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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113年 

性別平等施政方針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113年 6月 20日核定 

 

壹、前言 

「婦女權益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是我國性別平等政策

網領核心理念之一，並依據100年6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施行法」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 

因應國際趨勢，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秉持著營造性別友善城市，

強化婦女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

性別平等之實現。本府依據「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服務

需求調查實施計畫成果報告」及本市現況與市民需求，訂定113年性

別平等施政方針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貳、需求分析： 

本市截至 112 年 12 月止總人口數 456,475 人，女性人口 231,250 人

(50.66%)多於男性 225,225人(49.34%)，於女性年齡層分佈以 35-44

歲女性最多(17.07%)，其次為 65歲以上(16.28%)及 45-54歲(16.27%)，

顯示本市女性中壯、中高齡年齡層居多。 

 

年齡 人口數 分佈率 
各區女性人口分佈人數/分佈率 

東區 分佈率 北區 分佈率 香山區 分佈率 

0-14歲 34,922 15.10% 20,559 18.11% 10,048 12.75% 4,315 11.08% 

15-18歲 9,061 3.92% 4,642 4.09% 2,894 3.67% 1,525 3.92% 

19-24歲 14,529 6.28% 6,863 6.05% 4,929 6.26% 2,737 7.03% 

25-34歲 27,970 12.1% 12,797 11.28% 9,820 12.46% 5,353 13.74% 

35-44歲 39,469 17.07% 19,909 17.54% 13,144 16.68% 6,416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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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人口數 分佈率 
各區女性人口分佈人數/分佈率 

東區 分佈率 北區 分佈率 香山區 分佈率 

45-54歲 37,628 16.27% 18,318 16.14% 12,767 16.2% 6,543 16.79% 

55-64歲 30,016 12.98% 13,325 11.74% 11,038 14.01% 5,653 14.51% 

65歲以上 37,655 16.28% 17,086 15.05% 14,159 17.97% 6,410 16.46% 

總人口數 231,250 100% 113,499 100% 78,799 100% 38,952 100% 

依據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受訪者表示近一年

「沒有」參與社會活動或社會團體的比率為 76.5%，高於表示有的

23.5%；其中有參與者，參與項目有 9.9%是「進修學習」，7.4%是「宗

教活動」，5.7%是「志願服務」，其他項目均不足 5.0%；沒有參與的主

要原因為「沒有時間」，有 63.0%，其次是「沒有興趣」的 28.2%。與

106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比較，沒有參加的社會活

動或社會團體的比率無顯著差異。 

近一年社會活動或社會團體參與情形 

 

取自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及福利求調查 

9.9 7.4 5.7 4.9 3.3 0.4 0.2 0.2 

63.0 

28.2 

3.9 1.4 1.2 1.1 0.9 0.7 0.1 1.4 
0

25

50

75

100

進
修
學
習

宗
教
活
動

志
願
服
務

參
與
社
團

社
區
活
動

政
黨
型
活
動

社
會
運
動

其
他
沒
有
時
間

沒
有
興
趣

體
力
不
佳

缺
少
相
關
訊
息

沒
有
錢

行
動
不
便

缺
乏
同
伴

家
人
沒
人
照
顧

家
人
反
對

其
他

%

有，23.5% 

 

 

 

 

 

 

 

 

 

 

 

 

 

 

 

沒有，76.5% 

 

 

 

 

 

 

 

 

 

 

 

 

 

 

 

樣本數：777人 

 



3 
 

另依據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居住、交通與環

境部份在生活中主要之交通方式，根據調查結果顯示，以「自行騎乘

機車」為生活中主要之交通方式比例最高，達 73.4%，其次依序為「自

行駕駛汽車」(28.1%)、「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9.5%)及「步行」(8.0%)，

顯示婦女在交通方式上仍以騎機車為主。與 106年新竹市生活狀況及

福利需求調查結果無顯著差異。 

受訪者生活中主要的交通方式 

 
取自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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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交通運輸之困擾的部份，在個人交通運輸困擾以「車位難找」

