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婦權會第 5 屆就業安全組推動成果摘要 
組  別 就業安全小組 承辦單位 勞工局 
小組委員 王介言、宋小麗、岑歡琼、林怡均、郭家妃、劉硯田、簡瑞連、周登春 
成果項目 實施期程 成果摘要 

建構婦女友善職

場，提升婦女勞

動參與率。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針對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行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執

行勞動條件檢查 561 場次，命違反事業單位限期改善並持續追

蹤，以及辦理法令遵循計畫 2980 場次，以提升事業單位對勞

動法令認知。 
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SBIR)規定接受計畫補助之廠商，

應健全員工權益、落實性別平等，促進並保障女性就業機會。 
三、將「與公司行號雇主簽訂契約辦理企業托兒服務」列為托嬰中

心評鑑指標項目，提供員工兼顧工作與就近照顧，營造職場友

善育兒環境。。 

協助婦女就業輔

導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運用就業促進相關津貼，結合個案管理機制，共協助弱勢婦女

493 人回歸職場。 
二、辦理本市青年創業貸款業務，核准件數計有 155 件，核貸金額

1 億 7,410 萬元，其中女性獲貸案件計有 50 件，核貸金額 6,095
萬元。 

三、勞工局訓就中心積極媒合求才廠商接洽，本期計開發 5,790 個

部份工時及家庭代工職缺，提供婦女更多元就業資源，共協助

969 位婦女順利就業。 

強化家庭支持體

系，協助婦女就

業。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辦理「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課後照顧班，共有 69 所學校獲

得民間（非營利）團體資源挹注，受益學生共有 992 人。 
二、設置 60 處弱勢家庭兒少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及服務據點，計服

務 10 萬 7,424 人次。 

協助青少女職涯

探索與就業輔導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針對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學生辦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少

年生涯探索號計畫，共計輔導 15 名女性。 
二、另定期與勞政、社政、少年輔導委員會等單位，辦理跨局處聯

繫會議，協助本市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及早確認生涯規劃，並

依個案需求轉介勞政單位輔導個案參加就業或職訓相關計畫。 

落實跨局處合

作，支持婦女重

返職場。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辦理 27 場次就業促進研習課程，輔導參加就促研習活動之二

度就業婦女共 153 人回歸就業市場，並關懷就業情形。 
二、規劃婦女經濟培力方案，委託業界協助培力婦女微型創業技

能，共計培力 241 名婦女。 
三、鼓勵企業設置哺(集)乳室與托兒服務，100 人以上單位計有 716

家，其中 645 家已提供哺（集）乳室、托兒設措施計 622 家。 

未來的展望與重

點工作 

一、持續辦理勞動條件查核及法令遵循計畫，督促事業單位確實遵守勞動法令，

以改善婦女就業環境。 
二、積極提高哺乳室及托兒設措施之比率，以營造友善職場的育兒環境，減輕員

工育兒的壓力。 
三、建置多元的工作設計與友善職場措施，協助雇主重新認識女性勞動力，並鼓

勵雇主增加雇用女性意願，提高女性重返職場的機會。 
 
 
 
 



組  別 人身安全小組 承辦單位 警察局 

小組委員 岑歡琼、劉硯田、譚陽、黃明昭 
成果項目 實施期程 成果摘要 

落實並深化婦女

人身安全保障政

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加強推展性侵害、家庭暴力、性騷擾及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

宣導工作，並建立社區防治體系。 
二、落實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及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制

度。 
三、持續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及兒童少年性剝削

防制網絡相關人員專業訓練，增進性別敏感度，以提升婦女

人身安全之服務品質。 

針對不同的女性

處境、年齡及社

會地位，制定並

發展不同婦女人

身安全政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強化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制度。 
二、加強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輔導。 
三、建構多元文化觀點之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四、強化移工性侵害案件通報聯繫分工機制以保障女性移工工作

