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安全 

托育支持 

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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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參與：指婦女參與公共事務，

      進入決策階層發揮影響力

苗栗縣政府 10

壹、 願景 

依據憲法第 156 條

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實質平等」之憲政精神

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

為提升苗栗縣婦女福利與權益

「安心」之四大面向做為推動主軸

社會健康情形，也期透過政府資源以及公私部門協力

學習活動，鼓勵婦女成長與學習

地位實質平等，此外，

支持與人身安全，落實推動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

 

 

參與

  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社會健康

          

          

 

 

從事社會活動 

志工、 

活動等。 

，進而能 

進入決策階層發揮影響力。 

109 年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條：「國家乃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

兒童福利政策。」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

之憲政精神，落實推動苗栗縣婦女福利與權益，

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營造苗栗縣為性別友善城市

為提升苗栗縣婦女福利與權益，中長程目標以「參與」、「

大面向做為推動主軸，關注不同類型婦女之需求

期透過政府資源以及公私部門協力，提供多元豐富的休閒

鼓勵婦女成長與學習，增進婦女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

，也積極營造安心生活環境，建構婦女經濟安全

落實推動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 

關注不同

類型婦女

健康

成長

安心

參與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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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學習管道 

休閒活動 

年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國家乃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

條第 6項「國家應維

、促進性別地位之

，強化婦女各項權

性別友善城市。 

、「健康」、「成長」、

關注不同類型婦女之需求、身心健康與

提供多元豐富的休閒

增進婦女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提昇婦女

建構婦女經濟安全、托育

  

成長



貳、 需求分析： 

  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來看，苗栗縣總人口數共計

54 萬 6,093 人，女性人口為 26 萬 4,439 人(48%)，男性人口為 28 萬 1,654

人(52%)，苗栗縣整體來看是男性多女性的城市。而從各年齡組人數來看，30

歲至 59 歲間不分男性女性皆是人口數最多時期，此時期女性人口數占了女性

總人口數的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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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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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間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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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皆顯示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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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108 年 9 月苗栗縣人口性別比-10 歲年齡組 

 

性別 男性人口數 占比 女性人口數 占比 合計 

0~9 歲 22,219 52% 20,915 48% 43,134 

10~19 歲 29,224 53% 26,038 47% 55,262 

20~29 歲 39,642 53% 35,305 47% 74,947 

30~39 歲 42,603 52% 38,768 48% 81,317 

40~49 歲 42,162 52% 39,091 48% 81,253 

50~59 歲 43,817 53% 39,346 47% 83,163 

60~69 歲 34,350 51% 32,699 49% 67,049 

70~79 歲 16,734 48% 18,209 52% 34,943 

80~89 歲 9,340 45% 11,584 55% 20,924 

90~99 歲 1,530 39% 2,425 61% 3,955 

100 歲以上 33 36% 59 64% 92 

資料來源：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表二：苗栗縣 60 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5 歲年齡組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年度縣市人口資料 

 

    苗栗縣共有 18 個鄉鎮市，若依地區分佈來看，女性人口占比較高的鄉鎮市，

依序分別是苗栗市、頭份市、竹南鎮與苑裡鎮，此四區域亦是苗栗縣人口數最多

的四個鄉鎮市，而公館鄉人口數與其他鄉鎮市相比排序第七，女性人口占比卻排

名第五，至於後龍鎮人口數雖於全縣排序第五，但女性人口占比 46.99%與其他鄉

鎮市女性人口占比相比卻排至第十一，另外，全縣各鄉鎮市中女性人口占比最少

的鄉鎮市，分別是西湖鄉、獅潭鄉、南庄鄉、三灣鄉與泰安鄉。  

107 年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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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80 28,570 17,456 17,134 12,856 7,821 3,114 662 76 

男性 19,069 14,296 8,462 8,150 5,860 3,354 1,238 237 24 

女性 17,511 14,274 8,994 8,984 6,996 4,467 1,876 425 52 

106 年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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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64 26,909 17,245 17,216 12,676 7,758 2,852 628 77 

男性 18,612 13,427 8,382 8,244 5,784 3,382 1,114 224 22 

女性 17,152 13,482 8,863 8,972 6,892 4,376 1,738 404 55 

105 年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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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8 24,829 17,288 17,486 12,308 7,570 2,658 553 79 

男性 18,249 12,331 8,479 8,399 5,567 3,342 1,008 191 28 

女性 16,919 12,498 8,809 9,087 6,741 4,228 1,650 362 51 

104 年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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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1 22,319 18,186 17,107 12,533 7,313 2,493 514 79 

