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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第 1 次會議議程表 

 

時間：112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地點：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03 會議室 

主席：高副局長淑真 

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0：00~10：05 主席致詞  

10：05~11：25 

一、 新任委員介紹 

二、 推選本組民間召集人 

三、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四、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五、 報告案： 

(一)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 年跨局處推動

性平工作成果報告 

1.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2.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二)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新北市性別平等政

策方針 111年辦理情形 

六、 討論案：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跨

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一)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二) 議題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 

 

11：25~12：00 臨時動議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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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第 1 次會議議程 

 

壹、 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整。 

貳、 地點：本局 203會議室。 

參、 主席：高副局長淑真。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介紹新任委員【請參閱附件 1，P7】：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2，P8-11】。 

柒、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序號 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完成 

日期 
列管 

建議 

1 

有 關 健

康、醫療

與照顧組

112 年跨

局處性平

重點工作

計畫。 

建議在性

平大會之

前安排會

後會，請

專家學者

參 與 討

論，提供

建議並邀

集更多局

處加入。 

人事室 

業於 11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邀集社會局、民政
局、教育局、警察局、觀旅局、青年局、環保
局、市立聯合醫院、台灣醫務管理學會、許秀
雯委員、陳保仁委員、李萍委員（共 24
人），由本局林主任秘書美娜主持召開健康、
醫療與照顧組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
議，會中針對本組 112 年度跨局處性平重點工
作計畫進行討論，討論結論摘要如下：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從多元性別族群關注的議題著手，從就醫
流程中較易引起困擾的部分，設計並採行
友善措施，包括建置性別友善廁所、提升
診間隱私保護等硬體設備，以及就診時之
稱呼、性別分類等。 

 倘要透過醫院督考來推行友善就醫措施，
可以先從婦產科、泌尿科、感染科及身心
科來推行。 

 行政、醫護人員認知教育訓練應經過分
級、分眾，需具有涵蓋率與成效。 

 

議題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宣導手法應
活潑化並與時俱進，也可與 NGO 民間組織合
作。【請參閱附件 3，P12-17】。 

111

年

11

月

10

日

完

成 

解除

列管 

捌、 報告案： 

報告案一：111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報告。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1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12216191號函頒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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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分工小組 111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有 2大議題：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請參閱附件 4，P18-

28】。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5，

P29-36】。 

三、 請心衛科及高長科簡報，並請健管科補充。 

報告案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組工作重點項目 111 年辦理情形

【請參閱附件 6，P37-64】。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1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12216191號函頒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 

二、 本組 111 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總計有 10 項工作重點、

37 項計畫，經彙整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下稱原民局)、

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等 5 個機關回復之 111 年辦理情形，

37 項計畫中預算執行率未達 80%或執行成效未達量化預期效益

者，共計有 6 項，分別為衛生局 3 項、社會局 1 項、教育局 1

項及原民局 1項，原因說明及未來策進作為如下： 

(一) 衛生局部分： 

1. 6-1【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服務計畫】 (預算執行率

66.8%)：110 年完成 22,014 人接種，111 年完成 16,639 人

接種。配合國健署調整 110 學年入學國中女生接種期程，原

定 111 年 3 月份接種第 1 劑疫苗延至 111 年 9 月入校接種，

第二劑疫苗隨同延後至 112 年 3 月至 5 月接種，導致原編列

預算執行率過低，無法於 111 年全數執行完畢。後續將配合

國健署規劃期程，於 112 年 5 月完成 110 學年度入學國中女

生第 2劑疫苗接種作業。 

2. 6-2【社區長者憂鬱篩檢及關懷】(預算執行率 65%)：因衛

生所全力投入執行防疫工作，致憂鬱篩檢量能下降。惟 111

年預期效益預計至少提供長者篩檢服務 5 萬人，111 年篩檢

總數達 6 萬 4,387 人，相較 110 年 5 萬 9,057 人，達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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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增加，現疫情趨緩將加強宣導並積極推動社區長者憂鬱

篩檢及關懷工作。 

3. 6-5【長照特約專業服務】(預算執行率 77.8%)：因疫情影

響民眾使用意願且專業服務復能核銷為次月辦理前一個月的

核銷，另規範滿 3 次(1 包)始得辦理請款，故易有 1 個月時

間差。因核銷流程及規範為中央訂定，無法更改，爰以加強

長照專業服務推廣、宣導(FB、單張手冊)以及疫情期間非確

診者，由專業服務人員著防護性裝備入家服務等措施以鼓勵

民眾使用，提升服務人數為主。 

(二) 社會局部分： 

6-1【小爸媽主動關懷服務方案】(預算執行率 79%)：因疫

情個案出席活動意願降低，參與人次減少，故支出減少。惟

原預期效益規劃辦理跨局處個案研討聯繫會報 4 場、青少年

父母支持團體 4 場、專題講座 2 場、員工教育訓練 4 場、服

務 300 名未成年懷孕個案。截至 111 年 12 月底業已辦理 4

場次跨局處個案研習聯繫會議、超過 4 場次之青少年父母支

持團體及 4 場次員工訓練，且 111 年完成 317 人未成年懷孕

服務個案，現疫情業已趨緩，將加強宣導並積極推動服務方

案。 

(三) 教育局部分： 

6-1【中老年心約定成長團體課程】(未達量化預期成效)：

原編列 111 年預算為 13 萬 2,000 元，預期成效為辦理 4 梯

次(每梯次 16 場次)成長團體，預計 160 人次受惠。111 年

因受疫情影響致執行成效未如預期，僅辦理 1 梯次 4 場次，

計 40 人次受惠，花費 12 萬元（預算執行數 90.91%），疫

情趨緩後將加強宣導與推動課程。 

(四) 原民局部分： 

6-3【統計分析補助原住民族裝假牙之福利申請政策】(預算

執行率 71%)：受疫情影響，中、低收入原住民長者申請裝

假牙人數較往年略微降低，惟 111 年預期效益預計 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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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111 年實際執行成果業已達 91 人受益，相較 110 年

78 人，執行成效實有增加。現疫情趨緩，將加強宣導並積

極推動假牙申請福利政策。 

三、 另外，社會局執行之 6-4【多元面向提升照顧服務友善工作環

境】計畫，編列 3 萬 3,000 元預算，量化預期效益規劃本家照

顧服務員總計 65 人，預期提升男性照顧服務員人數比率 2%以

上，全體照顧服務員進用率全年達 92%，111 年執行成果達成

本家照顧服務員增加至 66 人，其中男性照顧服務員人數比例

較去年增加 2.7%，惟實際支出經費為 9 萬 3570 元，為原編列

預算 253.5%，建議社會局於 112 年續辦該項計畫時，可參考

111年執行情況，適度調整 112年預算編列。 

 

玖、 討論案：                                                 

案  由：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1 年 11 月 1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12216191

號函頒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 

二、 本分工小組 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規劃 2個議題：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醫管科主責、衛企

科協辦，所屬市立聯合醫院(示範醫院)；參與局處：環

保局)【請參閱附件 7，P65-69】。 

議題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疾管科主責；參與局處：教

育局、民政局、警察局、觀旅局、青年局)【請參閱附

件 8，P70-76】。 

三、 請醫管科及疾管科簡報，並請衛企科補充。 

四、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相關作為。 

壹拾、 臨時動議： 

壹拾壹、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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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 112 年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1 王兆慶 男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2 許秀雯 女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理事  

3 陳保仁 男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院長 

台灣婦產身心醫學會理事長 
 

4 王麗容 女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 
新任委員 

5 余秀芷 女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事 新任委員 

6 顏玉如 女 私立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新任委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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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 111 年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 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貳、 地點：本局第一行政大樓 203會議室。 

參、 主席：高副局長淑真(主席因公臨時無法主持改由陳專門委員玉澤代為主持）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紀錄：曾淑華 

陸、 報告案： 

                                                      

案由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決  議：均解除列管。 

 

案由二：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1-8 月)成

果。 

決  議：依期程持續推動，照案通過。 

 

柒、 討論案： 

 

案由一：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跨局處工作計畫規劃情形，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組現行 2 個議題已持續推動 3 年(自 109 年至 111 年)，考

量跨局處議題合作已階段性完成目標，為使本組跨局處議題

呈現更多元、多樣化性平特色，並且融入全局業務項目，建

議 112年擬提議題如下： 

(一)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主責科室：醫管

科，協辦科室：健管科、衛企科，所屬市立聯合醫院；參

與局處：民政局) 

(二) 議題二：愛滋宣導議題。(主責科室：疾管科；參與局處：

社會局、民政局、教育局、警察局及觀旅局)。 

二、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自 112年起依期程持續推動。 

決  議：建議在性平大會之前安排會後會，請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提

供建議並邀集更多局處加入，串起點線面，透過多元、多方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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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宣導管道，訊息先讓目標客群知道，才能提供後端服務或

達成效益，針對 2個議題建議如下： 

(一)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1. 本議題初步規劃從醫療、民政和福利 3 大面向整合資訊，

除民政局外，建議納入社會局，可提供多元性別福利申請

資訊；另針對本議題之「設置性別友善廁所」部分，建議

再納入環保局，可輔導協力衛生局處理性別友善廁所之推

展。 

2. 本議題頗具前瞻性，以市立聯合醫院為示範醫院，具標竿

性質，惟以醫院督考角度推動成效待評估，建議邀請醫院

督考專家以及聯合醫院內部具實務指標科別之醫事人員共

同參與討論，集思廣益。 

3. 有關性別目標第二點「推動具有性別意識的生育保健計

畫，鼓勵多元性別者婚後孕前接受孕產檢查…」因目前本

國人工生殖適用對象僅限合法夫妻，因此倡議同婚者使用

婚後孕前接受孕產檢查之實益請再斟酌考量，避免實務上

造成反效果。 

(二) 議題二「愛滋宣導議題」： 

1. 跨局處部分建議納入青年局。 

2. 本議題之問題說明與計畫緣起處應再補充性別意涵，例如

愛滋與性別之關聯性、群體的性別統計數據、性別元素及

濃度以對應相關宣導策略，議題名稱建議增加多元性別元

素。 

3. 不同性別的感染源或感染管道應作性別統計及分析，對應

的策略才能聚焦，另性別統計之呈現應避免造成不恰當的

連結，形塑不當的觀念。  

4. 執行策略應聚焦宣導內容且去汙名化，呈現與過往內容相

異之處。靜態宣導部分有關飯店旅館可以提供保險套部

分，建議男性用與女性用保險套均可提供，非僅提供男性

用保險套。 

 

案由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規劃情

形，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 年 12 月 20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2427846號函頒之行事曆辦理。 

二、 現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總計有 10 項

工作重點，涉及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局、社會

局、勞工局 5 個局處，本案已彙整相關局處 112 年之規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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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總計填具 36 項，項目新增 2 項、刪除 2 項，計畫更名 3