權益及人身安全。 
五、預防治安顧慮人口再犯，保障婦幼安全。 

落實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及人

口販賣查緝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被害人保護救援，並依兒童少年

之人權及健全發展需求，提供適當之教育輔導措施，以利回

歸正常社會體系。 
二、積極查緝人口販賣，提供被害人保護服務。 

提升公共場所、

供公眾使用場所

之 安 全 設 備 設

計，加強執行上

述公共空間之巡

邏（查），以減

少犯罪機會，保

障婦女人身安全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檢視營業場所建築物與公共空間之安全設備設計，推動情境

犯罪預防，降低暴力犯罪之婦女被害率，提昇婦女安全感。 
二、提供婦女安全生活空間之資訊，加強治安死角巡守，維護婦

女安全。 
三、加強不實廣告查處，提醒婦女注意相關陷阱。 
四、加強車站、捷運站、停車場及大眾交通系統安全服務暨計程

車安全與管理工作，以維護婦女安全。 

加強網路及公共

場所性犯罪防治

與安全防護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 加強查緝網路兒少遭性剝削案件，本期共查獲涉及網路犯罪

之兒少遭性剝削案件計有 223 件 388 人(男 316 人占 81.44％、

女 72 人占 18.56％)。 
二、 強化兒少性剝削網絡合作機制，針對疑似兒少性剝削個案訪

查及查緝，本期社會局共函請本局婦幼隊依職權調查共計147
名個案，其中 64 案(43.54％)已移送管轄司法機關偵辦，63
案(42.86％)查無具體事證由社會局持續追蹤；20 案(13.60％)
尚在蒐證調查中，共救援兒少 64 人(女 51 人占 79.69％、男

13 人占 20.31％)。 
三、 落實社區、校園、偏鄉網路安全宣導，避免兒少接觸色情暴

力等不當內容及預防網路性犯罪被害。 
四、 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建置監視器應訂定管理機制妥善維護。 
五、 落實公共場所陌生性犯罪宣導，強化民眾自我防衛能力。 

未來的展望與重

點工作 
一、 落實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查緝。 
二、 持續辦理婦女權益推動及婦幼保護各項重點工作。 

 
 



組  別 健康維護小組 承辦單位 衛生局 
小組委員 李逸、周汎澔、楊幸真、胡淑靜、蔣琬斯、譚陽、黃志中 
成果項目 實施期程 成果摘要 

制定具性別意

識之健康政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 以女性觀點研訂「婦女友善醫療環境指標」，依不同層級醫療

院所制訂評核表。 
二、 辦理醫師及醫事人員相關在職教育，提高性別敏感度。 

強化性教育進

而提昇身體及

性自主權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結合教育、新聞單位及民間資源，積極宣導性病及愛滋防治。 
二、對非預期及非自主懷孕之婦女結合社政單位提供相關協助措

施。 
三、提供青少年懷孕相關保健服務措施。 

落實對婦女友

善 的 醫 療 環

境，並充分尊

重女性的權益

及其自主性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 提升本市醫療產業國際競爭力，由 29 家醫療院所規劃多國語

言通譯人員通譯服務方案。 
二、 設置 6 家性侵害一站式專責醫院，提供溫馨隱密之就診(會談)

環境，並建立網絡溝通機制。 
三、 健全受性侵害及家庭暴力傷害婦女之醫療處置、心理支持與

健康諮詢、轉介服務網絡。 

發展不同性別

生命週期之身

心健康評估與

促進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鼓勵機關及醫療院所辦理「性別與健康研究」，完成「更年期

健康促進計畫」、「以人類白血球抗原基因分型探討自體免疫

失衡與女性雄性禿之關聯性」及「經期前情緒障礙症之神經

心理內分泌機轉：情緒、認知、食慾之月經週期三階段研究-
第三年計畫」。 

二、辦理鼓勵適齡婚育之相關宣導活動或措施，38 區衛生所提供

市民受孕、生育及產後等醫療諮詢服務。 
肯定女性對促

進及維護健康

之貢獻，對家

庭及職場的女

性照顧者提供

充分資源。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為疏解家庭照顧者之壓力及情緒，建置 1 處資源整合中心及