男性 17,591 11,139 8,966 8,238 5,658 3,214 941 174 29 

女性 16,550 11,180 9,220 8,869 6,875 4,099 1,552 340 50 

103 年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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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5 20,489 19,334 16,812 12,338 6,996 2,307 455 74 

男性 16,787 10,245 9,556 8,098 5,604 3,033 888 154 28 

女性 16,028 10,244 9,778 8,714 6,734 3,963 1,419 301 46 



表三：苗栗縣各鄉鎮市男女人口數 

資料來源：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此外，如以族群來看，苗栗縣以客家族群人數最多，閩南人次之，原住

民人數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共計有 11,422 人，占全縣

人口數的 2%，而苗栗縣各鄉鎮市中原住民人數最多的鄉鎮市分別是泰安鄉、

南庄鄉、頭份市、竹南鎮與苗栗市，這五個鄉鎮市中頭份市、竹南鎮與苗栗

市亦為全縣人口數最多的鄉鎮市，而如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來看，苗栗縣三個原住民鄉鎮泰安鄉、獅潭鄉與南庄鄉

之性別資料，泰安鄉原住民 4,276 人，其中男性 2,220 人(52%)，女性 2,056

人(48%)，南庄鄉原住民2,112人，其中男性1,138人(54%)，女性974人(46%)，

獅潭鄉原住民 157 人，其中男性 91 人(58%)，女性 66 人(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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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原住民鄉鎮市中又

以頭份市、竹南鎮與苗栗市現居較多原住民。 

鎮別 男 占比 女 占比 合計(男+女) 女性占比排序 

苗栗市 43932 49.86% 44183 50.14% 88115 1 

苑裡鎮 23414 52.09% 21531 47.91% 44945 4 

通霄鎮 17769 52.92% 15811 47.08% 33580 8 

竹南鎮 43631 50.48% 42807 49.52% 86438 3 

頭份市 52222 50.43% 51327 49.57% 103549 2 

後龍鎮 18967 53.01% 16814 46.99% 35781 11 

卓蘭鎮 8614 52.29% 7860 47.71% 16474 6 

大湖鄉 7566 53.12% 6677 46.88% 14243 13 

公館鄉 17137 52.20% 15693 47.80% 32830 5 

銅鑼鄉 9374 53.12% 8273 46.88% 17647 12 

南庄鄉 5410 54.91% 4443 45.09% 9853 16 

頭屋鄉 5562 52.94% 4944 47.06% 10506 10 

三義鄉 8455 52.81% 7554 47.19% 16009 7 

西湖鄉 3868 56.04% 3034 43.96% 6902 18 

造橋鄉 6630 52.93% 5896 47.07% 12526 9 

三灣鄉 3574 54.60% 2972 45.40% 6546 15 

獅潭鄉 2374 55.79% 1881 44.21% 4255 17 

泰安鄉 3155 53.53% 2739 46.47% 5894 14 

總計 281654 51.58% 264439 48.42% 546093  



表四：苗栗縣各鄉鎮市原住民人數統計 

鄉鎮別 合計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人數排序 

苗栗市 762 239 523 5 

苑裡鎮 149 67 82 13 

通霄鎮 172 105 67 10 

竹南鎮 997 552 445 4 

頭份市 1464 946 518 3 

後龍鎮 180 90 90 8 

卓蘭鎮 154 52 102 12 

大湖鄉 177 19 158 9 

公館鄉 220 83 137 6 

銅鑼鄉 184 65 119 7 

南庄鄉 2112 1940 172 2 

頭屋鄉 109 56 53 15 

三義鄉 120 31 89 14 

西湖鄉 42 17 25 17 

造橋鄉 109 48 61 15 

三灣鄉 38 30 8 18 

獅潭鄉 157 134 23 11 

泰安鄉 4276 92 4184 1 

總計 11422 4566 6856  

資料來源：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表五：苗栗縣原住民鄉鎮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原鄉 鄉鎮市 男性 女性 合計 

平地鄉 南庄鄉 1,138(54%) 974(46%) 2,112 

平地鄉 獅潭鄉 91(58%) 66(42%) 157 

山地鄉 泰安鄉 2,220(52%) 2,056(48%) 4,276 



  苗要縣各族群中，新住民人數也已超越原住民，依據苗栗縣新住民照顧

輔導資訊網統計資料，截至 108 年 9 月苗栗縣各鄉鎮市新住民結婚件數共有

15,890 人，其中以頭份市最多計 2,677 人，苗栗市排名第二，計 2,427 人，

竹南鎮排名第三，計 2,029 人，後龍鎮排名第四，計 1,150 人，苑裡鎮排名

第五，計 1,120 人，公館鄉排名第六，計 980 人，通霄鎮排名第七，計 928

人，而新住民又以大陸及港澳地區最多，其次依序為越南、印尼、泰國以及

菲律賓等。 

 