項計畫內容變更 2項，摘述重點如下： 

(一) 新增 6-1「孕產婦家庭心理健康促進及憂鬱關懷服務」(衛

生局)及 6-3「花王加入好日子愛心大平台-消除偏鄉急難

學童月經貧窮計畫」 (教育局)。 

(二) 刪除 6-2「社區長者憂鬱篩檢及關懷」(衛生局)及 6-3「新

北市偏遠地區學校女性衛生用品供應計畫」(教育局)。 

(三) 6-1「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營運計畫」更名為「新北市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健康照顧課程」。 

(四) 6-3「統計分析補助原住民族裝假牙之福利申請政策」更名

為「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之福利政策」。 

(五) 6-8 原「照顧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含性平教育主題)」更名

為「長照服務人員性騷擾防治課程」。 

(六) 調修預算 6-1「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服務計畫」(衛生

局)─111 年預算編列 770 萬 160 元，112 年編列 2,100 萬

元，因自 111 年 9 月起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PV 疫

苗接種政策，調整接種對象為國中八年級女生，並由原接

種二價 HPV疫苗調整為接種九價 HPV疫苗，故預算提高。 

(七) 調修計畫內容 6-4「多元面向提升照顧服務員友善工作環

境計畫」新增硬體上提供符合性別比例的更衣沐浴空間，

並透過工作環境滿意度調查了解照顧服務員需求，對於院

民辦理性平宣導教育課程等內容。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同意備查。 

決  議：請補充下列項目年度差異並加入效益以及性別統計數據，增

加性別意涵後同意備查： 

一、 6-1「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服務計畫」(衛生局)：提供前 3

年(110-112年)接種百分比，呈現逐年百分比之增長。 

二、 6-1「孕產婦家庭心理健康促進及憂鬱關懷服務」(衛生局)：

提供辦理教育訓練的區域以及參與人次。 

三、 6-1「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健康照顧課程」(原民局)：

方案內容無法看出與性別關聯，建議提供原住民女性之壽命

或疾病與一般女性之差異，以鑑別出開設健康照顧課程與性

別之關係。 

四、 6-1「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動推動計畫」(教育局所屬體育

處)：方案內容須注意更衣室安全及淋浴間環境之安全；課程

設計建議思考肌力伸展、運動設計等合乎女性銀髮族需求。 

五、 請衛生局、社會局、教育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酌修以下方案

文字內容，加強性別意涵及濃度並註明年度差異(含效益)、

性別統計(含男女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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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衛生局：6-2「婦女癌症篩檢（子宮頸癌/乳癌篩檢）」、

6-3「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計畫」、6-5「長照特約

專業服務」。 

(二) 社會局：6-1「社區動健康推動計畫」、6-4「多元面向提

升照顧服務員友善工作環境計畫」。 

(三) 教育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6-1「中老年心約定成長團體課

程」。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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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組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本局 203會議室。 

參、 主席：林主任秘書美娜。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曾助理員淑華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本次會議討論案： 

案  由：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組 112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前於 111 年第 2 次會議中提報「多

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及「愛滋宣導議題」2 項，經該次會議討

論決議，建議在性平大會之前安排會後會，請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提供

建議並邀集更多局處加入，串起點線面，透過多元、多方面宣導管道，

訊息先讓目標客群知道，才能提供後端服務或達成效益，針對 2 個議題

建議如下： 

(一)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部分： 

1. 本議題初步規劃從醫療、民政和福利 3 大面向整合資訊，除民政局

外，建議納入社會局，可提供多元性別福利申請資訊；另針對本議

題之「設置性別友善廁所」部分，建議再納入環保局，可輔導協力

衛生局處理性別友善廁所之推展。 

2. 本議題頗具前瞻性，以市立聯合醫院為示範醫院，具標竿性質，惟

以醫院 督考角度推動成效待評估，建議邀請醫院督考專家以及聯

合醫院內部具實務指標科別之醫事人員共同參與討論，集思廣益。  

3. 有關性別目標第二點「推動具有性別意識的生育保健計畫，鼓勵多

元性別者婚後孕前接受孕產檢查…」因目前本國人工生殖適用對象

僅限合法夫妻，因此倡議同婚者使用婚後孕前接受孕產檢查之實益

請再斟酌考量，避免實務上造成反效果。 

(二)  議題二「愛滋宣導議題」部分： 

1. 跨局處部分建議納入青年局。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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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議題之問題說明與計畫緣起處應再補充性別意涵，例如愛滋與性

別之關聯性、群體的性別統計數據、性別元素及濃度以對應相關宣

導策略，議題名稱建議增加多元性別元素。 

3. 不同性別的感染源或感染管道應作性別統計及分析，對應的策略才

能聚焦，另性別統計之呈現應避免造成不恰當的連結，形塑不當的

觀念。 

4. 執行策略應聚焦宣導內容且去汙名化，呈現與過往內容相異之處。

靜態宣導部分有關飯店旅館可以提供保險套部分，建議男性用與女

性用保險套均可提供，非僅提供男性用保險套。  

二、 本組兩個 112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業依 111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

事項及會上委員意見先予調修計畫內容，其中議題二「愛滋宣導議題」

題目調整為「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 

三、 本案擬請兩個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之主責科室先分別就計畫規劃內

容進行簡要報告，並請委員給予指導及各局處單位提供寶貴建議，並依

今日會議討論結論，自 112年度起按期程執行推動。 

決  議：建議參採委員及專家之建議，並請各局處於 111 年 11 月 17 日中午前

將會後修正資料提供衛生局彙整。 

(一)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1. 請衛生局主責單位盤點現況，了解新北就醫者對性別友善就醫的需

求包含哪些元素?再釐清框架及定位本議題欲達成的結果，並請聯

醫及局處重新檢視，得分階段擬定目標及策略方法。 

2.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的年代背景描述及文字措辭應酌予釐正，性別

目標第 2 項有關「婚後孕前接受孕產檢查」的設定比較上位，目前

國內人工生殖法實務上只接受合法異性夫妻，尚未開放同志配偶使

用，但未排除多元性別健康檢查，雖有顧慮，但仍可以列入本項，

建議敘明清楚即可。 

3. 醫院可於新建置時，即將性別友善廁所納入規劃。 

4. 從多元性別族群關注的議題著手，例如在硬體部分較多提及廁所使

用與診間隱私，在軟體部分較多提及照顧人力、就醫身分分類、就

診時稱呼，就醫流程中部分設計較易引起困擾等，可請當事人表達

需求。 

5. 醫院督考建議可先從婦產科、泌尿科、感染科及身心科四個科別先

予推行友善就醫措施；其次，督考評鑑項目要明確可行，屆時督考

期程在訂定指標時可再請委員協助檢視指標內容。 

6. 行政、醫護人員的認知教育訓練重點不只是參訓人數數據，還有涵

蓋率與成效，更重要的是課程要經過設計分級分眾、分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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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議題請社會局(或勞動局)就多元性別福利申請資訊再予以盤點、

或思考於福利申請案件檢附的文件因顯露其同婚，形同被動出櫃的

可能；環保局係「性別友善廁所」最後的決策單位，建議仍先列入

跨局處合作單位，必要時請列席提供意見；協助宣導單張等部分，

檢視涉及管轄業務之內容則列合作單位，民政局先暫列。 

(二) 議題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 

1. 本議題宣導已久，建議宣導手法應活潑化或找年輕團體、地點與對

象及說法均應重新調整，避免說教式，應與時俱進。 

2. 青年局在此議題的角色建議可以從反向切入，探知青年族群對愛滋

的認識思考。 

3. 建議與 NGO 民間組織合作宣導，例如：臺灣同志諮詢熱線、紅絲帶

基金會。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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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委員發言及局處補充說明(依發言順序)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聯合醫院代表： 

1. 針對聯合醫院友善廁所補充說明，聯合醫院三重院區將位於門診大樓一樓民

眾出入最多、使用最多的親子友善廁所規劃為性別友善廁所，已於本(111)

年 10月 28日送件申請認證，待相關認證單位書審及至該院進行實地訪查，

如能順利通過，將會是新北市市立醫院首座性別友善廁所。 

2. 有關表單欄位性別的勾選，目前除男、女以外尚提供其他的選項供備註；另

稱謂部分，會參考就醫者希望如何被稱呼或由醫護人員主動詢問。 

許秀雯委員： 

1. 本人很肯定這個議題，在此要先提出一些框架式的疑問，從 100年開始參加

台北友善醫療機制建構已近超過 10年，從一開始辦座談、研討會邀集醫事

人員、同志團體代表討論相關意見收攏乃至第一線實務經驗彙整，一開始沒

有聚焦，但透過收攏過程逐步讓大家的意識整合到同一頁面上，接下來由臺

北市計畫性舉辦多場認識 LGBTI對醫療人員的知能訓練。不知新北市針對多

元性別（LGBTI）的知能訓練涵蓋率、最近一次上課時間以及收效如何，應

做基本評估及盤點，計畫應植基於新北現況，才能就資源做有效配置。 

2. 所看到有關「跨性別友善服務指引」(手冊)其歷程其實是從廣泛的現況盤

點、問題盤點到知能訓練乃至涵蓋率擴增、醫療手冊的服務指引。故「多元

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的框架範圍應先界定，設定的策略，整體的思

維，未來性以及新的醫院督考指標如何訂定是關鍵重點；例如醫院針對新生

兒家長是否有制度性融入講解可能有雙性人或多元性別的存在，而不僅只是

以單張說明(單張的收效有限，如能融入醫療程序將會是制度性融入性別友

善的創舉)。 

臺灣醫務管理學會王副秘書長美純： 

任職於三軍總醫院時，即已涉略就醫手術醫療之關係人簽署單張，在醫院

督考方面，個人很贊同許委員的意見。輔導醫院(1)醫療人員的教育(2)針

對多元性別就醫者如何問診、諮詢。(3)從小到大健康促進教育以及醫療照

護單位的空間環境設備。在醫院督考項目裡都會有軟硬體設備、醫療單位

簽屬表單、衛教宣導單張(含 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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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保仁： 

醫院裡員工心態很重要，內部教育的課程要經過設計分級分眾，可以試

著讓年輕族群提出他們的看法、讓 40-60歲主管尊重包容。 

1. 從醫療端提出 3 項意見來改善：(1)硬體部分：廁所、診間隱私。(2)

軟體部分：照護人力上也要評估考量，例如女性照顧女性是否合宜。

找一位同志秘密客來就醫，了解其就醫感受。(3)就醫流程。 

2. 就醫院督考部分提出 3 項重點：(1)加入性平元素但要重點化，建議從

婦產科、泌尿科感染科及身心科四個科別教育優先，實施友善就醫，

從醫師的意識形態、就醫流程優先改善。(2)評鑑項目要明確，例如：

「友善廁所」等。(3)階段性實施，不求一次到位。例如：今年先以這

4 科，明年換其他，如此反彈性也低。(4)教育課程題目很重要，例

如：以婦產科醫師很關心的話題「性騷擾」設定，當時曾吸引很多人

前往聽課。 

李委員萍： 

1. 應該先定位本議題欲達成的結果(outcome)，目標確立後再設定策略方

法。 

2.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很重要，要認知也要保護。 

社會局代表： 

1. 有 2 層次發言，首先針對醫療環境友善應該不只侷限在多元性別，還

有交織到身心障礙及長者就醫等面向，因此要先請衛生局確定確實是

要做這樣的一個限縮在多元性別就醫友善這一塊嗎?還是有其他討論改

善空間? 