7 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二、藉由「家庭照顧者支持性創新型服務計畫」，除提供原來八大

項服務，另提供「喘息咖啡」、「到宅關懷」、「E 化服務」及

「支持教育」等具在地特色之創新型服務。 

提供偏遠地區

婦女健康維護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提供 15 區偏遠行政區家庭照顧者服務單位，提供個案管理、

居家照顧技巧指導、紓壓活動、心理協談、支持團體等服務。 
二、辦理偏遠地區地區婦女婦癌篩檢社區到點服務共 312 場，統

計偏遠地區地區子宮頸抹片檢查三年涵蓋率為 23.97%，乳房

攝影檢查二年涵蓋率為 32.84%。 

未來的展望與

重點工作 
一、持續推動各項婦女權益重點業務，精進女性身心健康促進政策。 
二、提供偏遠地區婦女健康維護，消弭偏遠地區健康不平等。 

  



組別 福利促進小組 承辦單位 社會局 
小組委員 岑歡琼、林怡均、胡淑靜、簡瑞連、洪羽珊、謝琍琍 
成果項目 實施期程 成果摘要 

分階段布建各

項照顧資源，

提供在地照顧

服務。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結合公共資源設置 4 處定點計時托育服務據點，並依據不同

據點特性，提供日間、夜間、假日等多時段近便臨時托育服

務。 
二、設置 17 處世代中心及共融服務據點，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孩童學習、互動之場域。 
分階段布建各

項照顧資源，

提供在地照顧

服務。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推動社會住宅共計完成招租 4,940 戶，其中女性承租人共計

2,984 戶、占 60.4%。 
二、設置 4 處單親家園，共計有 89 戶承租，其中女性戶長計 81

戶、占 91%。 

建置多元老幼

照顧支持服務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積極布建長照資源，利用公有閒置空間及前瞻基礎建設補

助，媒合民間單位，擴展社區在地長照服務資源，總計布建

54 處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1,117 處 B 級長照複合型服

務中心級 295 處 C 級巷弄長照站。 
二、配合教育部公共化幼兒園政策，逐年增設非營利幼兒園，本

市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比率已達 30.81%。 

未來的展望與

重點工作 
一、持續布建照顧資源提供照顧服務，減輕婦女照顧負擔。 
二、建置多元老幼照顧支持系統，提供近便性服務。 

  



組  別 教育文化小組 承辦單位 教育局 
小組委員 王介言、王彥嵓、李逸、徐東弘、楊幸真、蔣琬斯、簡瑞連、謝文斌 

成 果 項 目 實 施 期 程 成果摘要 

推動與落實性

別平等教育，

消除偏見與歧

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並提升男性參與率，針對認識及尊

重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教育宣導，

男性參與率從 108 年 49.94%，109 年提升至 54.63%。 
二、藉由高雄市社區婦女大學方案，辦理各項性別議題講座，共

計辦理 113 場次。 

推動與落實性

別平等教育，

消除偏見與歧

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辦理現代國民葬禮研習課程，宣導性別平等對喪葬禮俗活動，

共計 3 場次。 
二、本市新住民子女教育計畫補助 233 校辦理教師新住民多元文化

研習，提升教師幫助學生對多元文化的了解與尊重。 

提升婦女學習

的多元管道與

資源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協助本市新住民女終身學習機會，共有 118 班國中校補校、120
班成教班提供參與課程婦女托兒服務。 

二、為增進婦女學習機會，除提供社區婦女大學、新住民婦女參與

課程臨托服務，另設置 4 處定點計時托育服務。 

推動青少女增

權教育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製作 5 支性別平等教育動畫，提供本市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資源中心、社區推廣學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教材，並加強開

發青少女科技能力。 
二、鼓勵女性參與「全國科學研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女性桂冠