之比例最高，達 38.0%，其次依序為「交通擁擠」(26.3%)及交通秩序

混亂(25.6%)，顯示婦女在交通運輸困擾中，以難找車位居多。 

個人交通運輸上的困擾 

 

取自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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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受訪婦女認為政府應加強

提供服務項目，以「彈性友善的工作環境(彈性工時、在家工作)」的

34.6%、「職訓與就業」28.8%、「婦女保護」的 28.1%比率較高，其次

是「經濟協助」的 20.9%、「社會治安」的 19.8%。 

政府應加強提供的服務 

取自 111年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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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望政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建立的完善托育服務措施方面，根據調查

結果顯示，主要為「加強辦理保母人員訓練」的 27.8%、「建置保母管

理系統提供管理服務」的 24.0%，其次是「降低或補助托育費用」的

19.2%、「改善托育人員勞動條件、人力配比、工時與薪資」的 15.9%、

「加強辦理課後收托服務」的 15.3%。 

期望政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建立的完善托育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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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政內容與工作重點： 

一、提供多元友善婦女福利服務： 

（一)婦女館(社會處)：  

設置婦女休憩及兼具知性的場域，提供法律諮詢、心理諮商、

團體方案、訓練及成長活動等，期望透過多元之服務，以滿

足婦女需求及解決問題，且提供自我成長的機會。 

（二)性別友善宣導(社會處)： 

辦理婦女節及台灣女孩日等節日活動，針對家務分工、性別

刻板印象、反性別暴力進行宣導，強調女性權益及性別平等

觀念。並不定期辦理 CEDAW教育訓練與宣導，含針對內部同

仁教育訓練及對一般民眾宣導。針宣導及推動具性別意識的

宣導，例如家務分工、消除性別刻板印象等。 

(三)推動一區一親子館(社會處)： 

目前東區親子館、香山區親子館及北區親子館辦理親子活動、 

親職教育、育兒指導課程、托育服務諮詢、專業教育訓練、 

臨托等服務，以專業友善的服務增強親職教育知能及親子互 

動品質。 

(四)公共托育家園及公共托嬰中心(社會處)：  

收托 0-2 歲幼童以建構友善平價托育服務，於 111 年完成一

區一公托之建置。 

(五)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社會處)： 

委託辦理三區托育服務中心，辦理居家托育服務，讓兒童、 

家長與居家式托育人員間，均能獲得妥適的支持與協助。 

(六)定點臨托(社會處)： 

為提供家中育有 6個月-6歲幼童的照顧者喘息服務，於婦 

女館、南勢社會福利館及香山區親子館規劃適合幼兒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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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托空間並聘請合格托育人員提供照顧服務。 

(七) 友善交通服務(交通處)：  

       1、低地板公車： 

低地板公車車內地板與地面高度只有 30公分左右，進入

不再需要登階，可避免不必要的風險，高齡者、行動不

便、婦孺、嬰兒推車、持大型行李乘客來說，搭乘使用

上更為方便且安全，持續推動低地板公車。 

2、友善車位服務： 

設置「友善車位，女性孕婦及年長者好停車」措施，規

劃設置「友善車位」，「友善車位」的車位寬度加大為 3.3

公尺，較一般標準停車格 2.5 公尺更寬廣，可方便孕婦

或年長者上下車，持續推廣設置友善車位。 

3、大眾運輸業者教育訓練： 

辦理客運業者所屬人員教育訓練精進服務措施，提升駕

駛員服務品質。 

(八) 母乳哺育宣導、哺集乳室、婦女癌症篩檢(衛生局)： 

為強化媽媽母乳哺育信心，結合本市母嬰親善醫療院所、產

後護理之家及衛生所，辦理母乳哺育支持團體課程活動；針

對醫事人員辦理母嬰親善研習會 2場，提升醫事人員母乳哺

育專業知能及技巧。 

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依法設置及自願設置哺集乳室並

管理理稽查及輔導，以營造支持性哺乳環境。針對符合四癌

篩檢（子宮頸癌篩檢、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婦女，持續

結合醫療院所及衛生所辦理癌症篩檢。 

(九) 辦理性別教育與社區婦女教育系列計畫(教育處)： 

家庭教育中心特別規畫辦理性別教育與社區婦女教育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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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針對婦女及其家庭多元需求運用不同媒材提供性別平等、