2. 其次社會局提報的醫療補助申請均不限性別，只要合乎申請資格即可

提出，除非是在實務操作面向看到這些族群有需求但目前福利措施法

規尚未規範到，如此社會局跨局處可以產出一個新的政策措施協助他

們去申請，否則似乎沒有必要納入合作局處。因此回應到明年跨局處

議題就醫環境友善計畫，是否今年先由衛生局主責，環保局協助性別

友善廁所部分，配合聯醫做示範計畫，型塑未來如何走，未來在規劃

督考期程時如果有需要再邀請其他局處加入，所以社會局現階段不適

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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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代表： 

有關因為「性別友善廁所」標章之申請而把環保局納入合作局處，因為目前

永和區衛生所已於 111年 10月 17日取得標章，如果在友善廁所設置部分有

任何疑問除了可以參考本局官網，也可以參考永和所作法，建議不要將本局

納入合作局處。 

民政局代表： 

民政局屆時會由戶政事務所協助方放單張，建議不要將本局納入合作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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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 計畫書暨成果報告(更新至 111 年 12 月)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及照顧組」之「建立性別友善、

女性健康與醫療諮詢服務管道」工作重點。 

二、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

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 

三、 新北市政府第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分工小組

第 4 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於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

議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中，透過公私部門的對話探討

「如何促進更年期後婦女之身心健康？」、「如何增加女性照顧者對於

長照服務資源之使用意願？」、「如何提升高危險妊娠婦女之健康管

理？」3 項議題，並從中延伸 109 至 111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二、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變

動等因素，容易發生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問題，爰擬透過健康

促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一) 心理健康：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女性憂鬱症終身盛行率

(25%)約為男性(15%)的 2 倍，並以經前症候群、孕產期憂鬱及更年

期憂鬱最常見。 

(二) 生理健康：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研究結果顯示，50 歲以上

女性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三、 另依據本府社會局 108 年新北市婦女需求調查，55-64 歲婦女對於參與

各種社團、社區或志工活動之需求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且 45-64 歲婦

女之勞動力參與率僅有 48%，爰新北市政府應積極規劃相關社會參與活

動。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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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性別目標： 

一、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並了解情緒

調適、充足營養及規律運動等對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處。 

二、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培養中高齡婦女進行自主健康量測，包含心情檢

測、飲食、運動等數據記錄，鼓勵其增加自主健康管理之意願。 

三、 增加社會參與機會：鼓勵中高齡婦女走進社區參加課程，增加人際互動

與社會支持，提供更多社會參與機會。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柒、 執行策略：依據本市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規劃跨身心健康套裝課程，

以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為對象加強宣導。 

一、 實體講座： 

(一) 超熟女身心健康再進化：邀請心理師講授中高齡婦女應注意之身心

健康議題，並依據授課對象需求，說明職場調適、憂鬱防治、增進

幸福感等多元議題。 

(二)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進化：邀請營養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何規劃適合

的營養餐盤，並介紹如何使用簡單的運動進行伸展與紓壓。 

二、 主題影片：因應 COVID-19 防疫期間及民眾數位學習習慣，規劃設置

「中高齡婦女健康專區」，請各局處推廣運用國民健康署健康 99 網站

「大齡女子─更年期成長系列影片」及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婦女心理健

康短片」。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超熟女再進化」－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

功能退化、賀爾蒙變

化、人際關係及職場

1. 創新度：本市首次針對中高齡婦

女身心需求整合網絡資源，提供

全方位之健康促進方案。 

1. 辦理場次：預計與

社會局合作 20 場

次、教育局合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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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的變動等因素，

容易發生營養或運動

不足、情緒困擾等問

題，爰擬透過健康促

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

康。 

2. 難易度:鑑於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

複雜，須透過跨局處資源盤點與

服務整合，以促進中高齡婦女健

康。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

政策，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權益

保障，推動醫療、社福、教育、

勞工等政策。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45-64 歲中

高齡婦女加強宣導，期能透過提

升健康意識，促進其身心健康。 

5. 針對委員建議課程提供數位教材

一案，本課程另規劃設置「中高

齡婦女健康專區」，請各局處推

廣運用國民健康署健康 99 網站

「大齡女子─更年期成長系列影

片」及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婦女

心理健康短片」。 

場次、勞工局合作

2 場次。 

2. 參與人數 (性別統

計): 預計 2,000 人

次參與。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預 計 實 體 講 座

16,000 元。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中高齡婦女健康政策推廣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增強中高齡婦女重視

自我健康觀念。 

1. 創新度：過往各單位在健康議題

推廣多以疾病為主題，較少以特

定族群或不同生命週期的身心健

康為推廣重點。 

2. 難易度:大多數女性對於步入中高

齡可能面臨的身心變化及健康議

題並不了解，以致不重視或容易

忽略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3. 重要性：中高齡婦女是家中重要

且核心的人物，因此，中高齡婦

女的健康狀況對一個家庭的運作

與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45 歲至 64 歲

以下之中高齡婦女能更了解自己

的身心狀態在進入不同生命週期

的變化及影響，並覺察身心的變

化及因應該狀態的發生。 

1. 辦理場次：預計於

111 年婦女大學(春

季班 3-5 月)及秋季

班 (9-11 月 )辦理講

座課程 20 場次。 

2. 參加人數 (性別統

計)：預計 2,000 人

參與。 

3. 執 行 經費 ： 預計

80,000 元。 

 



21 

 

 

三、教育局 

方案名稱：民眾親職、婚前與婚姻教育課程及諮詢輔導措施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

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

身心健康之重視，並

了解情緒調適、充足

營養及規律運動等對

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

處。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婦女舉辦成

長團體，透過手作課程與團體分

享，使婦女覺察及檢視中高齡婚

姻生活。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婦女年紀普

遍年長，課程須顧及長者需求及

身心狀況，長者非能全程參與，

因此簡化課程內容，使全民皆可

輕鬆參與。  

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下，須重視

中高齡婦女心理需求及家庭是否

有良好互動，幫助其成功老化，

是現今刻不容緩的課題。發揮志

工之專業能力，落實婚姻及家庭

教育之推動，提昇本市中高齡婦

女家庭生活滿意度。 

4. 影響範圍：111 年培訓志工於汐

止區示範推廣。 

1. 辦理場次：預計

辦理 8 場次。 

2. 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至少 30

人次參與，並提

供 服 務 360 人

次。 

3. 執行經費：預計

60,000 元。 

 

方案名稱：樂齡學院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提升中高齡者對婦女

健康管理之意識，建

立中高齡婦女自主管

理健康習慣，增進其

身心健康。 

1. 創新度：以往樂齡中心所開設之

健康管理課程多屬跨年齡層的健

康議題，較少聚焦於中高齡之婦

女進行規劃。 

2. 難易度：樂齡學員年紀普遍年

長，課程之進行須顧及長者需求

及身心狀況。 

3. 重要性：樂齡中心之學員均為 55

歲以上之中高齡民眾，其議題涉

及學員本身或其伴侶之健康管

理。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55 歲以上之中

高齡者能更加了解婦女之健康管

理。 

1. 辦理場次：預計

於 111 年度樂齡學

院春、秋季班各

辦理 1 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至少 30

人次參與。 

3. 執行經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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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工局 

方案名稱：職場中高齡勞工健康促進課程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提升中高齡勞工對健

康管理意識，自主管

理健康習慣，增進其

身心健康。 

1. 創新度：本局所辦理之工作平等

宣導團，課程主題向來以防制就

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為主，

109 年起結合中高齡勞工健康促

進主題開設課程。 

2. 難易度:因事業單位不一定有中高

齡勞工，且主題類型未必符合需

求，事業單位報名情形較難預

期。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

政策，促進中高齡勞工健康權益

保障，提升中高齡勞工對自我健

康管理意識，以延緩或改善因營

養因素所產生之身體不適或老化

之問題。 

4. 影響範圍：本市轄內事業單位及

勞工。 

1. 辦理場次：預計辦

理 2 場次，視事業

單位實際報名情形

而定。 

2. 參與人數 (性別統

計)：預計 40 人次

參與。 

3. 執行經費：無。 

 

 

五、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 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透過婦女大學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社會局 

透過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

及其家屬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教育局 

透過入廠授課方式促進職場中高齡勞工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勞工局 

玖、 預估經費： 預計 15 萬 6,000 元。 

預期效益：透過跨局處合作與資源整合，共同提升本市中高齡婦女的健康意

識，以保障中高齡婦女健康之權益，減少中高齡性別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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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跨局處計畫執行成果 

跨局處議題：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局處 
方案名稱與性

別目標 
計畫內容 

執行成果 

質性(創新度、難

易度、重要性、

影響範圍) 

量化 (場次、人

數、執行經費) 

衛生局 

1. 方 案 ：
「 超 熟 女
再 進 化 」
－ 中 高 齡
婦 女 身 心
健 康 促 進
計畫。 

2. 目 的 ： 鑑
於 中 高 齡
婦 女 生 理
功 能 退
化 、 賀 爾
蒙 變 化 、
人 際 關 係
及 職 場 生
涯 的 變 動
等 因 素 ，
容 易 發 生
營 養 或 運
動 不 足 、
情 緒 困 擾
等 問 題 ，
爰 擬 透 過
健 康 促 進
方 案 促 進
其 身 心 健
康。 

1. 計畫目標：鑑於中高
齡婦女生理功能退
化、賀爾蒙變化、人
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
變動等因素，容易發
生營養或運動不足、
情緒困擾等問題，爰
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
促進其身心健康。 

2. 辦理方式：依據本市
中高齡婦女身心需
求，規劃跨身心健康
套裝課程，以中高齡
婦女及其家屬為對象
加強宣導。 

3. 參與對象：本市 45

歲以上 64 歲以下之
中高齡婦女及其家
屬。 

4. 課程內容：實體講座
分為 2 個主題各 2 小
時，由本局推薦上課
師資與設計回饋問
卷： 

(1) 超熟女身心健康再
進化（2 小時）：
邀請心理師講授中
高齡婦女應注意之
身心健康議題，並
依據授課對象需
求，說明職場調
適、憂鬱防治、增
進幸福感等多元議
題。 

