111年在婦女健康促進推動上，將更關注不同年齡層、不同區域、經濟

能力婦女之需求，看見婦女健康需求之差異，提供服務，另也將結合民間

團體力量，補助團體辦理婦女健康促進課程或方案，以近便性服務讓婦女

在生活圈就近參與，增進參與率。

五、新竹縣婦女成長與學習

（一）部分婦女因忙於工作及家庭的照料，故沒有太多的時間投入社會參與

　　　休閒活動當中，也排擠掉其社會參與或自我成長的機會。

（二）大多數有工作之婦女表工作與家庭蠟燭兩頭燒，顯示需要支持與紓

壓

，但沒有太多時間投入社會參與及成長休閒活動。

　　　　111年本府持續辦理促進新竹縣婦女休閒活動與社會參與的服務方案，

　　　　　包含辦理各項婦女成長課程、休閒活動、培力婦女團體、增強婦女團體能

量，期望提升婦女社會參與以及休閒活動的機會，另也透過更多元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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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更多婦女得知活動訊息踴躍參與。自 110年度起更著重縣府團隊合

作，結合文化局、勞工處、農業處、原民處、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等機構提供婦女成長

活動。另外，為使不同類型的婦女都能獲得成長學習資源，108年度起，為

深入社區提供近便性服務新住民婦女，規劃一鄉鎮一新住民關懷據點，截

至目前已成立八處，位於湖口(兩處)、新埔、寶山、峨眉、竹東、關西、

芎林。

為保障弱勢婦女之成長學習機會，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辦理的婦女成長

課程將提供身障婦女保障名額，並規劃針對身障及原住民女性的相關方案

活動，並藉由與民間團體合作，在各地區就近辦理婦女成長課程，以近便

性提高婦女學習動力，並加強課程與活動訊息的宣傳，透過文宣與電子媒

介等，讓更多婦女得到成長與學習活動訊息。

參、 計畫目標

一、 增進女性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

　　增進女性社會參與以及發揮影響力，透過培力女性與提供參與管道，讓

女性走入社區，提升女性參與社區活動，進而發揮影響力，進入決策階層參

與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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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弱勢婦女及新住民，提升婦女權益與推動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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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女性健康照顧

　　倡議女性在各角色兼顧下也應重視自我，愛自已關注自身健康情形，

透過運動、飲食與心理健康管理，成為健康快樂女性，另也推動社會（社

交）健康，關注婦女社交與人相處與社會制度和道德觀念相融合之議題。

三、促進女性成長學習與休閒

　　藉由公私協力提供女性成長與休閒管道，提升女性參與學習與休閒活動

之便利性與意願，滿足女性成長與休閒需求。

四、確保婦女安心生活

　　提供弱勢婦女經濟支持，營造友善育兒措施與服務，並增強婦女人身安

全保障，確保婦女安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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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重點與推動單位

目標 工作重點 推動方式 單位

增進女性社會

參與及公共參

與

1. 持續執行婦女志工培養

外，並鼓勵男性加入婦

女中心志工行列。

2. 關注不同面向的婦女提

升其社會參與機會，如

身障女性、原住民女性、

中高齡女性。

3.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辦理

的婦女成長課程，將提

供身障婦女保障名額，

每個成長課程皆優先提

供 2名有興趣參與的身

障女性參與。

4. 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1. 透過縣府團隊與委

辦單位以及民間團

體合力推動。

2. 藉由培力與補助民

間團體方式推動。

3.運用保障名額，鼓勵

　身障女性社會參與。

4.進行本縣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無障礙檢視與

改善，提升身障女性

社會參與。

5.透過補助款的方式，

獎勵理監事有達到任

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

社會處

教育局

文化局

原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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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不同

面向婦女

婦女福利

增進女性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

推動女性健康照顧

促進女性成長學習與休閒

確保婦女安心生活



及本縣竹東宗和行政大

樓興建，規劃設置北區

及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

心，提供多功能空間，

使更符合無障礙需求，

擴大婦女福利服務量能。

5. 為提升民間團體理監事

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比

例，將以補助方式或宣

導、課程、措施，以一

定額度金額補助理監事

有符合任一性別三分之

一的團體。

6. 增進婦女進入公共領域

機會，培力其公共參與

能量，將透過婦團領導

人培力方式，鼓勵與提

升婦團領導人參與本府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等會

議。

之團體。

6.培力婦團領導人，提

升婦團領導人參與本

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等會議的能量。

推動女性健康

照顧

1. 關注不同年齡層、不同

區域、經濟能力婦女之

需求，看見婦女健康需

求之差異提供服務。

2. 結合民間團體力量，補

助團體辦理婦女健康促

進課程或方案，以近便

性服務讓婦女在生活圈

就近參與，增進參與率。

3.輔導衛生業務新住民通譯

人力培訓，共同守護衛生安

全。

1.運用三八婦女節以及

九月九日國民運動日

倡議女性健康照顅與

運動。

2.辦理健康運動促進課

程或宣導，提升女性

健康管理知能。

3. 鼓勵婦女團體辦理

婦女健康運動促進

課程。

社會處

衛生局

教育局

文化局

原民處

促進女性成長

與休閒

1. 著重縣府團隊合作，連

結資源提供婦女成長活

動。 

2. 關注不同面向的婦女辦

1.透過婦女福利服務中

心、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家庭教育中心

、原住民家庭服務中

社會處

教育局

文化局

原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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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婦女成長課程，提供

身障婦女保障名額，並

規劃針對原住民女性的

相關方案活動。

3. 藉由與民間團體合作，

在各地區就近辦理婦女

成長課程，以近便性提

高婦女學習動力。

4. 將加強課程與活動訊息

的宣傳，透過文宣與電

子媒介等，讓更多婦女

得到成長與學習活動訊

息。

心、縣立圖書館、樂

齡學習中心等推動婦

女成長與休閒活動。

2.運用保障名額促進身

障婦女成長與休閒參

與。

3.補助民間團體協力推

動。

4.製作文宣與電子媒介

加強課程與活動宣傳，

並藉由縣府各單位網絡

合作，以及公私部門訊

息平台加強課程與活動

訊息的宣傳，讓更多婦

女獲得資訊，提升參與

選擇權。

確保婦女安心

生活

1. 婦女經濟支持方面，除

以社會福利救助與相關

津貼支持符合條件婦女

外，

更將加強對特殊境遇婦

女需求的察覺與扶助透

過資源連結，協助相關

福利服務資源提供。

2. 將辦理就業能量培力與

理財課程增加婦女經濟

力。

3. 連結竹北就業中心之就

業能量培力與資源並辦

理財課程等，增加婦女

經濟力。

4. 人身安全方面除持續推

動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與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外

也將關注青少女、職業

婦女之人身安全議題。

1. 透過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低（中低）

收入戶經濟補助、

急難救助、實物銀

行等政府與民間資

源，提供弱勢婦女

與家庭經濟支持。

2. 協助有需求之婦女

申請各項福利補助

，若有就業或職訓

需求則協助轉介相

關資源。

3. 辦理就業能量培力

課程與理財課程。

4. 加強家庭暴力、性

侵害、性騷擾防治

宣導。

5. 加強家務分工宣導。

6. 辦理青少女與職業

婦女人身安全防護

社會處

警察局

教育局

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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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育與照顧支持方面，

則將持續推動家務分工

宣導與翻轉性別刻板印

象，

減輕婦女家務勞動負擔。

課程。

伍、本案奉核後據以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