自我探索與成長等課程活動，以期增進婦女性別平等意識與

知能、探討女性多元角色發展與覺察生命力量，強化其認識

權益及生命歷程等知能學習與健全身心發展。 

(十) 辦理好孕專車車資補助服務(社會處)  

為本市孕婦貼心照顧服務，規劃提供孕婦產檢交通補助，透

過建構友善便利的交通運輸服務，鼓勵孕婦按時產檢，注意

自身與胎兒健康，營造適宜生養之環境。  

(十一) 建構本市月經友善環境(社會處、衛生局、文化局、民政處、

三區區公所、三區衛生所、三區戶政事務所、新竹市動物園)：  

為落實性平友善環境，市府在州廳、婦女館、三區區公所、     

衛生所、親子館、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動物園及各圖書等 31

處公有館舍備有衛生棉;落實性別友善城市的願景。 

另為消弭月經貧窮，本市愛心福利社自 112 年起辦理「月來

月好」專案，提供經濟弱勢女性民眾免扣點數兌換衛生棉（每

月 2包），113年持續辦理中。 

(十二) 辦理月嫂媒合平台及到宅坐月子服務(社會處) 

為創造更為友善之生育及照顧環境，113 年起規劃建置本市

月嫂媒合服務平台及到宅坐月子服務計畫，期提供本市產婦

貼心照顧服務，以提升市民生育意願。透過專業人員的培訓、

建置媒合平台及讓專業人員到府協助照顧新生兒，提供產婦

照顧、月子餐烹煮及簡易家事清潔等服務，進而達成適宜生

養之友善環境，以促進本市婦女產後健康與照護。 

另於實務工作中發現，弱勢家戶在請領生育津貼後，多用於

支付家庭各種開銷，難以用於產後調養。因此，為健全本市

弱勢婦女產後照顧，並提供育兒指導及喘息、減輕照顧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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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提供本市弱勢婦女到宅坐月子補助。 

二、強化婦女福利與權益策略： 

(一) 培力婦女團體(社會處)： 

參與婦女權益措施及福利方案之規劃，透過公私部門合作 

的力量，舉辦各項婦女福利活動及措施，以達到建構全方 

位及多元化之婦女服務。 

（二）藉由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有效執行各項性別平權工作，致

力推展「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等政策與計畫，並鼓勵

各機關加強性別友善觀點融入業務，達到性別平等目標(社會

處)。 

(三) 農漁會培力相關計畫(產發處)： 

1、新竹市農會: 

加強農會女性性別平等培力及家務分工的宣導。 

2、新竹區漁會: 

請漁會家政班推展「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等政策與

計畫，加強漁村女性意識培力、性別平等及家務分工課程 

宣導。 

(四) 不動產繼承性別平等計畫(地政處)： 

每年配合各公部門舉辦之公開活動進行宣導、利用對外開放

民眾參與之教育訓練加強說明、經由本處及地政事務所臉書

粉絲專頁宣導並於本處及地政事務所放置宣導摺頁。 

三、建構多元家庭福利服務措施： 

(一) 社會福利中心以家庭為服務對象，包容多元文化的不同族群， 

落實初級與次級預防工作，穩定家庭、支持並維繫家庭功能。

設置一區一中心，就近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進行社區資源盤

點、開發，並依據各社區特殊需求，發展特色性服務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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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本市各區域間福利可近性，實踐以家庭為核心，社區為

基礎理念(社會處)。 

（二）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關懷(社會處)：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關懷，訪視及連結福利資源服務，給予