(2)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
進化（2 小時）：
邀請營養師講授中
高齡婦女如何規劃
適合的營養餐盤，
並介紹如何使用簡
單的運動進行伸展

1. 創新度：本市
109 年首次針
對中高齡婦女
身心需求整合
網絡資源，並
持續提供全方
位之健康促進
方案。 

2. 難易度:鑑於中
高齡婦女身心
需求複雜，須
透過跨局處資
源盤點與服務
整合，以促進
中高齡婦女健
康。 

3. 重要性：配合
國家推動性別
平等政策，促
進中高齡婦女
健 康 權 益 保
障 ， 推 動 醫
療、社福、教
育、勞工等政
策。  

4. 影響範圍：針
對 本 市 45-64

歲中高齡婦女
加強宣導，期
能透過提升健
康意識，促進
其身心健康。 

1. 辦理場次：
23 場次。 

(1) 中 高 齡 身
心健康 12

場 次 （ 社
會局 9 場
次 、 勞 工
局 1 場
次 、 教 育
局 2 場
次）。 

(2) 中 高 齡 運
動營養 11

場 次 （ 社
會局 10 場
次 、 勞 工
局 1 場
次）。 

2. 參與人數(性
別統計 ): 共
計 1,379 人
次參與，其
中 男 性 25

人次 (2%)、
女 性 1,354

人 次
(98%)。 

(1) 中 高 齡 身
心健康 768

人次。 

(2) 中 高 齡 運
動營養 611

人次。 

3. 執行經費：
1 萬 2,000

元（執行率
75%）。 

檢附內容： 
1.請依據前述計畫內容實際執行結果修正計畫內容及
最後執行結果（有評量者請提報評量結果） 
2.提出本跨局處議題檢討及未來工作建議(包含對本
計畫是否有助於對各局處對動計畫豐富度與完整度進
行評估) 
3.檢附工作及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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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紓壓。 

社會局 

1. 方 案 ：中
高 齡 婦 女
健 康 政 策
推 廣 計
畫。 

2. 目 的 ： 增
強 中 高 齡
婦 女 重 視
自 我 健 康
觀念。 

1. 計畫目標：增強中高
齡婦女重視自我健康
觀念。 

2. 計畫依據： 

(1) 依性平會 2018 年統
計資料，「國人過重
及肥胖盛行率」，
45-64 歲女性脂肪過
高比率為 87%，遠
高 於 同 年 齡 男 性
(60%)。 

(2) 依「臺灣鬱症防治基
金會」資料，107 年
「憂鬱症人數」45-

64 歲女性憂鬱症人
數比率為 65%，遠
高 於 同 年 齡 男 性
(35%)；及 45-64 歲
女性佔全年齡憂鬱症
人數比率 41%。 

(3) 憂鬱症常合併許多身
體症狀，呼吸不順、
頭痛、頭暈等，中高
齡女性可能誤以為是
更年期症狀 ( 熱潮
紅、盜汗、暈眩、胸
悶、心悸、焦慮不
安、煩躁、情緒不穩
定、失眠、憂鬱)而
錯失治療關鍵期；若
能培養適當運動習
慣，運動時大腦分泌
多巴胺對抗憂鬱激
素，減緩憂鬱情形，
並調整飲食及關注營
養狀況，提升中高齡
女性身心健康。 

(4) 依上述數據，顯見中
高齡女性在生理、心
理健康層面需高度關
切以提升健康識能及
檢視自我健康狀態，
故推動辦理「中高齡
婦女健康政策推廣計
畫」，以促進此年齡
層婦女之身心健康。 

3. 辦理方式：透過辦理
中高齡婦女健康講

1. 創新度：過往各
單位在健康議題
推廣多以疾病為
主題，較少以特
定族群或不同生
命週期的身心健
康為推廣重點。 

2. 難易度:大多數女
性對於步入中高
齡可能面臨的身
心變化及健康議
題並不了解，以
致不重視或容易
忽略可能發生的
潛在危機。 

3. 重要性：中高齡
婦女是家中重要
且核心的人物，
因此，中高齡婦
女的健康狀況對
一個家庭的運作
與發展有深遠的
影響。 

4. 影響範圍：讓本
市 45 歲至 64 歲
以下之中高齡婦
女能更了解自己
的身心狀態在進
入不同生命週期
的變化及影響，
並覺察身心的變
化及因應該狀態
的發生。 

1. 辦 理 場
次 ： 春 季
班 (4-7 月 )

結 合 衛 生
局 推 薦 講
師辦理 10

場 次 中 高
齡 婦 女 健
康講座 (運
動營養 /身
心 健 康 議
題 )，秋季
班(9-10 月)

執行 10 場
次；春秋 2

季 共 計 辦
理 20 場
次。 

2. 參 與 人 數
(性別統計):

共 840 人
次參與 (女
100%)。 

3. 執 行 經
費：8 萬元
（ 執 行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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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讓社區間婦女能
了解並重視因不同生
命階段，身心可能出
現的改變，進而更加
重視自身的健康。 

4. 參與對象：本市 45

至 64 歲之中高齡婦
女。 

5. 課程內容：分成 2 個
主題課程，事先調查
學員需求後於春、秋
季班共同課程辦理： 

(1) 超熟女身心健康再
進化（2 小時）：
邀請心理師協助中
高齡婦女規劃晚年
生活增加幸福感，
促進身心健康及提
升生活品質。 

(2)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
進化（2 小時）：
邀請營養師協助中
高齡婦女規劃營養
餐盤及女性健康議
題。 

教育局 

家 庭 教 育
中心 

1. 方 案 ：民
眾 親 職 、
婚 前 與 婚
姻 教 育 課
程 及 諮 詢
輔導措施 

2. 目 的 ： 落
實 家 庭 教
育 之 推
動 ， 促 進
中 高 齡 健
康 管 理 及
家 庭 生 活
滿意度。 

1. 計畫目標：落實家庭
教育之推動，促進中
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及
家庭生活滿意度。 

2. 辦理方式：透過舉辦
成長團體，以「個人
老化適應、伴侶互動
及老年期健康管理與
生涯規畫」為主軸，
提供互動分享的體驗
學習課程，重新建構
健康愉快的中高齡家
庭生活。 

3. 參與對象：對婚姻及
家庭議題有興趣之民
眾。 

4. 課程內容：分成 4 個
主題課程，事先調查
學員需求後辦理： 

(1) 認識你真好：透過成
長團體活動，共同制
定團體公約，強化保
密原則，使中高齡婦
女可充分表現自我，
強化婦女及其家屬對

1. 創新度：針對
中高齡婦女舉
辦成長團體，
透過手作課程
與團體分享，
使婦女覺察及
檢視中老年家
庭生活及自我
健康檢視。  

2. 難易度：礙於
參加之婦女年
紀普遍年長，
課程須顧及長
者需求及身心
狀況，長者非
能全程參與，
因此簡化課程
內容，使全民
皆 可 輕 鬆 參
與。 

3. 重要性：高齡
化社會下，須
重視中高齡婦
女健康心理需
求及家庭是否

1. 辦理場次：4

場次。 

2. 參與人數(性
別統計)：共
計 80 人次參
與，其中男
性 24 人次
(30%)、女性
56 人 次
(70%)，且滿
意度達 95%

以上，學員
表示活動有
趣度高，手
作簡單好操
作，課程內
容可帶回家
庭中活用，
十分有趣。 

3. 執行經費：
執行 30,000

元（執行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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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身心健康的重視，
並提升其對於身心靈
問題的自我覺察與應
對技巧。 

(2) 情緒面面觀：讓中高
齡婦女認識自我情緒
與情緒表達，透過自
我情感表達使家人了
解中老年所遇到的階
段性挑戰為何，並提
升民眾及其家屬對運
動之認識，搭配健康
飲食觀念，維持良好
家人關係與健康體
態。 

(3) 框住我的愛：促進親
子與代間互動，體認
孩子小時候與成年子
女的親子關係的變化
與差異，並練習表達
情感，增進代間互動
關係。 

(4) 天燈祈福活動：透過
活動培養正向思維，
溝通表達在疫情期
間，中高齡婦女如何
自我防護與正向思考
因應面對，並檢視自
我壓力指數，盤點自
我在困境中所擁有之
資源與能量。 

有良好互動，
幫助其成功老
化，是現今刻
不 容 緩 的 課
題。發揮志工
之專業能力，
落實婚姻及家
庭 教 育 之 推
動，提昇本市
中高齡婦女家
庭 生 活 滿 意
度。 

4. 影響範圍：111

年培訓志工於
汐止區示範推
廣。 

教育局 

1. 方 案 ：樂
齡學院 

2. 目 的 ： 提
升 中 高 齡
者 對 婦 女
健 康 管 理
之 意 識 ，
建 立 中 高
齡 婦 女 自
主 管 理 健
康 習 慣 ，
增 進 其 身
心健康 

1. 計畫目標：提升中
高齡者對婦女健康
管理之意識，建立
中高齡婦女自主管
理健康習慣，增進
其身心健康。 

2. 辦理方式：透過辦
理中高齡婦女健康
講座研習，增進樂
齡學院學員對婦女
之健康意識。 

3. 參與對象：樂齡學
院學員。 

4. 課程內容：分成 2

個主題課程，事先
調查學員需求後辦
理： 

(1) 超熟齡身心健康再
進化課程(2 小時)：

1. 創新度：以往
樂齡中心所開
設之健康管理
課程多屬跨年
齡層的健康議
題，較少聚焦
於中高齡之婦
女進行規劃。 

2. 難易度：樂齡
學員年紀普遍
年長，課程之
進行須顧及長
者需求及身心
狀況。 

3. 重要性：樂齡
中心之學員均
為 55 歲以上之
中高齡民眾，
其議題涉及學

1. 辦理場次： 

2 場次。 

2. 參與人數：
共計 82 人次
參與，其中
男性 5 人次
(6%) ，女性
77 人 次
(94%)。 

3. 執行經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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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婦女及其家屬
對於身心健康的重
視，並提升其對於
身心靈問題的自我
覺察與應對技巧。 

(2) 超熟齡運動營養再
進化課程(2 小時)：
提升婦女及其家屬
對運動認識訓練課
程及加強婦女肌
力、柔軟度及骨盆
肌運動相關課程，
並搭配健康飲食觀
念，形塑健康體
態。 