表六:苗栗縣各鄉鎮市新住民結婚件數統計表（92年 6月至 108 年 9 月)１ 

資料來源：取自苗栗縣新住民照顧輔導資訊網統計資料 

 

  另依據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108 年 9月統計資料，自 76 年 1 月至

108 年 9月底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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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2 人，男性有 559 人，女性有 13,923 人，占全縣女性總人數 26 萬

4,439 人的 5.27%，如下表。 
 

表七：苗栗縣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按證件分 
苗栗縣 計 男 女 

外裔、外籍配偶 6,156 292 5,864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8,326 267 8,059 

總計 14,482 559 13,923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而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108 年 9月統計資料也顯示，苗栗縣新住民女性

人數在全台各縣市中排序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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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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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0 4,650 28,710 74,221 7,099 67,122 95,832 107,581 1 
臺北市 15,167 4,423 10,744 46,813 5,019 41,794 52,538 61,980 5 
桃園市 23,229 2,884 20,345 38,335 2,907 35,428 55,773 61,564 3 
臺中市 19,147 2,605 16,542 38,798 2,207 36,591 53,133 57,945 4 
臺南市 12,162 1,223 10,939 22,322 1,271 21,051 31,990 34,484 6 
高雄市 18,935 1,810 17,125 43,943 2,522 41,421 58,546 62,878 2 
宜蘭縣 3,539 235 3,304 5,212 213 4,999 8,303 8,751 16 
新竹縣 6,795 534 6,261 7,157 329 6,828 13,089 13,952 11 
苗栗縣 6,156 292 5,864 8,326 267 8,059 13,923 14,482 10 
彰化縣 11,019 627 10,392 12,590 416 12,174 22,566 23,609 7 
南投縣 5,187 243 4,944 5,812 244 5,568 10,512 10,999 13 
雲林縣 7,347 226 7,121 9,033 229 8,804 15,925 16,380 9 
嘉義縣 5,715 166 5,549 7,474 246 7,228 12,777 13,189 12 
屏東縣 8,464 327 8,137 11,001 652 10,349 18,486 19,465 8 
臺東縣 1,607 138 1,469 2,780 162 2,618 4,087 4,387 19 
花蓮縣 2,203 240 1,963 5,697 523 5,174 7,137 7,900 17 
澎湖縣 1,001 29 972 881 25 856 1,828 1,882 21 
基隆市 2,764 219 2,545 7,594 484 7,110 9,655 10,358 14 
新竹市 3,358 468 2,890 6,021 334 5,687 8,577 9,379 15 
嘉義市 1,506 130 1,376 3,563 226 3,337 4,713 5,069 18 
金門縣 329 9 320 2,405 100 2,305 2,625 2,734 20 
連江縣 70 1 69 525 93 432 501 595 22 
未 詳 0 0 0 3,665 331 3,334 3,334 3,665  
合計 189,060 21,479 167,581 364,168 25,899 338,269 505,850 553,228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108 年 9 月統計資料 



  苗栗縣新住民女性人數多，依據「105 年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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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其年齡通常

與配偶有較大之落差，待配偶年老時，除須負起對配偶的照顧責任外，還需

要承擔家庭經濟的重擔，且因本身條件限制，可以從事多以條件較差的高體

能或勞力密集工作，其所承擔的壓力及責任，更甚於一般的臺灣女性，成為

風險性家庭的可能性亦較高，因此需加強對新住民家庭之服務提供，支持新

住民家庭功能。 

 

  另外，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苗栗

縣 103 年女性身障者有 13,801 人，104 年為 14,061 人，105 年為 14,161 人，

106 年為 14,256 人，107 年為 14,465 人，另依據苗栗縣 108 年第 1季重要統

計指標資料，截至 108 年 3月女性身障者人數為 14,528 人，從 103 年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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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 107 年開始至今皆微升至 43%，且如以人數來看，女性身障者

人數也是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由 103 年的 13,801 人至 108 年 3 月已增加至

14,528 人，占全縣女性總人口數的 5%。 

表九：103 年至 108 年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 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以及苗栗縣 108 年第 1季重要統計指標 

 

  而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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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入口網全國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資料，107 年底之數據顯示，苗栗縣女性身