特殊境遇家庭成員支持，及早脫離家庭困境。提供符合條款

對象經濟及身分協助，並訪視及連結福利資源服務。 

(三）新住民福利服務： 

1、新住民福利服務(社會處): 

加強服務中心功能，規劃新住民多元服務，包含諮詢及 

轉介服務、電話關懷與訪視服務、個案管理服務、心理

諮商輔導、權益保障講座、生活技能培養、親子及節慶

活動及多元文化宣導等社區支持性方案等。 

         2、新住民福利服務(民政處)： 

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

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協助解決其因文化差異所衍生之

生活適應問題，俾使迅速適應我國社會，辦理 113 年新

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課程內容包含國語文學習、藥愛

文化議題宣導、家庭親職教育、烘焙點心特色教學、資

訊研習與影像製作、移民女性權益、就業資源及面試技

巧、多元文化交流活動、台灣習俗節慶文化介紹、機車

考照及交通安全規則，地方民俗風情介紹等計 11種課程。 

 (四) 青少女關懷服務： 

1、辦理未滿 20歲懷孕服務(社會處)：  

建立未滿 20歲懷孕個案管理服務，提供家訪、晤談、生

涯規劃(含就學、就業輔導)、個案事務費補助(如坐月子、

奶粉尿布及其他急難需求等)、心理諮商、生育抉擇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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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處遇並連結所需資源、健康發展。 

2、青少女(年)初級預防(衛生局)： 

由三區衛生所結合各級學校，針對校園辦理青少年性教

育宣導活動，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五) 同志伴侶家庭關懷服務： 

       多元文化主題工作坊(社會處)：  

為落實性別平等推動，落實多元性別文化推展，透過不同形

式辦理相關活動，針對同婚伴侶、多元性別族群夥伴，辦理

系列課程，了解同婚婚姻會遇到的情形及處境，另也增進本

市市民對多元文化的理解，消除歧視，拓展民眾對多元性別

的意識。 

四、強化婦女人身安全，建立保護網絡： 

(一) 推動家庭暴力防治： 

建立家暴三級預防機制，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社區化，落實家

庭暴力預防宣導。 

(二) 提供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建立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服務與人身安全計畫、

提供被害人經濟扶助、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庇護安置場所，

高危機個案健全及及時保護的服務網絡，並加強性侵害加害

人社區監控、登記報到及查訪工作。 

(三) 宣導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口販運： 

1、警察局：精進教育訓練，提升專業知能及工作敏感度；普

及多元宣導，加強本、外國人對人口販運議題及

權益認識與瞭解。 

2、勞工處：透過實體(指單獨辦理或結合其他活動現場)、網

路(指跑馬燈、網站、通訊軟體、媒體)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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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於宣導活動宣導移工相

關法令及防制人口販運相關事宜。配合提供資料

給移民署專勤隊、服務站及警察局辦理外籍學生

宣導活動，外籍移工宿舍及工廠宣導活動，宣導

人身安全自我防護觀念、酒駕防制暨交通安全宣

導、竊盜預防、電信詐欺預防、防制人口販運、

報案及即時救援專線與生活諮詢綜合座談等。 

3、社會處：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練規劃辦理「人口販運業務

課程」，針對主題內涉及性別議題進行探討。 

4、教育處：增進教育人員防制人口販運觀念，運用各類校園

宣導時機，結合人口販運、詐騙時事等議題，向

老師與學生宣導以提升自我保護能力，避免遭受

不法人士利誘、發生憾事，並適時運用網絡系統

資源獲得協助。 

5、衛生局：與本市六家指定醫療機構合作，共同推動人口販

運業務，辦理專業人員教育訓練，以及針對來院

民眾或社區居民進行宣導活動。 

(四) 保護婦幼安全相關措施(警察局)： 

針對陌生關係婦幼被害案件，落實安全強化措施，並透過婦幼 

安全專區網頁，每半年於該網頁公布本市婦幼安全警示地點， 

建構婦幼安全生活空間。警政單位以公權力約制告誡相對人不 

得再犯，針對刑事案件積極受理、偵辦，必要時護送被害人， 

保障婦幼人身安全，並為提升民眾自我保護意識，持續強化宣 

導作為。 

(五) 推動性騷擾防治： 

1、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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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性騷擾申訴、再申訴及調解案件，並依申訴人需求提

