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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6月 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本府 1501會議室 

主  席：劉副召集人思遠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劉筱君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 108年第 2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參、上次會議決定(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列管編號 105-2-1：解管。 

二、列管編號 107-2-1：解管。 

三、列管編號 107-2-2：解管。 

四、列管編號 108-1-2：解管。 

五、列管編號 108-1-3：解管。 

六、列管編號 108-2-1：解管。 

七、列管編號 108-2-2：解管。 

肆、工作報告： 

    一、108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推動情形。 

    二、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社會局部分)。 

    決定：洽悉。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報本局 110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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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兒童托育科「桃園市親子館辦理親職教育」辦理府決行性別

影響評估。 

二、身心障礙福利科「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辦理非

府決行性別影響評估。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科「兒少安置機構個案表意權分析」辦理性

別分析。 

 

提案二：提報本局 110年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與結合民間組織

推動性平計畫各 1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辦理之「身心障礙婦女婚育支持培力

計畫」提報為本局 110年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案。 

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之「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

推廣計畫」提報為本局 110年結合企業、民間組織或鄰里社

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計畫。 

 

陸、臨時動議 

提案委員：范委員國勇 

提  案：提報「身心障礙者婦女婚育培力支持計畫」為性平會「健康、

醫療與照顧組」之跨局處合作計畫。 

決  議：照案通過。 

 

柒、散會：下午 4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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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摘要 

壹、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列管編號 105-2-1：社會局所屬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情形。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二、列管編號 107-2-1：提報「女性遊民人身安全提升計畫」參加 108

年本府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三、列管編號 107-2-2：提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公民參與福

利社區旗艦計畫」參加結合企業、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

性別平等計畫辦理情形。 

陳委員彥良：人團科提報本計畫最主要希望提升社區男性志工的參與，

社區幹部改選後，女性理事長人數也有成長，上半年為防範疫情，

社區發展業務雖暫緩，但後續婦女權益與性平方案將持續辦理。 

顏委員玉如：本計畫除了呈現活動成果外，還可將所修正的旗艦社區

補助計畫納入成果。 

陳委員彥良：110年福利社區旗艦補助計畫刻正修正中，後續會將之

納入推動性平的成果。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四、列管編號 108-1-2：提報家防中心、社工科辦理府決行、非府決

行性別影響評估案。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五、列管編號 108-1-3：擇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公民參與福

利社區旗艦計畫」辦理性別分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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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委員國勇：本案的資料是 106-107年，建議再持續更新。 

陳委員彥良：本案當時填報時間為 108年 6月，後續將更新相關資料

至 108年底。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六、列管編號 108-2-1：提報 109年新增性別統計指標案。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七、列管編號 108-2-2：提報 109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案。 

顏委員玉如：因應社福考核指標修正，較大變革為婦女中心服務對象

多元化，業務科要有所因應，另提醒中高齡與身障婦女方案，應

朝向支持性的團體工作模式，教育訓練不列入評分。 

王委員秀珍：社福考核中的婦女組考核要求婦女中心因應不同服務對

象提供不同服務，本市將提供 5類婦女服務如全職媽媽、在職婦

女等，今年還將會和工業區工會合作，例如前往大園工業區進行

職業婦女服務，也將會和桃園女監合作，針對半年內即將出獄婦

女，進行婦女權益倡導與性別意識培力。 

主席裁示：本案解管。 

 

貳、工作報告 

一、108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推動情形。 

發言摘要 

范委員國勇：旗艦計畫期待社區發展協會女性理事長、男性志工的成

長，但較無著墨是透過甚麼策略來提升，還須提出聯結性說明，

也建議於社區中進行盤點，還有哪些事項是可以針對性平進行翻

轉，按優先順序訂出類似中長程的執行策略。 

陳委員彥良：108年曾邀請老師前往輔導社區性平課程，未來會依社

區能力加以分類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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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委員玉如： 

(一)提高女性決策參與的途徑是透過福利社區領航補助計畫，在此補

助下有明顯的領航社區母雞帶小雞的行為，透過相對有能量的社

區協會來執行，因此透過社區分級並由育成中心進行輔導，其實

這些策略都有執行，可於報告中展現出來。 

(二)社會局針對各類社區人員如長照、托育人員進行性平訓練，建議

可以針對性別意識培力自製 CEDAW教材，提供教育訓練所用。 

(三)當前可以思考有哪些性別統計指標可以增列多元性別欄位，國外

較常見的分類是男性、女性、多元性別，但還是要進行盤點，審

慎評估，以免全面實施反而因成效不佳變成無效統計，可從涉及

同志議題的收出養、暴力防治等性統指標，先行考慮增加多元性

別欄位。 

決定：洽悉。 

 

二、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社會局部分)。 

發言摘要 

范委員國勇：性平政策方針都是各局處自行管考，請再回去檢視預算

與執行率是否有填列，尤其因應上半年疫情，很多大型活動無法

辦理，後續請再行填列。 

顏委員玉如： 

(一)性平方針多為延續性的例行計畫，可以考慮新的呈現方式，例如

呈現性別主流化工具之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後所調整的結

果，並納入 110年的性平策略，以表現不同年度間的差異性。 

(二)性平方針中女性健康促進成果比較少，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的主

責機關雖然為衛生局，但也可以再思考社會局所扮演角色，融入

性別與健康於長照系統、社區關懷據點、社區協會等，而且社區

辦理健康促進課程都很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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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委員威良：健康議題目前仍比較多是由衛生局辦理，社會局多關注