心障礙者 14,465 人中，65 歲以上占 53%，其次為 50-未滿 60 歲之女性身障

者，占 14.26%，再其次為 30-未滿 45 歲之身障女性，占 10.27%。另外，如

依障別來看，肢體障礙者最多有 4,032 人（28%），其次為多重障礙者有 2,667

人(18%)、聽覺機能障礙者1,794人(12%)、慢性精神病患者1,521人等(11%)，

另依苗栗縣各鄉鎮市女性身障人數分佈來看，苗栗市最多、頭份市次之，其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3 月 

合計 32,906 33,308 33,430 33,719 33,900 34,033 

男性 19,105 

(58%) 

19,247 

(58%) 

19,269 

(58%) 

19,463 

(58%) 

19,435 

(57%) 

19,505 

(57%) 

女性 13,801 

(42%) 

14,061 

(42%) 

14,161 

(42%) 

14,256 

(42%) 

14,465 

(43%) 

14,528 

(43%) 



次為竹南鎮、後龍鎮與苑裡鎮，如依身障女性占鄉鎮市身障總人數占比來看，

苗栗市女性身障人數占比最高，其次為獅潭鄉、西湖鄉、頭屋鄉與大湖鄉。 

 

表十：苗栗縣女性身心障礙者按年齡分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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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5 

人 
12 人 68 人 169 人 107 人 147 人 853 人 1,486 人 642 人 2,063 人 1,206 人 

7,712

人 

占比 0.08% 0.47% 1.16% 0.74% 1.02% 5.9% 10.27% 4.44% 14.26% 8.3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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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苗栗縣身障女性障別與占全縣女性身障人數之比率-107 年底 

 女 占比/排序  女 占比/排序 

總計 14,465 100% 植物人 31 0.2% 

視覺障礙者 477 3% 失智症者 759 5% 

聽覺機能障礙者 1,794 12% / 3 自閉症者 22 0.15% 

平衡機能障礙者 18 0.1% 慢性精神病

患者 

1,521 11% / 4 

聲音機能或語言

機能障礙者 

134 0.9% 多重障礙者 2,667 18%  / 2 

肢體障礙者 4,032 28%  / 1 頑性(難治

型)癲癇症者 

50 0.3% 

智能障礙者 1,387 9.6% 因罕見疾病

而致身心功

能障礙者 

20 0.1% 

重要器官失去功

能者 

1,440 10% 其他障礙者 35 0.24% 

顏面損傷者 28 0.2% 新制類別無

法對應舊制

類別者 

5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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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鄉鎮市分-1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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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市 5,558 3,010 (54%) 2,548 (45.84%) 1 1 

苑裡鎮 2,933 1,730 (59%) 1,203 (41.02%) 5 15 

通霄鎮 2,288 1,339 (59%) 949 (41.48%) 6 13 

竹南鎮 3,954 2,298 (58%) 1,656 (41.88%) 3 11 

頭份鎮 4,942 2,877 (58%) 2,065 (41.78%) 2 12 

後龍鎮 2,910 1,659 (57%) 1,251 (42.98%) 4 6 

卓蘭鎮 1,023 603 (59%) 420 (41.06%) 11 14 

大湖鄉 1,065 595 (56%) 470 (44.1%) 9 5 

公館鄉 2,226 1,283 (58%) 943 (42.36%) 7 9 

銅鑼鄉 1,389 793 (57%) 596 (42.9%) 8 7 

南庄鄉 833 499 (60%) 334 (40.1%) 13 17 

頭屋鄉 854 474 (56%) 380 (44.4%) 12 4 

三義鄉 1,072 621 (58%) 451 (42.07%) 10 10 

西湖鄉 628 348 (55%) 280 (44.6%) 14 3 

造橋鄉 887 507 (57%) 380 (42.84%) 12 8 

三灣鄉 478 309 (65%) 169 (35.36%) 16 18 

獅潭鄉 459 251 (55%) 208 (45.31%) 15 2 

泰安鄉 401 239 (60%) 162 (40.4%)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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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 105 年度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性別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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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未參與勞動原因裡面，「因

身心障礙疾病，暫時無法工作或未工作過」與「料理家務」女性是明顯比男

性高的項目。此外，女性身心障礙者外出頻率較男性低，就身心障礙者外出

活動頻率來看，男性幾乎每天外出的比率達 61.1%，女性則為 52.7%，另外「都

沒有外出」、「很少外出」、「每週一、兩次」、「每週三、四次」的比率皆為女



性較高，而就身心障礙者外出是否需要人員陪同來看，女性需要陪伴的比率

達 49.4%，較男性的 36.5%多出 12.9 個百分點。 

 