供陪同出庭服務；另，每年不定期針對各行業別(如：酒

店業、宗教團體、交通運輸業、觀光旅宿業等)，進行書

面及實地查核，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性騷擾認知與救濟途徑 

2、警察局： 

因應性騷擾三法修法，為使民眾精進性騷擾法律常識，至

各教育單位之課堂活動、社區團體之治安座談會等，透過

演講等方式宣導性騷擾防治法令，增進民眾自我保護觀念

及安全維護意識。 

    3、人事處： 

茲因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騷擾防治法部分修法於 113年 3

月 8日施行，配合修正本府性別歧視與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並積極推動性騷擾防治宣導與教育訓

練，以提升同仁對性騷擾防治之認識並落實公部門性騷擾

防治責任。 

     4、防治職場性騷擾(勞工處)： 

為強化雇主在防治性騷擾網絡中的功能，提升企業內部調

查性騷擾事件的知能及因應的能力，以期降低性騷擾事件

發生風險，並在發生後具備相關知能進行事後糾正、補救，

辦理職場平權及性騷擾防治研習會、防治職場性騷擾工作

坊，及實施性別平等工作法勞動檢查，加強本市事業單位

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認識，並協助事業單位建立性騷擾防

治機制。 

 (六)推動跟蹤騷擾防制： 

1、社會處： 

針對被害人表示需相關資源者，由婦幼隊協助轉介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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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並由社工進行被害人服務，包含：法律扶助、心理諮

商、諮詢協談及其他陪同服務等。 

      2、警察局： 

配合市府、在地社團及民間團體等辦理各項婦幼安全宣導

活動，並受邀至轄區學校、社團、機關進行婦幼安全演講

宣導，亦積極配合各單位辦理之活動，加強民眾對跟蹤騷

擾防制之認知。 

五、整合婦女職訓及就業資訊： 

(一)新住民職業訓練(勞工處)：透過提供新住民職訓課程，協助新

住民女性創業，以支持創業帶動就業機會的增加，促進新住民

女性經濟自立，並培養新住民各項才藝能力與激發潛能興趣，

建立自我價值肯定，增進人際關係和諧。 

(二)落實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並提升女性二度就業機會(勞工處)：

為鼓勵失業、待業或在職勞工參加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結合

本市內長期照顧人力供需，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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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依婦女生命週期服務規劃： 

編號 婦女生命週期 服務規劃 

1 0-14歲 ●推動一區一親子館。 

●公共托育家園及公共托嬰中心。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定點臨托。 

 

2 15歲至 25歲 ●建構本市月經友善環境。 

●青少女(年)未滿 20歲懷孕服務。 

●青少女(年)初級預防。 

3 26歲至 44歲 ●母乳哺育宣導、哺集乳室。 

●好孕專車車資補助服務。 

●月嫂媒合服務平台建置及到宅坐月子服務 

●建構本市月經友善環境。 

●農漁會培力相關計畫。 

●新住民福利服務。 

●新住民職業訓練。 

●婦女癌症篩檢。 

4 45歲至 64歲 ●婦女癌症篩檢。 

●農漁會培力相關計畫。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關懷。 

●新住民職業訓練。 

●落實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提升女性二度就業機會。 

5 65歲以上 ●婦女癌症篩檢。 

●辦理性別教育與社區婦女教育系列計畫。 

●新住民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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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婦女生命週期 服務規劃 