於社區式照顧，後續再行視社區需求辦理。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報本局 110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案，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林委員燕婷：「桃園市親子館辦理親職教育」目前都有要求社區親職

教育納入推展性平知能，並鼓勵爸爸、媽媽、哥哥、阿公等不同

性別家人一起加入。 

蘇委員美惠：「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家照者方案目前

有 1個中心 2據點，服務過程中發現接受服務對象以女性較多，

透過性別影響評估，希望能在紓壓活動設計時，可以有性別融合

或男女性別分開的規劃，使男性在安全舒適環境下，能來參加家

照者服務活動。 

顏委員玉如： 

(一)家庭照顧中有既定課程，多為支持、喘息，但喘息可能多為紓壓

性質，建議在紓壓課程中加入簡短幾分鐘的充權意識，或者納入

具性別觀點的支持方案，特別是針對對女性家照者的自我關照。 

(二)家庭中雙親可能都是照顧者，如果不一定來參加活動，可以考量

規劃照顧者關心的資訊，尤其對身障者而言，任何時間的轉銜都

很重要，因此建議評估提供多元性的支持服務，如提供網路資訊

查詢或開設諮詢專線等。 

范委員國勇：照顧者容易身心俱疲且多數也有家庭經濟壓力，政府提

供的都是基礎補助，安排家照者喘息很好，主要家計者在工作中

也有喘息需求，即便無法參加活動也需要關心，如能透過性別影

響評估操練，可以訓練思維的廣度，將性別意識納入家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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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科：「兒少安置機構個案表意權分析」將以團體家庭中的安置兒

少為分析對象，區分男、女團家來分析孩子，目前內外部雖然都

有申訴管道，但期望透過分析來進一步了解不同性別的兒少表意

權有無不同。 

顏委員玉如：兒少安置團家部分，建議先了解團家的家庭規範，因為

在社會性別建構下如規範不同，就會影響表意的不同。 

決  議： 

一、兒童托育科「桃園市親子館辦理親職教育」辦理府決行性別

影響評估。 

二、身心障礙福利科「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辦理非

府決行性別影響評估。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科「兒少安置機構個案表意權分析」辦理性

別分析。 

 

提案二：提報本局 110年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與結合民間組織

推動性平計畫各 1案，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家防中心：「性別暴力預防推廣計畫」目前配合中央衛福部進行社區

防暴宣講種子的初、進、高階培力，有結合社區發展協會、守望

相助隊、公所等辦理。 

杜副召集人：家防中心刻正進行找合適的社區發展協會培訓、宣講，

替社區種子進行培訓，今年有觀音、龍潭、龜山等區進行，系列

訓練課程需要上很久還要考試，非常不容易過關，但透過培力和

社區是很好的結合，但既然提報參加結合民間團體推動性平計

畫，在性平方面的教育訓練還要加強。 

顏委員玉如：身障婦女案曾提報過性別分析，性別暴力預防推廣計畫

雖未做過性別分析，但今年新增的性別統計指標為社區防暴宣講

師，可以將所做過的性別主流工具納入分析，性別主流工具強調



8 
 

應用性。性別議題中除了家庭暴力，也可加入性侵害防治，倡議

Metoo，但實務上發現在社區卻 Me不太起來，因此在性別濃度的

關切上就會有差異性。此外，當前關注的數位性別暴力、復仇性

暴力等議題，也可以考量納入對社區進行分眾教育。 

王委員秀珍：「身心障礙婦女婚育支持培力計畫」辦理緣起為看到身

障婦女是弱勢中的弱勢，只看到障礙沒有性別，目前本方案針對

已婚已育的身障婦女進行焦點團體座談，了解其在婚育中的障

礙，並且關心其生育醫療權益，期望能製作相關文宣。目前針對

肢、視、聽障者的婚育問題特別瞭解相對應醫療的資源，特別是

設備的有無，期望可以進行倡議，一步一步來突破，以營造桃園

友善生育的環境。 

杜副召集人：前面性平政策各政策面向分工表所填內容較為例行性，

但既然方針可以因應修正，就可考量納入新興議題，如監察院、

中央就很關注身障婦女領域，如何與醫療端進行聯結，也可以提

到相關委員會去促成。 

決  議： 

一、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身心障礙婦女婚育支持培力計畫」

辦理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推廣計

畫」辦理結合企業、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計畫。 

 

肆、臨時提案 

提案委員：范委員國勇 

提  案：提報「身心障礙者婦女婚育培力支持計畫」為性平會「健康、

醫療與照顧組」之跨局處合作計畫。 

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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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委員國勇：建議本計畫提到健康、醫療與照顧組作為一個跨局處計

畫，因為本議題如能整合福利與醫療，對身障婦女則是福音。 

杜副召集人慈容：可以請衛生局、障福科協助找出身障婦女的母體，

從族群人口較多的區域進行服務，在其他委員會如身權會的

委員也針對本議題進行關注中，因為身障婦女不能只做衛生

保健生產權或墮胎，其實需要關注更多性別權益面向。 

決  議：照案通過。  

 

黃參議妙兒：藉由本次會議很難得機會由 2位委員、杜副提供寶貴建

議，使得社會局在性平業務推動得更順利，請社會局參照委員寶

貴意見持續推動與精進。 

 

主席裁示：僅代表社會局感謝 2位委員，社會局近幾年在推動性平業

務方面已經有很多進展，目前在推動多元性別權益部分也有很多

建議，請各業務科針對新議題、弱勢族群多所關注，也期望會後

各業務科的持續努力，能於性平考核有卓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