獎」，共計 903 名女性學員參與，占比 47.7%，較去年增加 86
人，為鼓勵女性參與設有「女性桂冠獎」，有 590 隊全員為女性

參賽。 

培 植 女 性 人

才，公平分配

資源。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為培力女性文化藝術人才，本市文創中心視覺藝術類共計補助

154 件女性創作案(含聯展)。 
二、本市原住民部落大學開設產業學苑研習課程，培力女性文化藝

術人才，傳承原住民特有技藝及文化。 

增加男性性別

意識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在宗教禮俗、教育文化及就業環境制定增

加男性性別意識評鑑項目及宣導。 
二、推廣性別友善職場，鼓勵男性申請產假、育嬰假及家庭照顧假，

並辦理男性參與分擔家務及家庭照顧宣導活動。 

未來的展望與

重點工作 
一、 消除對於性別之刻板印象與一切歧視，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二、 針對男性進行性別議題宣導，提倡親職、家務共分擔。 

 
  



組別 社會參與小組 承辦單位 民政局 
小組委員 王介言、岑歡琼、林怡均、郭彩連、郭家妃、譚陽、閻青智 

成 果 項 目 實 施 期 程 成果摘要 

落實公務體系

性別主流化政

策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落實本府公務人員性別意識培力，每年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

率均達 100%，並積極培育及拔擢優秀女性擔任主管，本府各

機關一、二級女性主管占 48.88%，超過目標值(40%)。 
二、完成與性別議題相關之統計分析 24 篇，並請相關局處回復參

採情形。 

強化基層女性

培力，深化女

性公共參與。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為強化婦女參與公共事務，各區公所辦理 557 場次活動，包

含婦女社會參與活動 401 場、性別意識與婦女成長課程 120
場及特色方案 36 場。 

二、鼓勵婦女擔任警察局義警人員、義交人員、民防人員及志工，

擴大公共事務，共計 3,038 名女性參與、占 46.16%。 

促進婦女、性

別組織連結及

國際參與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每年辦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與婦女團體溝通平台，促進婦權

會委員與婦女團體領導人意見交流，促進婦女參與公共事務。 
二、本市各高級中等學校積極開辦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韓語、越語、泰語等課程，以培養國際人才。 

婦女參與解決

社區問題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辦理高齡者友善社區環境檢視培力課程 71 場次，培力婦女檢

視社區公共廁所、站牌、道路、公園環境安全及熟悉通報系統。 
二、實地檢視 577 處公共區域，計有 621 項待改善項目，並由區公

所函報權管機關，計 507 項完成改善，其餘持續追蹤改善。 

未來的展望與

重點工作 
三、持續強化基層女性培力，深化女性公共參與。 
四、深耕婦女參與解決社區問題，營造高齡者友善社區。 

  



組  別 環境空間小組 承辦單位 都市發展局 
小組委員 郭家妃、郭彩連、蔣琬斯、譚陽、楊欽富 

成 果 項 目 實 施 期 程 成果摘要 

讓各政策領域

內的性別隔離

降到最小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蒐集本市環境與空間領域內，各項業務與受益人口之性別統

計，建立長期追蹤資料庫。 
二、涉及環境及空間政策規劃，注意各性別參與比例。 

不同性別與弱

勢處境者的基

本需求均可獲

得滿足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對於環境及空間領域服務及設施，進行量化統計與質性調查，

以滿足不同性別及族群需求。 
二、針對各項災害風險研究，納入不同性別及屬性人口之風險，研

擬因應策略。 

女性與弱勢的

多元價值與知

識得以成為主

流或改變主流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一、發掘並保護農村女性與原住民對生態保育的傳統智慧與知識。 
二、公共空間規劃以女性、弱勢觀點出發，讓全市空間更為友善及

平權。 

建置無障礙、

安全與性別友

善環境 

108 年 08 月 
至 

110 年 07 月 

依據「公廁改善重點工作調查表」，針對本市公園性別友善廁所建

置、夜間照明、警鈴設備、尿布台等友善環境設施檢視，並進行改

善工程，已完成 9 座公園改善。 

未來的展望與

重點工作 
持續推動性別友善之特色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