●落實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提升女性二度就業機會。 

6 全齡 ●婦女館。 

●性別友善宣導。 

●友善交通服務。 

●辦理性別教育與社區婦女教育系列計畫。 

●培力婦女團體。 

●性別平等委員會有效執行性別平權推動工作。 

●不動產繼承性別平等計畫。 

●社會福利中心以家庭為服務對象。 

●新住民教育服務人力之培訓。 

●同志伴侶家庭關懷服務。 

●推動家庭暴力防治。 

●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口販運。 

●保護婦幼安全相關措施。 

●推動性騷擾防治。 

●推動跟蹤騷擾防治法防制。 

●保護婦幼安全相關措施。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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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政計畫衡量指標與標準： 

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一、提供多元友

善福利服務 

 

 

社會處: 

1.辦理婦女館方案服

務場次與參與人

次。 

2.進行各項婦女權益

維護及性別平等宣

導人次。 

3.提升性別意識，規

劃課程，落實性別

主流化政策之推

動。 

1.婦女館方案服務課程活動

150場次，課程受益人次達

到 3,000人次。 

2.各項婦女權益維護及性別

平等宣導 5,000人次。 

3.辦理「性別主流化」、

「CEDAW講座」、「家務分

工」及「多元性別」等研習

課程共 4場。 

1,000 

一區一親子館 1.辦理香山區親子館全年到

館服務 6萬人次，辦理親子

活動 400場(含節慶活動、

社區宣導及社區宣導等)、

親職教育講座 12場次及育

兒指導 100場。 

2.辦理東區親子館全年到館

服務 6 萬人次，辦理親子

活動 400場(含節慶活動、

社區宣導及社區宣導等)、

親職教育講座 24場及育兒

指導課程 100場次。 

3.辦理北區親子館全年到館

服務 1 萬人次，辦理親子

2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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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活動 177場(含節慶活動、

社區宣導及社區宣導等)、

親職教育講座 12場及育兒

指導課程或團體 80場。 

公共托育家園及公共

托嬰中心 

 

持續辦理公共托育服務，北

區公共托育家園可收托 12名

嬰幼童，香山區公共托育家

園可收托 12名嬰幼童，東區

公共托嬰中心可收托 25名嬰

幼童，三區公托預計總收托

49名嬰幼童。 

8,610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辦理三區托育服務中心，辦

理居家托育服務進行居家托

育人員定期訪視，讓兒童、家

長與居家式托育人員間，均

能獲得妥適的支持與協助，

預計有 850名托育人員。 

12,500 

定點臨托 

 

為提供家中育有 6 個月-6 歲

幼童的照顧者喘息服務，於

婦女館、南勢社會福利館及

香山區親子館規劃適合幼兒

活動的臨托空間並聘請合格

托育人員提供照顧服務，預

計服務 250人次。 

792 

友善交通服務(交通

處) 

1.提供 21輛低地板公車。 

2.提供 80格友善車位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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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務。 

3.各客運業者每年分二期辦

理所屬人員教育訓練，加

強服務水平。 

哺集乳室、母乳哺育

宣導及婦女癌症篩檢

等(衛生局) 

1.為強化媽媽母乳哺育信

心，結合本市母嬰親善醫

療院所、產後護理之家及

衛生所，辦理「母乳支持團

體暨無菸家庭」課程活動，

共計53場次，服務265人。 

2.針對醫事人員辦理「母嬰 

親善研習會」，提升醫事人

員母乳哺育專業知能及技

巧，共計2場次。 

3.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

依法設置及自願設置哺集

乳室並管理稽查及輔導，

以營造支持性哺乳環境。

本市依法設置哺集乳室約

53家。 

4.針對符合四癌篩檢(子宮 

頸癌篩檢、乳癌、大腸癌及

口腔癌)婦女，持續結合醫

療院所及衛生所辦理癌症

篩檢。預計辦理120場次，

服務3萬人次。 

60 

 

 

 

 

 

35 

 

 

 

7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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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家庭教育中心規劃辦