  而苗栗縣女性社會參與方面，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 年性

別統計指標概況，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女性志工人數，103 年計 3,277 人、104

年計 3,397 人、105 年計 3,597 人、106 年計 3,722 人、107 年計 3,966 人，

呈逐年增加情形，與男性相比，比率也從 103 年的 61%增長至 107 年的 68%。

另外從女性環保志義工人數來看，103 年計 5,562 人、104 年計 5,777 人、105

年 5,286 人、106 年 5,286 人、107 年 5,316 人，雖年度人數增長趨勢不明顯，

然與男性環保志義工人數比率相比，女性環保志義工比率呈逐年增長情形，

由 103 年的 52%增長至 107 年的 59%，此兩數據資料皆顯示，女性參與志義工

與男性相較下，女性占比是逐年成長，而男性則是有遞減或停滯情形。 

 

表十三：苗栗縣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人數性別比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男性 2,084(39%) 2,147(39%) 2,004(36%) 1,966(35%) 1,864(32%) 

女性 3,277(61%) 3,397(61%) 3,597(64%) 3,722(65%) 3,966(68%) 

合計 5,361 5,544 5,601 5,688 5,830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表十四：苗栗縣環保志義工人數性別比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男性 5,129(48%) 4,726(45%) 3,685(41%) 3,685(41%) 3,719(41%) 

女性 5,562(52%) 5,777(55%) 5,286(59%) 5,286(59%) 5,316(59%) 

合計 10,691 10,503 8,971 8,971 9,035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如從女性決策參與來看，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 年性別統

計指標概況，苗栗縣縣議員 103 年男性 23 人(61%)女性 15 人(39%)、104 年



男性 25 人(66%)女性 13 人(34%)、105 年男性 23 人(61%)女性 15 人(39%)、

106 年與 107 年皆為男性 26人(68%)女性 12 人(32%)，而苗栗縣鄉鎮市長(含

代理）103 年至 105 年間皆為男性 15人(83%)女性 3人(17%)，而 106 年與 107

年則是男性13人(72%)女性增加為5人(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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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

在鄉鎮市長與村里長中女性當選人數來看，女性是呈現增加情形，然縣議員

女性人數則是呈現時增時減情形，較不明顯。 

 

表十五：苗栗縣議員、鄉鎮市長、村里長人數性別比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縣議員男性 23 (61%) 25 (66%) 23 (61%) 26 (68%) 26 (68%) 

縣議員女性 15 (39%) 13 (34%) 15 (39%) 12 (32%) 12(32%) 

合計 38 38 38 38 38 

鄉鎮市長男

性(含代理） 

15 (83%) 15 (83%) 15 (83%) 13 (72%) 13 (72%) 

鄉鎮市長女

性(含代理） 

3 (17%) 3 (17%) 3 (17%) 5 (28%) 5 (28%) 

合計 18 18 18 18 18 

村里長男性 256 (93%) - - - 240 (87%) 

村里長女性 18 (7%) - - - 35 (13%) 

合計 274    275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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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 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基層農會理事 103年男性 156人(96%)女性 6人(4%)、104 年男性 144人(95%)

女性 8人(5%)、105年男性143人(95%)女性8人(5%)、106年男性145人(96%)

女性 6 人(4%)、107 年男性 145 人(97%)女性 5人(3%)。而基層農會監事 103

年男性 52 人(96%)女性 2人(4%)、104 年男性 49人(96%)女性 2人(4%)、105



年男性 48 人(96%)女性 2人(4%)、106 年男性 47人(94%)女性 3人(6%)、108

年男性 47 人(92%)女性 4 人(8%)。數據顯示 103 年至 107 年間基層農會理事

與監事女性占比皆未超過 8%，此領域之女性決策參與率偏低。而由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性別比來看，103 年男性 223 人(80%)女性 56 人(20%)、104 年男

性 222 人(80%)女性 57 人(20%)、105 年男性 226 人(81%)女性 53 人(19%)、

106 年男性 219 人(78%)女性 60 人(22%)、107 年男性 222 人(79%)女性 58 人

(21%)，從 103 年至 107 年間之增減趨勢來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女性占比

平均約為 20%，有成長空間。 

 

表十六：苗栗縣基層農會理監事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人數性別比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基層農會 

理事男性 

156 (96%) 144 (95%) 143 (95%) 145 (96%) 145 (97%) 

基層農會 

理事女性 

6 (4%) 8 (5%) 8 (5%) 6 (4%) 5 (3%) 