員本身或其伴
侶 之 健 康 管
理。 

4. 影響範圍：讓
本市 55 歲以上
之中高齡者能
更加了解婦女
之健康管理。 

勞工局 

1. 方 案 ：職
場 中 高 齡
勞 工 健 康
促進課程 

2. 目 的 ： 提
升 中 高 齡
勞 工 對 健
康 管 理 意
識 ， 自 主
管 理 健 康
習 慣 ， 增
進 其 身 心
健康。 

1. 計畫目標：提升中
高齡勞工對健康管
理意識，自主管理
健康習慣，增進其
身心健康。 

2. 辦理方式：透過工
作平等宣導團，課
程選項納入中高齡
勞工健康促進類
型，供事業單位選
擇，於事業單位報
名後，免費安排專
業講師進入職場對
勞工講授課程，以
提升中高齡勞工對
於身心健康之重
視，落實自主健康
管理。 

3. 參與對象：本市轄
內事業單位及勞
工。 

4. 課程內容：分成 2

個主題課程，事先
調查事業單位需求
後辦理： 

(1) 超熟齡勞工身心再
進化課程(1 小時)：
強化中高齡勞工對
於身心健康的重
視，並提升其對於
身心靈問題的自我
覺察與應對技巧。
預計提升婦女對於
身心健康認知重要
性達 80%。 

1. 創新度：本局
所辦理之工作
平等宣導團，
課程主題向來
以防制就業歧
視及性別工作
平等法為主，
首次結合中高
齡勞工健康促
進主題開設課
程。 

2. 難易度:因事業
單位不一定有
中高齡勞工，
且主題類型未
必符合需求，
事業單位報名
情 形 較 難 預
期。 

3. 重要性：配合
國家推動性別
平等政策，促
進中高齡勞工
健 康 權 益 保
障，提升中高
齡勞工對自我
健 康 管 理 意
識，以延緩或
改善因營養因
素所產生之身
體不適或老化
之問題。 

4. 影響範圍：本
市轄內事業單
位及勞工。 

1. 辦理場次：2

場次。 

2. 參與人數(性
別統計):共計
52 人 次 參
與，其中男
性 20 人次
(38%)，女性
32 人 次
(62%)。 

3. 執行經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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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熟齡勞工營養再
進化課程(1 小時)：
協助中高齡勞工聰
明規劃飲食，遠離
三高肥胖，落實體
位管理、強化自信
與快樂。預計提升
婦女對於運動訓練
認 知 重 要 性 達
80%。 

重 要 整 合
協 商 與 共
同 處 理 議
題 

透過婦女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事業單位等，了解與促進社
區、職場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的身心健康。 

檢 討 與 未
來 工 作 建
議 (包含對
本 計 畫 是
否 有 助 於
對 各 局 處
對 動 計 畫
豐 富 度 與
完 整 度 進
行評估) 

110 年度與各局處共同辦理實體講座 23 場次，學員反應良好，爰 111 年度規劃
深化內容，依據授課對象需求進行調整，預計辦理實體講座 32 場次，同步設置
「中高齡婦女健康專區」，請各局處推廣運用主題影片及衛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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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 計畫書暨成果報告(更新至 111年 12月)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及「消弭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三、 新北市政府第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分工小

組第 4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臺灣已逐步邁入高齡社會，為因應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因年齡增長或疾

病因素導致身體退化、失能，所導致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長的必然趨勢，

並考量失能者的受照顧型態包含接受機構全日照顧、社區式照顧及居家式

照顧或者全由家屬自行照顧等多元樣貌，我國自 97 年開始推展長期照顧

服務，逐年建置符合需求的各式服務資源，包含居家服務、喘息服務、社

區日間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等，以求提供完善的照顧服務滿足

受照顧者需求。 

    隨著家庭照顧者已明確納入長期照顧服務法服務對象，與被照顧者

同列為服務對象，足見政府以將家庭照顧者之需求納入服務考量，如何

協助家庭照顧者正視自身需求、減輕家庭照顧壓力及照顧負荷。是長照

服務推動所面臨的挑戰及目標。 

參、 性別目標： 

    根據衛生福利部「106 年老人狀況-主要家庭照顧者」結果顯示，家

庭照顧者從性別分析，家庭照顧者以女性居多、占 61.0%；從年齡分析，

未滿 55 歲的家庭照顧者比例最高、占 35.0%，其次為 55~64 歲，佔

27.7%，總計約六成三是 65 歲以下的家庭照顧者。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時

間 8.9年，每天平均照顧長達 14.2小時，且多達 49.2%沒有照顧替手。 

    針對自行提供照顧服務的家庭照顧者，長期下來，易使照顧者陷入孤

立無援的困境，使其生理、心理、家庭生活及社會參與等方面造成極大的

附件 5

ˊˊ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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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對此，政府更應積極布建資源，提供支持服務措施，在照顧的

路上協助陪伴家庭照顧者。本計畫將透過縣市政府結合轄內在地家庭照顧

者服務單位共同推展，在既有的服務體系上同步帶動潛在服務資源的發

展。逐步建立家庭照顧者社會與心理支持網絡，以建立完整的家庭照顧者

服務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率，共同關注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減輕其照顧

負荷外，同步提升失能者照顧服務品質，達成照顧者及被照顧者雙贏的目

標。 

       建立一個完整的長期照顧服務系統，需要結合醫療衛生體系與社會

福利體系的公、私部門相關機構、組織等各項資源，藉由緊密結合的長

期照顧服務網絡，達成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長期照護

服務目標。因此，如何有效發揮政府照顧民眾的責任，連結民間照顧服

務資源，提供完善良好的長期照顧服務，並給家庭照顧者更多的支持與

關懷，減輕民眾財務負擔，增進長期照顧服務可近性，是本市努力不懈

的目標。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觀旅

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11年 1月 1日-111年 12月 31日 

柒、 執行策略： 

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與「長期照顧服務系統」雙個案管

理員協助不同時期的家庭照顧者(新手照顧者，、高負荷照顧者、畢業

照顧者)，並結合醫療衛生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公、私部門相關機

構、組織等各項資源，協助降低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  

    109 年藉由跨局處盤點資源，提供多項家照者喘息活動，規劃製作

「安心家照包」，內有衛生局的長期照顧服務手冊、社會局提供的陪伴

手冊、勞工局提供的顧家工具包電子書，以及經濟發展局、文化局、觀

光旅遊局提供給家照者優惠活動及觀光景點，將資訊放進「安心家照

包」內發放給家照者，增進資源取得可近性，109年底製作完成 2000份

安心家照包，並在 110 年於家庭照顧者資源中心及支持據點、失智據

點，以及本市有 FU 長照站發放給有需要的家照者，期待家庭照顧者能

走出家門，放鬆心情，進而降低照顧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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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給予服務家

庭照顧者之公私單位，以便家庭照顧者索取，增進家庭照顧者對長期照

顧資源的了解與運用。 

三、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供「中高齡續航中心-顧家好企業」的相關合作方

案。 

四、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轄內曾經宣導過的觀光景點、小旅行或路

線等資訊。 

五、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影片放映優惠、館舍體驗活動優惠、博物館商

店折扣、假日體驗活動免費參加、數位博物博館免費參觀、文化講座免

費參與...等實質對應計畫，提供兩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 

六、 新北市政府經發局：持續徵求新北市各觀光工廠提供優惠予家照者，並

每半年統計相關使用人數與性別比例。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1. 目的：降低長照

家庭照顧者的照

顧負荷。 

2. 內涵：結合公私

部門提供家庭照

顧者多元支持服

務，以協助照顧

者回歸正常生活

品質。 

1. 創新度：依照家庭照顧者身心需

求發展支持服務，連結長照單

位，落實雙個管模式。 

2. 難易度:提升社會網絡對於家庭

照顧者的意識，並提升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的專業性及可近

性。 

3. 重要性：讓有需要且符合資格的

個案均能順利使用服務。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29 區高負

荷照顧者提供個案管理及心理

支持服務。 

1. 場 次 ： 50 場 活

動。 

2. 受益人數:預估服

務 850 人數；男女

比例 1:4。 

3. 執行經費：1,981

萬。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陪伴手冊-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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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家庭照顧者對

長期照顧資源的了

解與運用。 

1. 計畫目標：增進家庭照顧者對

長期照顧資源的了解與運用。 

2. 辦理方式：印製陪伴手冊並透

過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勞工局之「顧家好企業」之方案

計畫及其他有長期照顧需求之市

民。 

3. 參與對象：本市具長期照顧需

求民眾。 

1. 場次：預計請廠商

印 製 陪 伴 手 冊

2,000本。 

2. 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111 年預計受

益人數 2,000人。 

3. 執行經費：印製手

冊經費預計 8 萬

元。 

  

三、勞工局 

方案名稱：顧家好企業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協助在職婦女照顧

不離職、中高齡者

延 緩 退 休 穩 定 就

業，支持企業單位

建 立 友 善 員 工 制

度，成為「顧家好

企業」。從勞動市

場供需兩端著手，

解決婦女及中高齡

者 職 場 與 生 活 困

境 ， 助 其 職 場 續

航。 

1.計畫目標：協助在職婦女照顧

不離職、中高齡者延緩退休穩

定就業，結合跨局處合作，包

括提供社會局托育托嬰、教育

局的托幼、衛生局托老及長照

服務、勞工局企業托育以及婦

女及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企

業輔導，共同支持企業建置照

顧友善措施，鼓勵加入「顧家

好企業」行列，提供彈性照顧

接送、留職期間給予半薪、彈

性縮短工時、彈性排班等福

利，打造企業友善職場，鼓勵

婦女及中高齡續留職場。 

2.辦理方式：社會倡議。 

3.參與對象：本市轄內企業。 

1. 辦理場次：預計邀

請 30 家企業加入

「顧家好企業」，

提供員工彈性工

時、彈性排班、照

顧不扣薪、托老或

托兒津貼補助、留

職期間給予半薪等

福利。 

2. 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企業的女性

及中高齡員工人

數，此部分為企業

內部資料，另因該

人數亦為浮動數

據，無相關數字。 

3. 執行經費：新臺幣

37萬 5,000元。 

  

 

四、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1. 整合各機關宣導內容、成果，協請新聞局發布。 
衛 生 局 、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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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調各機關於辦理時應聚焦性別差異的觀察、如何鼓勵

女性參加及參加人員性別平等觀念的轉變。 

局、觀旅局、文

化局、勞工局、

經發局 3. 推廣家庭照顧者喘息之重要性，並主動提供相對應家庭

照顧者資源，藉由「安心家照包」中「安心吊牌」上的

QR code 連結到家庭照顧者專區，內有豐富的活動資訊

及線上導覽博物館舒壓課程。 

4. 每季提供家照者優惠方案資訊及線上參觀導覽博物館

等。 

觀 旅 局 、 文 化

局、經發局 

 

玖、 預估經費： 

一、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預估經費 1,981萬元。(衛生局) 

二、陪伴手冊-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預估經費 8萬元。(社會局) 