理性別教育與社區婦

女教育系列計畫，針

對婦女及其家庭多元

需求提供性別平等相

關知能、消費意識與

女性權益、自我探索

成長課程及桌遊活動

體驗家庭多元樣貌。

(教育處) 

1.規劃推展至學校、社區、社

區大學、書店等多元場域，

以期服務多元年齡層之女

性及其家庭。 

2.預計辦理相關課程活動 25

場次，預計受益人次達 670

人次。 

 

辦理好孕專車車資補

助服務(社會處) 

提供本市孕婦友善交通運輸

服務，預計受益人數達 500人

次。 

1,336 

建構本市月經友善環

境(社會處、衛生局、

文化局、民政處、三區

區公所、三區衛生所、

三區戶政事務所、新

竹市動物園) 

1.提供本府公有館舍共 31處 

放置衛生棉，預計受益人次 

達 1,300人次 

2.本市愛心福利社提供經濟 

弱勢女性民眾免扣點數兌 

換衛生棉（每月 2包），預 

計受益 100人次。 

100 

 辦理到宅坐月子及媒

合平台建置(社會處) 

 

本市月嫂媒合服務平台及到

宅坐月子服務計畫，期提供

本市產婦貼照顧服務，以提

升市民生育意願，提供諮詢、

媒合計 70 人次及 500 小時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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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到宅坐月子服務。 

二、強化婦女福

利與權益策

略 

1.社會處辦理婦女團

體培力方案場次與

參與人次。 

2.社會處辦理性別平

等委員會次數。及

鼓勵婦女團體參與

性別平等委員會。 

1.辦理婦女團體培力課程 16

場次 300人次。 

2.辦理 2次性別平等委員會。 

3.每屆委員會至少邀請 1 團

體代表擔任性別平等會委

員。 

146 

產發處農漁會培力計

畫(產發處) 

1.新竹市農會辦理培力課程

2梯次，服務人次約計 180

人次。 

2.新竹區漁會辦理漁村女性

意識培力、性別與家庭暴

力課程 3 場次（新竹家政

班、高齡班、竹北家政班各

1場次），服務 180人次。 

34 

不動產繼承性別平等

計畫(地政處) 

預計辦理 2 場次宣導，服務

100人次。 

6 

三、建構多元家

庭福利服務

措施 

 

1.一般及弱勢家庭福

利諮詢、關懷訪視

及個案管理受益人

次。 

1.全年度提供一般及弱勢家

庭福利諮詢、關懷訪視及

個案管理受益 5,000人次。 

2.方案服務及預防宣導：辦

3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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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2.方案服務及預防宣

導： 

(1)結合及發掘社區   

特色及需求，並針

對個案需求辦理相

關預防性活動及方

案。 

(2)結合鄰里、學校、 

醫院、社區及管委

會等單位，進行預

防宣導。 

理預防性活動、方案及社

區宣導計 20場次，受益

2,000人次以上。 

 

新住民福利服務：個

案管理服務案件數、

個人支持服務人次、

家庭支持服務人次、

社會支持服務人次、

資訊支持服務人次。 

社會處： 

1.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90案。 

2.個人支持服務 50人次。 

 3.家庭支持服務 100 人次。 

4.社會支持服務 800人次。  

5.經濟支持服務 202人次。 

6.資訊支持服務 1,000人次。 

3,815 

民政處: 

為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

能力及心靈成長，使能順利

融入新竹地區生活環境，結

合本市新願服務協會及本市

外籍配偶關懷協會辦理生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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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適應輔導班，服務新住民學

員及家屬預估參與 65人。 

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相

關補助戶數及訪視服

務受益案次及人次。 

1.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補

助，預計扶助 160戶特殊境

遇家庭。  

2.提供訪視關懷、電話訪問

及諮詢案件 230次，社區宣

導至少 3場次。 

6,000 

辦理未滿20歲懷孕服

務方案受益案次及人

次。 

提供未滿 20 歲懷孕服務 15

案次，預計服務 50人次，並

提供社區與校園宣導、專業

督導及相關會議 22場次，300

人次。 

930 

青少女(年)初級預防

(衛生局)  