合計 162 152 151 151 150 

基層農會 

監事男性 

52 (96%) 49 (96%) 48 (96%) 47 (94%) 47 (92%) 

基層農會 

監事女性 

2 (4%) 2 (4%) 2 (4%) 3 (6%) 4 (8%) 

合計 54 51 50 50 51 

社區發展協會

男性理事長 

223 (80%) 222 (80%) 226 (81%) 219 (78%) 222 (79%) 

社區發展協會

女性理事長 

56 (20%) 57 (20%) 53 (19%) 60 (22%) 58 (21%) 

合計 279 279 279 279 280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另依據 105 年苗栗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34.3%的婦女表示不容易找到自

己有興趣的活動參與，而婦女平常參與休閒活動類型方面，主要以從事體育

性活動最多占 57.4%，娛樂型次之占 55.6%，消費型占 30.1%，再其次為社交

性活動占 19%，而質化訪談資料顯示，部分婦女因忙於工作及家庭照料，而

沒有太多時間投入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也排擠自我成長的機會。另外，如

以社會參與類型來看，參加宗教活動者占 15.6%、進修學習 14.9%、社團活動

14.2%、志願服務 11.8%為主，完全沒有社會參與習慣的婦女占 58.3%。因此

如何提升婦女成長與學習及社會參與意願是需思考與規劃的。 

 

  而經濟安全方面，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 年性別統計指標

概況，如依低收入戶戶長性別來看，103 年男性戶長 2,068 人(64%)女性戶長

1,173 人(36%)、104 年男性戶長 2,013 人(65%)女性戶長 1,086 人(35%)、105

年男性戶長 2,015 人(65%)女性戶長 1,064 人(35%)、106 年男性戶長 1,915

人(66%)女性戶長984人(34%)、107年男性戶長1,965人(65%)女性戶長1,052

人(35%)。而特殊境遇家庭如以家長性別來看，103 年男性 127 戶(10%)女性

1,099 戶(90%)、104 年男性 168 戶(14%)女性 1,038 戶(86%)、105 年男性 155

戶(14%)女性 940 戶(86%)、106 年男性 141 戶(13%)女性 968 戶(87%)、107

年男性 147 戶(13%)女性 987 戶(87%)。數據顯示，103 年至 107 年間苗栗縣

低收入戶以男性戶長居多，女性平均占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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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件之低

收入戶以及以高達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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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七：苗栗縣低收入戶補助與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性別比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低收入戶 

戶長男性 

2,068 (64%) 2,013 (65%) 2,015 (65%) 1,915 (66%) 1,965 (65%) 

低收入戶 

戶長女性 

1,173 (36%) 1,086 (35%) 1,064 (35%) 984 (34%) 1,052 (35%) 

合計 3,241 3,099 3,079 2,899 3,017 

特殊境遇家

庭家長性別

男性 

127 (10%) 168 (14%) 155 (14%) 141 (13%) 147 (13%) 

特殊境遇家

庭家長性別

女性 

1,099 (90%) 1,038 (86%) 940 (86%) 968 (87%) 987 (87%) 

合計 1,226 1,206 1,095 1,109 1,134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婚育與家庭狀況方面，依據 105 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絕大多數(95.9%)

的婦女與家人同住，且同住人數約為 3.28 人，與家人同住的婦女中近四分之

一(24.5%)的婦女需要照料家人，平均每天照料的時間為 5.82 小時，而照顧

對象以 50 歲以上婦女照顧 65 歲以上長者比例最高，也就是呈現老老照顧之

現況，中高齡婦女照顧高齡長者情形，而其他年齡婦女則均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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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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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方面，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 年性別統計指標概

況，103 年至 107 年間暴力犯罪被害人數，女性高於男性，每年案件量位於 4

案至 16 案間，而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以及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女性被害人呈現年度遞減情形，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女性由 103 年 293

人減至 107 年之 148 人，而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女性由 103 年 1,624

件減至 107 年之 1,449 件。此外，依據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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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暴力犯罪、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被害人性別統計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暴力犯罪被

害人男性 

93 (85%) 57 (93%) 10 (38%) 18 (55%) 8 (40%) 

暴力犯罪被

害人女性 

16 (15%) 4 (7%) 16 (62%) 15 (45%) 12 (60%) 

合計 109 61 26 33 20 

性侵害事件

通報被害人

男性 

23 (7%) 30 (10%) 17 (11%) 20 (11%) 33 (18%) 

性侵害事件

通報被害人

女性 

293 (93%) 276 (90%) 144 (89%) 154 (86%) 148 (82%) 