三、顧家好企業：預估經費 37萬 5,000元。(勞工局) 

壹拾、 預期效益： 

一、提高照顧者的照顧技巧，以改善案家的整體生活品質和強化家庭支持

系統。 

二、高照顧負荷家庭能獲得社會資源，進而降低照顧負荷，減少照顧悲

歌。 

三、公私協力一同協助在職照顧者，照顧不離職。 

四、預計能有 850個以上的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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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跨局處計畫執行成果 

跨局處議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局處 

方案名稱 

與 

性別目標 

計畫內容 

執行成果 

質性 

(創新度、難易度、

重要性、影響範圍) 

量化 

(場次、人數、執行經

費) 

衛生局 

1. 方案 :家
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
務創新型
計畫。 

2. 目的：紓
解照顧者
的照顧壓
力。 

1. 計畫目標：透過
支持課程、互助
團體及照顧者工
作坊，提升照顧
者的照顧知能、
健康促進及社會
參與。 

2. 辦理方式：協助
照顧者連結到家
庭照顧者支持據
點，藉由個案管
理、到府技巧指
導、到宅心理支
持、團體心理諮
商及個人心理協
談服務，及連結
長期照顧資源緩
解照顧壓力。 

1. 創新度：全國首
創，針對家庭照
顧者身心需求發
展支持服務，並
連結長照單位，
落 實 雙 個 管 模
式。 

2. 難易度:預計提升
社會網絡對於家
庭 照 顧 者 的 意
識，並強化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
的專業性及可近
性，惟男性家庭
照顧者較難尋求
社會資源協助。 

3. 重要性：讓有需
要且符合資格的
個案均能順利使
用服務，減少照
顧悲劇的發生。 

4. 影響範圍：讓本
市家庭照顧者得
到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並針對
高負荷照顧者提
供個案管理及心
理支持服務。 

1. 新北市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服務： 

(1) 個案管理服務 :
男 性 184
（ 24.9%）、女
性 554 人
（75.1%）。 

(2) 照顧者自我健康
管理團體 66 場
492 人數、心理
協談服務 123 人
次、支持團體 68
場 583人次。 

(3) 電話關懷 2,212
人次。 

2. 執行經費：預計
1,981 萬元，實際
執行 1,709 萬 85
員。 

社會局 

1. 方 案 ：
給 照 顧
者 的 第
一本書-
陪 伴 手
冊。 

2. 目 的 ：
增 進 家
庭 照 顧
者 對 長
期 照 顧

1. 計畫目標：增
進家庭照顧者
對長期照顧資
源的了解與運
用。 

2. 辦理方式：印
製陪伴手冊並
透過新北市家
庭照顧者關懷
協會、勞工局
之「顧家好企

1. 創新度：整合社
政、衛政、勞政
等相關資源，製
作陪伴手冊，使
家庭照顧者可從
單一手冊找到所
需資源。 

2. 難易度: 
(1) 潛藏的案源難

尋覓。 
(2) 男性家庭照顧

1. 參加人數 (性別統
計)： 

(1) 在照顧的過程中
受照顧者可能有
失智症之狀況，
且照顧者之身心
壓力較大，可能
會 有 些 家 庭 衝
突，已將手冊增
加失智症照顧及
家庭暴力防治之

檢附內容： 
1.請依據前述計畫內容實際執行結果修正計畫內容及

最後執行結果（有評量者請提報評量結果） 
2.提出本跨局處議題檢討及未來工作建議(包含對本

計畫是否有助於對各局處對動計畫豐富度與完整度進

行評估) 
3.檢附工作及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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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的
了 解 與
運用。 

業」之方案計
畫及其他有長
期照顧需求之
市民。 

3. 參與對象：本
市具有長期照
顧 需 求 之 民
眾。 

者較難尋求社
會資源協助。 

(3) 每年資源福利
需持續更新。 

3. 重要性： 
(1) 減輕照顧者壓

力，提供並媒
合相關照顧資
源。 

(2) 降低照顧者因
照顧壓力過大
而對受照顧者
傷害或自殺等
情形。 

(3) 鼓勵男性照顧
者尋求資源協
助。 

(4) 降低照顧者因
照顧而離職情
形。 

4. 影響範圍： 
(1) 陪伴手冊將分

送給新北市家
庭照顧者關懷
協 會 及 勞 工
局，透由「顧
家好企業」之
方案計畫，提
供陪伴手冊給
有需求之企業
勞工。 

(2) 另針對本市有
照顧需求之民
眾提供相關照
顧資源並同時
也能尋找相關
支持服務。 

5. 將印製 2,000 本
陪伴手冊，預計
受益人數 2,000
人。 

相關內容，使家
庭照顧者能獲得
相關資源的支持
並 減 輕 照 顧 壓
力。 

(2) 透過家庭照顧者
關 懷 協 會 發 放
150 本 陪 伴 手
冊，使家庭照顧
者運用手冊內容
減輕照顧壓力，
增加照顧技巧，
並可透過手冊尋
找 相 關 照 顧 資
源；另透過衛生
局給予家庭照顧
者支持服務據點
陪 伴 手 冊 560
本，將最新的手
冊資源資訊提供
新北市的家庭照
顧者；另於第三
季社區照顧關懷
據 點 聯 繫 會 報
中 ， 發 放 237
本。對於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據點及家庭照
顧者協會中，可
能具有前在獨自
面對照顧負荷的
家庭照顧者，對
於提供此手冊與
以閱讀，更能得
知 相 關 照 顧 資
源 ， 增 長 其 知
識，並透過書中
相關照顧單位得
知照顧者支持互
助團體，促進照
顧者之交流。 

2. 執行經費：印製手
冊經費 9 萬 8,000
元。 

勞工局 

1. 方 案 名
稱 ： 顧
家 好 企
業  

1. 計畫目標：協助
在職婦女照顧不
離職、中高齡者
延緩退休穩定就

1. 創新度：107 年 9
月推出針對中高
齡在職勞工照顧
不離職服務，109

1.已有 32 家企業加入
「顧家好企業」的
行列，本年度加強
協助企業建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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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 別 目
標 ： 協
助 在 職
婦 女 照
顧 不 離
職 、 中
高 齡 者
延 緩 退
休 穩 定
就 業 ，
支 持 企
業 單 位
建 立 友
善 員 工
制 度 ，
成 為
「 顧 家
好 企
業 」 。
從 勞 動
市 場 供
需 兩 端
著 手 ，
解 決 婦
女 及 中
高 齡 者
職 場 與
生 活 困
境 ， 助
其 職 場
續航。 

業，結合跨局處
合作，包括提供
社會局托育托
嬰、教育局的托
幼、衛生局托老
及長照服務、勞
工局企業托育以
及婦女及中高齡
者職場續航中心
企業輔導，共同
支持企業建置照
顧友善措施，鼓
勵加入「顧家好
企業」行列，提
供彈性照顧接
送、留職期間給
予半薪、彈性縮
短工時、彈性排
班等福利，打造
企業友善職場，
鼓勵婦女及中高
齡續留職場。 

2. 辦理方式：社會
倡議。 

3. 參與對象：本市
轄內企業。 

年 3 月起擴大服
務在職婦女，整
合跨局資源，將
家庭照顧者支持
方案從家庭延伸
至職場，鼓勵轄
內企業響應加入
友善職場行列，
支持員工不再因
家庭照顧而提前
離職。 

2. 難易度:企業為求
營運獲利最大化
以及追求降低成
本等考量，對於
員工有家庭照顧
等需求，若配合
調整人力安排，
則會增加管理成
本而不願配合，
另員工擔憂若因
家庭照顧因素請
假，相關可能會
造成同事及雇主
困擾，也因請假
不支薪也不願意
向企業提出相關
照顧需求。 

3. 重 要 性 ： 臺 灣
1,153 萬就業人口
中，每年因照顧
家人而「減少工
時、請假或彈性
調整上班時間」
約 17.8 萬人、
「因照顧離職」
約 13.3 萬人，面
臨工作與長期照
顧間「蠟燭兩頭
燒」的情形。 

4. 影響範圍：本市
轄內企業。 

工時或排班、有薪
家庭照顧假、不扣
薪子女接送假、托
老或托兒津貼補助
等措施，共同努力
打造友善家庭職場
的勞動環境。另本
年度強化連結本局
企業托育、社會局
及 教 育 局 托 育 資
源、衛生局長照服
務，增進本市婦女
勞動參與率。 

2.參與人數 (性別統
計)：有關企業的女
性及中高齡員工人
數，為企業內部資
料，且該人數為浮
動數據，爰無相關
統計。 

3.執行經費： 37 萬
5,000元。 

重要整合
協商與共
同處理議
題 

藉由跨局處資源提供新手照顧者安心家照包，整合家照資源及新北旅遊相關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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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未
來工作建
議(包含本
計畫是否
有助於各
局處對計
畫豐富度
與完整度
進行評估) 

111 年藉由文化局、經發局、觀旅局的合作，讓關懷家庭照顧者的議題得以推
廣於各個場域，進而降低照顧負荷，減少照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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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1 年工作計畫 

「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6-1依據

不同地

區、族

群、性

別、年

齡、身

心障礙

者之健

康世代

需求，

規劃符

合具性

別觀

點、自

主性及

可近性

之健康

方案。

【衛生

局、原

住民族

行政

局、教

育局、

社會

局、勞

工局】 

衛生

局健管

科 

人類乳突

病毒疫苗

接種服務

計畫 

一、預算：770萬 160元。 

二、工作內容：子宮頸癌為我國婦

女常見的癌症之一，也為本市

女性十大癌症死因之一。為避

免子宮頸癌對於年輕一代的威

脅，顧及醫療社會經濟成本及

罹癌風險，本市於民國 99 年

起推動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國

中女生免費接種人類乳突病毒

疫苗之服務。本計畫除接種疫

苗之策略外，同時亦衛教學童

無論接種疫苗與否，於性行為

發生時皆需有安全性行為及有

過性行為者應定期接受子宮頸

抺片檢查。 

三、預期效益：接種完成率達 85％

以上。 

一、 預算執行數：514 萬 2,960 元（執

行率 66.8%）。 

二、 執行成果：已完成 122 場校園接種

計 16,639 人接種，接種完成率

92.5%。 

三、 性別統計(%)：無，本方案服務對

象皆為女性。 

四、 預算執行未達 80%說明：配合國健

署調整 110 年入學國中女生接種期

程，第 1 劑疫苗接種由 111 年 3 月

延至 9 月入校，預計 112 年 3 至 5

月完成第 2 劑校園接種，爰相關經

費無法於 111年全數執行完畢。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1.110年完成 22,014人次。 