 

由衛生所結合各級學校，針

對校園辦理青少年性教育宣

導活動，三區衛生所各舉辦8

場次青少年性教育宣導，共

計24場次，服務4,000人次。 

100 

同志伴侶家庭關懷服

務 

社會處： 

辦理多元文化主題工作坊，

預計辦理8場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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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四、強化婦女人

身安全，建

立保護網絡 

 

 

 

 

 

 

 

 

 

 

 

 

 

 

 

 

 

 

 

 

 

1.建置被害人保護服

務機制： 

(1)提供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被害人保

護服務受益人次。 

(2)提供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被害人經

濟扶助受益人次。 

(3)目賭家庭暴力兒

童少年服務人次。 

(4)家暴相對人服務

人次。 

(5)辦理網絡成員聯

繫會議、教育訓

練、防治宣導場

次。 

(1)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保

護服務 2萬 7,093人次、

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服務

6,000人次。 

(2)提供 760人次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被害人醫療、法

律、心理諮商、生活扶助

等補助。 

(3)提供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

年個案服務 3,000人次。 

(4)家庭暴力相對人預防性服

務方案，提供相對人個案

服務 2,000人次。 

(5)辦理家暴防治網絡相關機

構單位人員安全網會議 12

場、預計參與網絡人員達

300人次。家暴防治專業訓

練 24小時、家暴及性侵害

防治宣導 20場。 

20,373 

規劃辦理「人口販運

業務課程」教育訓練、

防治宣導場次 

警察局： 

1.「防制人口販運業務課程」

教育訓練預計辦理 1 場

次、100人。 

2.「防制人口販運」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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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預計辦理 6 場次、1,000

人。 

勞工處: 

1.「防制人口販運業務課程」

教育訓練預計辦理 1 場

次。 

2.「防制人口販運」防治宣導

預計辦理 30場次。 

0 

社會處： 

「防制人口販運業務課程」

預計辦理教育訓練 1場次； 

「防制人口販運」防治宣導

預計辦理 6場次。 

0 

教育處： 

每年辦理全市學務人員，教

育訓練 1場次。 

0 

衛生局： 

人口販運業務教育訓練 6 場

次，以及宣導活動 18場次。 

0 

保護婦幼安全相關措

施： 

透過婦幼安全專區網

頁，公布婦幼安全警

示地點，必要時加強

警察局: 

本局為提醒民眾注意人身安

全，每半年於婦幼安全專區

網頁公告婦幼安全警示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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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巡邏、守望勤務。 點，預計建置 10處婦幼安全

警示地點，防範被害之地點，

並於必要時加強巡邏、守望

勤務。 

推動性騷擾防治 社會處： 

1.提供性騷擾案件服務 100

人次。 

2.每年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

性騷擾各行業別家數 250

家。 

756  

警察局： 

辦理學校、機關、團體之宣導

活動預計辦理 12場次 

0 

人事處： 

1.配合新修正之性別平等工

作法與性騷擾防治法，修

正本府性別歧視與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處理

要點，以使本府性騷擾防

治規範周妥完備。 

2.預計針對本府同仁辦理性

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練至

少 1場次，以強化本府同

仁對性騷擾防治之理解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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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認識。 

勞工處：  

辦理「職場平權及性騷擾防

治研習會」1場次、「防治職

場性騷擾工作坊」2場次；實

施勞動檢查 150家次。 

230 

推動跟蹤騷擾防制 社會處： 

提供跟蹤騷擾服務案件 3人 

次。 

0 

警察局： 

辦理學校、機關、團體之宣導

活動預計辦理 10場次 

0 

五、整合婦女職

訓及就業資

訊 

新住民職業訓練 勞工處: 

「新住民職業訓練」預計辦

理 3班次。 

600 

落實照顧服務員職業

訓練，並提升女性二

度就業機會 

「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預

計辦理 8班次。 

2,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