合計 316 306 161 174 181 

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被害

人男性 

643 (28%) 601 (29%) 615 (29%) 577 (28%) 555 (28%) 



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被害

人女性 

1,624 (72%) 1,493 (71%) 1,485 (71%) 1,470 (72%) 1,449 (72%) 

合計 2,267 2,094 2,100 2,047 2,004 

資料來源：依據 107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圖像近 5年性別統計指標概況 

 

  再則，有關婦女健康方面，依據 105 年苗栗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81.5% 

的婦女自評身體狀況良好(包含還算好 59.2%及很好 22.3%)，4.9%則表

示身體狀況普通，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包含不太好 12.4%及很不好

1.2%)則占 13.6%。負責其他對象之照顧者(含身障、病重)(3.03 分)自

評身體狀況分數相對較沒有主要照顧者(3.94 分)、負責 12 歲以下托育

者(3.91 分)、負責二類對象以上之照顧者(3.77 分)與負責 65 歲以上之

照顧者(3.73 分)低，從此數據來看，負擔身障與病重照顧者其自評身

體狀況較差，沒有主要照顧者之婦女身體狀況自評分數較高。而以年齡

來說，65 歲以上婦女自評身體狀況分數最低。另心理狀況方面，34.5%

的苗栗縣婦女自評有心理狀況情形，其中以睡不好覺(25%)的狀況最高，

其次則為注意力不集中(9.4%)、信心降低(6.0%)、有沮喪、絕望的情緒

(5.5%)、對未來不抱希望(4.8%)、思考能力下降(3.9%)等狀況。此外，

有關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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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使用苗栗縣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反之，63.5%的

婦女不曾使用過，以年齡來看，50 歲以上婦女使用過苗栗縣政府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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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51.0%則曾接受婦女乳房攝影檢查，41.9%使用過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17.8%使用過公費流感疫苗、10.4%曾接受定量免疫法糞便潛

血檢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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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苗栗縣婦女需求分析與現況歸納如下： 

一、 苗栗縣婦女樣貌： 

（一）苗栗縣男性人口數較女性多，各鄉鎮市中僅有苗栗市女性多於男性。 

（二）以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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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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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苗栗縣高齡人口中女性多於男性。 

（四）如以地區來看，女性人口占比較高的鄉鎮市，依序分別是苗栗市、頭 

   份市、竹南鎮與苑裡鎮，女性人口占比最少的鄉鎮市，分別則是西湖 

   鄉、獅潭鄉、南庄鄉、三灣鄉與泰安鄉。 

（五)以族群來看苗栗縣主要為客家族群，客家女性多、其次為閩南女性，而 

   新住民女性人數占全縣女性人口的 5.27%，較原住民整體人數占全縣 

   人口數的 2%還多。 

（六）苗栗縣新住民以頭份市最多，其次為苗栗市、竹南鎮與後龍鎮，國籍 

   又以大陸及港澳地區最多。 

（七）苗要縣原住民人數在鄉鎮市中亦是呈現男性多於女性的情形，泰安鄉 

   與南庄鄉原住民人數最多，而非原住民鄉鎮市中又以頭份市、竹南鎮 

   與苗栗市現居較多原住民。 

（八）103 年至 106 年間苗栗縣女性身障者人數占身障者總人數 42%，107 年 

   起微升至 43%，以人數來看，女性身障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108 年 3 

   月女性身障者計 14,528 人，占全縣女性總人口數的 5%。 

（九）苗栗縣女性身心障礙者 14,465 人中，65歲以上占 53%，其次為 50-未 

   滿 60 歲之女性身障者，占 14.26%，再其次為 30-未滿 45 歲之身障女 

   性，占 10.27%。 

（十）依障別來看苗栗縣女性身心障礙者肢體障礙者最多有 4,032 人(28%)，   

   其次為多重障礙者有2,667人(18%)、聽覺機能障礙者1,794人(1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521 人等(11%)。 

（十一）苗栗縣各鄉鎮市女性身障人數分佈，苗栗市最多、頭份市次之，其 

   次為竹南鎮、後龍鎮與苑裡鎮，如依身障女性占鄉鎮市身障總人數占 

   比來看，苗栗市女性身障人數占比最高，其次為獅潭鄉、西湖鄉、頭 

   屋鄉與大湖鄉。 



二、苗栗縣婦女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情形 

（一）女性參與志工與男性相較下，女性占比是逐年成長，而男性則是有遞 

   減或停滯情形。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女性志工人數，與男性相比，比率 

   從 103 年的 61%增長至 107 年的 68%，女性環保志義工比率亦呈逐年增   

   長情形，由 103 年的 52%增長至 107 年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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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長與村里長女性當選人數，103 年至 107 年間皆是呈現增加情 