2.111年完成 16,639人次。 

111 年配合健康署調整接種期程，

將於 112 年 5 月完成 110 年入學國

中女生第 2 劑接種，爰接種人次較

110年少。 

原住

民族

行政

局 

新北市原

住民族部

落大學營

運計畫 

一、預算經費：新臺幣 300萬元。 
二、工作內容：111年度健康照顧

類課程預計開設 4班。 

三、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預計 50人次以上

受益。 

(二)質化效益：依據不同地區、族

群、性別、年齡之健康世代需

求，並設計融入自主性及可近

性之健康方案課程等多元課程

預估 4班，以提供本市原住民

族終身學習之平臺。 

一、 預算執行數：110 至 111 年已執行

預算計新臺幣 600 萬元，執行率

100%。 

二、 執行成果： 

(一)110 年開設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類、資訊傳播類、產業經濟類課

程，社會教育類及健康促進與運動

休閒等 5 類課程計 72 班，參與學

員總計 1,406 人。 

(二)111 年開設語言教育類、傳統技藝

類、族群文化類、產業經濟類及健

康照護類等 5 類課程計 50 班，參

與學員總數計 1,005人。 

三、 性別統計(%)：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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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0

年 
1,406 

男 235 17% 

女 
1,17

1 
83% 

111

年 
1,005 

男 173 17% 

女 832 83% 
 

教育局 

體教科 

「 性 教育

（含愛滋病

防治）」 實

施計畫 

一、111年預算：4萬元。 

二、工作內容：每年規劃 3 次健康

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校群集中訪視會議，依

WHO 健康促進學校模式及

UNESCO 性教育核心概念「性

與生殖健康」(2018)，落實

性教育實施，提升學生性健

康素養，珍視自己，珍愛別

人。 

三、預期效益：規劃 3 場次校群會

議、預計每場次 10 校、20 人

參與。 

一、預算執行數：4 萬元。(執行率

100%) 

二、執行成效：3 場次校群會議、每場

次 10校、20人參與。 

三、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相較 110 年

增加 1校參與。 

體育處 國民運動中

心女性運動

推動計畫 

 

一、 111年預算：無額外編列。 

二、 工作內容： 

(一) 提供友善運動環境：規劃女

性專屬課程及運動空間。 

(二) 營造親子運動或閱讀空間：

增進女性進入運動中心意

願。 

(三) 提高女性銀髮族運動人口：

開設相關課程並提供免費之

體適能檢測服務。 

(四) 其他加值措施：透過不定期

優惠措施或女性主題日活動

吸引女性走入運動場館進而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三、預期成效： 

(一) 設立女性運動友善空間：本

市 16 座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

一、 預算執行數: 無額外編列。 
二、 執行成效： 
(一) 設立女性運動友善空間：本市 16

座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動專區及
親子活動空間達 16處。 

(二) 規劃女性專屬課程：約開設 66 種
女性專屬課程，約 2.9 萬人次參
加。 

三、與前期(110 年) 比較差異情形： 

(一) 本市目前已啟用 16 座國民運動中
心，110 年同期服務人次約 548
萬，111 年約 809 萬，其中女性約
占 4成。 

(二) 為提升女性運動人口，除目前既有
之女性運動課程，亦將規劃設立女
性運動專區及女性運動日，期望藉
由一系列活動，吸引女性進入運動
場館及增加女性運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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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動專區達 16處。 

(二) 規劃女性專屬課程：111 年

預計開設 73 種女性專屬課

程，預計 2.8萬人次參加。 

教育局 

家庭教

育中心 

中老年心約

定成長團體

課程 

一、 111年預算：13萬 2,000元 
二、 工作內容： 
(一) 辦理方式: 每年規畫約 4梯次

(每梯次 16場次)成長團體。 
(二) 參加對象:中高齡市民。 
(三) 課程內容: 以「個人老化適

應、夫妻互動及老年期家庭生
活調適」為主軸，帶領覺察是

否因性別差異，在老化過程中
帶來不同的適應問題或衝擊，
並藉由學習分享，重新建構不
分性別，皆能建構愉快的中老
年家庭生活等。 

三、 預期成效：辦理 4梯次(每梯
次 16場次)成長團體，預計

160人次受惠，參與學員不分
性別，能重新建構愉快的中老
年家庭生活。 

四、 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 
(一) 課程中融入代間教育及休閒舒

壓活動，宣導健康老化，從中
年就要開始準備。 

(二) 參與人數與前期差異不大，但
每梯男性參與人數約新增一
位。 

一、 預算執行數： 12 萬元(執行率

90.91%) 

二、 執行成效：辦理 1 梯次 4 場次，

計 40人次受惠。 

三、 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除鞏固中

老年婚姻關係外，課程中融入代

間教育及休閒舒壓活動，宣導健

康老化，從中年就要開始準備，

協助家庭關係更融洽。 

社會

局 

小爸媽主

動關懷服

務方案 

(同 110 年

計畫) 

一、111年預算：376萬 2,000

元。 

二、工作內容： 

(一)召開跨局處個案研討及聯繫會

議：每季以個案為導向，結合跨

局處及第一線社區網絡單位共同

召開個案研討及聯繫會議，掌握

單位服務情形及相關議題討論，

並透過個案討論，暢通網絡合作

機制。 

(二)未成年懷孕防制宣導工作： 

一、預算執行數(率)：執行數為 295 萬

3,757 元，執行率為 79%，因疫情

個案出席活動意願降低，故支出減

少。 

二、執行成果： 

(一)辦理場次： 

1.聯繫會議：業於4/6辦理第1季會

議，共17人參與(男：4人，女13

人)；6/28辦理第2季會議，共16人

參與(男5人，女11人)；9/20辦理第

3季會議，共16人參與(男4人，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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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1.青少年父母支持團體：每季辦

理一次，透過休閒、放鬆紓壓

及親子同樂的團體活動，讓小

爸媽擁有屬於自己的喘息、紓

壓及自我照顧的時間，並藉由

團體同儕支持分享育兒經，連

結小媽媽支持網絡，減緩照顧

者的壓力，建立非正式支持網

絡。 

2.專題講座：針對青少女性議題

及性教育方面邀請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以實務經驗角度分享相

關處遇方向及資源，以增強相

關網絡單位人員與青少年談性

議題之知能。 

(三)未成年懷孕個案服務：透過個

案管理方式，提供未成年懷

孕個案服務。 

(四)員工教育訓練：為凝聚員工向

心力及培養團隊工作默契，

辦理與團隊建立、團隊溝通

等相關之在職訓練。 

三、預期效益 

(一)辦理場次： 

1.跨局處個案研討聯繫會議 4

場。 

2.預計辦理 4場青少年父母支持

團體，50人次參與。 

3.預計辦理 2場專題講座，60人

次參與。 

4.預計辦理 4場員工教育訓練，

20人次參與。 

(二)個案服務人數：預計 111年服

務 300名未成年懷孕個案 

人)；12/26辦第4季會議，共13人參

與(男3人，女10人)。 

2.青少年父母支持團體 

(1) 2/23辦理育兒課程─寶寶按摩，共

8人參與(男性4人、女性4人)。 

(2) 4/22育兒課程─副食品DIY線上課

程，共18人參與(男性3人、女性15

人)。 

(3) 5/17母親節活動，共17人參與(男

性0人、女性17人)。 

(4) 7/24叫我神隊友-雷射漆彈，共6人

參與(女性5人、男性1人)。 

(5) 10/19萬聖節小餅乾DIY，共8人參

與(男性0人、女性8人)。 

(6) 11/14手護天使life show，共17人

參與(男2人，女15人)。 

 3.員工訓練： 

(1) 5/25發展檢核表認識與資源運

用，共6人參與(男性0人，女性6

人)。 

(2) 6/15動物行為與社會工作，共5人

參與，(男性0人，女性6人) 

(3) 7/20親職卡認識與運用，共6人參

與(男性0人，女性6人)。 

(4) 12/22主管經驗整理與自我照顧，

共6人參與(男0人，女6人)。 

(二)服務人數：個案服務 188 戶、317

人，女 276 人 (87%)、男 41 人

(13%)。 

三、性別統計(%)：服務人數：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317 

男 41 13% 

女 276 87% 

110

年 
358 

男 24 7% 

女 334 93% 
 

 社會局 身心障礙

者樂活大

一、111 年預算：457 萬 4,900

元。 

一、預算執行數(率)： 479萬 9,367元

(執行率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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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學 

(同 110年

計畫) 

二、工作內容： 

(一)緣由： 

使居住於社區中身心障礙者增

加參與社區之機會，促進身障

者身心健康及建立正確性平觀

念。 

(二)計畫總目標： 

使本市身障者可獲長期穩定之

社區參與管道及進修學習機

會，增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

與。 

(三)服務策略： 

本計畫係與本市或全國性立案

社會公益團體、機構及本市社

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樂活大

學課程為年度季別制 

，春季班開課時間為 3至 6

月，秋季班開課時間為 9至 12

月，每季至少需上 6小時共同

科目及 32小時選修科目。選

修課程依身障學員之障別、興

趣、特性及需求，開設多元豐

富、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活動

課程。共同科目包含身障福利

宣導、性平及動健康課程，每

堂 2小時，在性別平等議題上

建立與引導學員想法及觀念，

於課程中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以均衡發展身心障礙者身心健

康。 

三、預期效益： 

預計補助 20家民間單位，依身心

障礙者之需求及興趣開辦 36班各

式動靜態休閒課程，每屆學員人數

達 600人。 

二、執行成果： 

(一)辦理場次 

春季班開設 40 班選修課程，共計

辦理 119 場次共同科目(含福利宣

導、性別平等及動健康課程)；秋

季班開設 48 班選修課程，共計辦

理 144 場次共同科目(含福利宣

導、性別平等及動健康課程)。 

(二)服務人數 

春季班學員人數計 437 人(男 191

人、女 246 人)；秋季班學員人數

計 496人(男 219人、女 277人)。 

(三)影響規模 

1.春季班共計20家單位(包含社福團

體、機構、社區發展協會等)參與；

秋季班共計25家單位(包含社福團

體、機構、社區發展協會等)參與。 

2.春季班參與學員人次共計5,611人

次；秋季班參與學員人次共計7,005

人次。 

三、性別統計(%)：參與學員人次：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12,616 

男 5,663 45% 

女 6,953 55% 

110

年 
4,041 

男 1,985 49% 

女 2,056 51% 
 

社會局 社區動健

康推動計

畫 
(同 110年

一、111年預算：350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種子教師培訓： 

藉由民間專業團隊設計高齡者

一、預算執行數(率)：305萬元(87%) 

二、執行成果： 

(一) 在質化成效： 

1. 達成促進中高齡就業自我價值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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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計畫) 運動訓練課程，訓練社區志工