   形，女性鄉鎮市長由 103 年的 17%成長至 107 年的 28%，而女性村里長 

   由 103 年的 7%成長至 107 年的 13%，然縣議員女性人數則是呈現時增 

   時減情形，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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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至 107 年間基層農會理事與監事女性占比皆未超過 

   8%，此領域之女性決策參與率偏低。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03 年至 

   107 年間之增減趨勢，女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占比平均約為 20%，有 

   成長空間。 

（四）女性身心障礙者外出頻率較男性低，就身心障礙者外出活動頻率來看 

，男性幾乎每天外出的比率達 61.1%，女性則為 52.7%，而就身心障礙 

者外出是否需要人員陪同來看，女性需要陪伴的比率達 49. 4%，較男 

性的 36.5%多出 12.9 個百分點。 

 

  為提升婦女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之機會，108 年本府透過辦理各項婦女

成長與休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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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女性社會參與及公共參與楷模，另也辦

理婦女戲劇志工培訓，鼓勵婦女參與社會服務擔任志工。109 年工作重點除

持續執行婦女志工培養外，也鼓勵男性加入婦女中心志工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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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社會參

與機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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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也將改善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空間，使更符合無障礙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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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婦女經濟、家庭照顧與人身安全議題 

（一）103 年至 107 年間苗栗縣低收入戶以男性戶長居多，女性平均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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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件之低收入戶以及以高達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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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婦女照顧議題中，照顧對象以 50歲以上婦女照顧 65歲以上長者比例 

   最高呈現老老照顧現況，即中高齡婦女照顧高齡長者情形，而其他年 

   齡婦女則均以照顧 12歲以下兒童為主，由此顯示婦女育兒支持需求。 

（三）苗栗縣女性身心障礙者勞動力比率較男性低，未參與勞動原因以「因 

   身心障礙疾病，暫時無法工作或未工作過」與「料理家務」，是女性明 

   顯高於男性的項目，可見婦女不分一般婦女與身障婦女，都需負擔較 

   重於男性之家務工作。 

（四）人身安全方面，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以及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 

   人數，女性被害人皆呈逐年遞減情形。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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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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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辦理婦嗑電影院以及爸爸成長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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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也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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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女性政治

人物代表共同倡議，讓民眾看見女性影響力與能力。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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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托育服務



方面也於苗栗市設立公共托育家園提供托育支持服務。109年工作重點在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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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相關福利服務資源提供，也將連

結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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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婦女健康情形 

（一）有關婦女身體健康方面，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包含不太好 12.4% 

   及很不好 1.2%)則占 13.6%，另負擔身障與病重照顧者其自評身 

   體狀況較差，沒有主要照顧者之婦女身體狀況較佳。而以年齡 

   來說，65 歲以上婦女自評身體狀況分數最低。 

（二）苗栗縣婦女心理康情形，34.5%的苗栗縣婦女自評有心理狀況，其 

   中以睡不好覺(25%)的狀況最高，其次則為注意力不集中(9.4%) 

   、信心降低(6.0%)、有沮喪、絕望的情緒(5.5%)、對未來不抱 

   希望(4.8%)、思考能力下降(3.9%)等狀況。 

（三）有關苗栗縣婦女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使用經驗，僅 36.5%的 

   婦女曾經使用苗栗縣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以 

   年齡來看，50 歲以上婦女使用過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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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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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與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皆有提供心理

諮商協助婦女處理心理情緒困擾問題，另也規劃身心健康、休閒紓壓等成長

活動外，促進婦女身心健康。且為了解本縣婦女身心健康情形，也於 108 年



進行「看見婦女-苗栗縣 108 年婦女身心健康網路調查」，以及辦理婦女健康

促進健行活動，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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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婦女成長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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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的婦女表示不容易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參與，質化訪談資料亦 

   顯示，部分婦女因忙於工作及家庭照料，而沒有太多時間投入社會參 

   與及成長休閒活動。 
 

    108 年本府持續辦理促進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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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

更多婦女得知活動訊息踴躍參與。109 年度將著重縣府團隊合作，結合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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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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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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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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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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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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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不同 

類型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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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不同類型的婦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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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本縣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空間，使更符合無障

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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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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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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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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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處 

教育處 

原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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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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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不同類型的婦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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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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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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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處 

教育處 

原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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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苗栗就業中心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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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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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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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社會處 

警察局 

教育處 

勞青處 

 

伍、本案奉核後據以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