成為講師，至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或銀髮俱樂部服務長輩。 

(二)銀色奇肌班： 

種子教師於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銀髮俱樂部開辦動健康課

程（如肌耐力、自癒力、智慧

力、甩活力及心創力），提供

長者多元化的健康促進服務。 

(三)中高齡男性參與 

鼓勵男性可積極參與社區活

動，並實踐性別平等政策，讓

參與的男性具有榮譽感，並協

助後續本市相關社區動健康政

策的推廣帶領員，成為行銷亮

點及男性活動參與的社會風氣

倡議。 

三、預期效益 

(一) 由｢在地志工，服務在地老人

｣、「中高齡志工服務高齡長

輩」的方式，讓長輩們可以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由熟悉

的人物特質的志工們為他們

服務提供長輩就近服務，並

鼓勵社區長輩走出家門，增

近其社區人際互動的機會。 

(二) 111 年種子教師培訓：預計

培訓 150位。 
(三) 銀色奇肌班：預計參與人數

達 2萬人。 

康促進：藉由培訓社區動健康種子

教師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

樂部當銀色奇肌班講師以及辦理回

訓課程，講師有鐘點費用，並能展

現自我，除了自己健康，帶教別人

健康促進。 

2. 發展多元動健康及銀色奇肌班：結

合民間單位推展包括自癒力、肌耐

力、智慧力及甩活力，透過多元及

多力齊發，導入各民間單位開辦銀

色奇肌班。使長者、志工、單位幹

部皆能到健康促進，延緩失能、快

樂學習之效果。 

(二) 在量化成果部分： 

1. 參與人數(性別統計)：各力總和辦

理11梯培訓，培訓330位學員，最終

合格268位種子教師，於112年投入

據點服務。 

2. 111年種子教師:肌耐力、心創力、

愛笑力、自癒力、甩活力於12月皆

培訓完成。 

3. 111年銀色奇肌班自111年3月開始開

班：截至12月底已開696班、參與人

數為27,840人，其中男性為8,352人

(30 %)，女性為19,488人(70%)。

110年銀色奇肌班自110年3月開始開

班：截至12月底已開677班，但因疫

情取消303班，實際開班374班，參

與人數為 14,960人，其中男性為

4,488人(30 %)，女性為10,472人

(70%)。 

4. 110年培訓合格教師共148位，其中

男性30位(20%)，女性118位(80%)，

111年培訓合格教師共268位，其中

男性59位(22%)，女性209位(78%)。

111年比110年培訓人數增加，並縮

減男女比例。 

三、性別統計(%)： 

1.銀色奇肌班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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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

率 

111

年 
27,840 

男 8,352 30% 

女 19,488 70% 

110

年 
14,960 

男 4,488 30% 

女 10,472 70% 

2.培訓合格教師人數：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268 

男 59 22% 

女 209 78% 

110

年 
148 

男 30 20% 

女 118 80% 
 

勞工局 

勞檢處 

職業安全

衛生監督

檢查 

（ 延 續

110 年 計

畫辦理） 

一、 預算：「勞動檢查－檢查及輔

導－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項

下支應。 

二、 工作內容：本計畫係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定，針對轄內事業

單位對所僱勞工依法實施健康

檢查之情形實施檢查，為常態

性檢查業務。另針對使女性勞

工從事輪班作業或異常工作負

荷、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措

施，規劃列入職場健康促進專

案的檢查或輔導項目之一。 

三、 預期效益：預計辦理職場健康

促進專案檢查 50 場次，期能

透過檢查手段，促使事業單位

落實對所僱勞工實施健康檢

查，並結合北區勞工健康服務

中心專業團隊，針對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給予臨場輔

導。 

一、 預算：「勞動檢查－檢查及輔導－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項下支應。 

二、 執行成果： 

因受北區健康服務中心人力不足及疫情

影響等因素，爰 111 年度僅辦理職場健

康促進專案檢查 39 場次，較 110 年度

減少 11 場次，透過檢查手段，促使事

業單位落實對所僱勞工實施健康檢查，

並結合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專業團

隊，針對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給

予臨場輔導。 

 社會局 月經平權

三部曲 

【新增】 

一、111 年預算：結合企業無支用

經費，宣導費用以現有婦女業

務費支應。 

二、工作內容： 

一、預算執行數(率)：無。 

二、執行成果： 

(一)衛生棉發放：111 年持續串聯嬌聯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衛生棉予弱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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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一)衛生棉發放：結合民間資源捐

出女性生理用品。 

(二)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倡議女性

自主健康權益、破除月經汙名

化及歧視等議題破除月經汙名

與迷思。 

三、預期效益： 

(一)號召 2 個民間企業捐贈衛生棉

予弱勢及學齡階段女學生使

用。 

(二)辦理 2場次大型宣導活動。 

庭，並藉由 110 年之倡議行動，

111 年新增台灣花王公司加入好日

子愛心大平台，提供衛生棉與偏鄉

之女性學生。提供 52 個實物銀

行、299 所高中職及國中小弱勢女

學童使用。 

(二)宣導： 

1.111年 3月參與 CSW66論壇，以「透

過女性賦權培力，邁向經濟平權」

為主題，結合棉樂悅事工坊以台灣

女性協助尼泊爾弱勢女性於健康及

月經議題發展弱勢婦女培力方案，

除提升健康權，亦協助女性提升經

濟力；本論壇之國際線上會議、

YouTube 中英文直播及實體會議共

480人共同參與。 

2.邀請棉樂悅事工坊創辦人-林念慈於

婦女大學共同課程「Women的永續生

活-探索女性與月經的關係」，傳遞

正向月經教育及經驗，也帶領新北

市的婦女思考自己與月經關係，以

及什麼是女性力量。如何用自己的

力量在尼泊爾發揮女性影響力，共

計 1 場次「Women 的永續生活-探索

女性與月經的關係」宣導，共 233

人參與(女 100%)。 

三、性別統計(%)：對象均為女性。 

四、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為 111 年新增計畫，故無前一

年度比較。 

6-2 加強
推動
中高
齡婦
女身
心健
康及
疾病
篩

衛生局

健管科 

婦女癌症

篩檢(子宮

頸癌/乳癌

篩檢) 

一、111 年預算：506 萬 4,588 元。 

二、工作內容： 

(一)有鑒於婦女因工作、家務時間

繁忙，建立衛生所與醫療院所

合作單一窗口、設立特別門

診，縮短就醫流程及時間。 

(二)利用本局子宮頸抹片巡迴篩檢

車及轄內醫療院所「數位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巡迴車」，提供

一、 預算執行數: 473 萬 2,125 元(執行率

93%) 

二、 執行成果： 

(一) 子宮頸癌常規篩檢服務 35萬 9,906

人，陽案追蹤率 89.9%。篩檢涵蓋

率 28.3%(111 年子抹已篩人數/111

年中本市 30歲以上婦女人口數)。 

(二) 乳癌常規篩檢服務 19 萬 829 人，

陽案追蹤率 89.1%。篩檢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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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檢，
提高
高齡
女性
健康
管理
知
能。

【衛
生
局】 

社區到站定點篩檢服務，深入

且遍及本市 29 轄區提供便利

性服務。 

(三)利用海報、單張、講座及轄內

機關跑馬燈廣發資訊予民眾，

並串聯社區資源，運用里辦公

室廣播、智慧里長系統及社

區、公寓大樓公佈欄宣導婦女

癌症篩檢。  

(四)提供專人、轉診接駁專車接送

民眾前往醫療機構進行陽性個

案追蹤檢查，降低民眾對婦癌

病情之不安及提高就醫便利

性。 

三、預期效益 

(ㄧ)子宮頸癌篩檢 

1.111 年預計服務 12 萬人。 

2.陽性個案追蹤率達 83%。 

(二)乳癌篩檢 

1.111年預計服務 13萬人。 

2.陽性個案追蹤率達 83%。(依

111 年中央考評，調整陽性個

案追蹤達成率) 

39.1%(110-111 年乳房攝影檢查篩

檢人數/111 年 7 月本市 45-69 歲

女性人口數)。 

三、 性別統計(%)：無，本方案服務對

象皆為女性。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相較 110 年度，111 年子宮頸

癌常規篩檢服務增加 54,181 人、陽

追率上升 2.9%、篩檢涵蓋率上升

7.9%；乳癌常規篩檢服務增加

54,401 人、陽追率略降 0.9%，篩檢

涵蓋率上升 4.9%，110 年與 111 年

經費執行數及執行成果皆達預期效

益。 

衛生局

心衛科 

社區長者

憂鬱篩檢

及關懷 

 

一、111 年預算：4 萬元（本局統

一印製量表及文宣提供各區衛

生所執行）。 

二、工作內容：由衛生所人員針對

社區或老人健檢之長者提供憂

鬱篩檢，並將高風險個案轉介

至衛生所心理師駐點諮詢輔導

服務或心理師電話關懷服務。 

三、預期效益：預計至少提供長者

篩檢服務 5 萬人，以及早發現

憂鬱傾向個案，及時提供關懷

服務，避免發生自殺憾事。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 2 萬

6,000 元，執行率 65%（因應疫情

影響，衛生所積極投入防疫工作，

執行憂鬱篩檢量能下降，故預算執

行數未達 90%）。 

二、 執行成果：針對社區 65 歲以上長

者執行憂鬱篩檢，並針對高危險個

案轉介心理師及介入處置，截至 12

月已服務 64,387 名長者，其中轉

介高危個案 23名。 

三、 性別統計(%)： 

成 

果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篩檢 64,387 男 27,519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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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總數 女 36,868 57.3% 

高危

個案 
23 

男 5 21.7% 

女 18 78.3% 

年

度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64,387 

男 27,519 42.7% 

女 36,868 57.3% 

110

年 
59,057 

男 21,763 36.9% 

女 37,294 63.1% 

6-3 結合

在地婦

女、性

別團體

分析不

同性

別、性

傾向及

多重弱

勢婦女

之健康

醫療需

求，並

發展相

關健康

醫療與

照顧政

策。

【社會

局、衛

生局、

教育

局、原

住民族

行政

局】 

衛生局

健管科 
新住民生

育保健通

譯員服務

計畫 

一、111 年預算：335 萬 2,000 元。 

二、工作內容：為增進通譯員之通

譯技巧及知能，提升新住民支

持網絡，給予適宜的訓練，從

事衛生所及醫院生育保健、衛

生保健及就醫等通譯工作，本

局辦理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

服務與人才培訓課程。 

三、預期效益： 

(一)透過新住民通譯員，協助衛生

局、衛生所及醫院護理人員提

供生育保健服務，並針對異常

個案，協助提供相關資訊。 

(二)透過同族新住民通譯員之服

務，可促進新住民之醫療利

用、相關知識及行為的改變，

進一步提供社會支持及生活文

化適應。 

(三)提供新住民舒適、友善的就醫

過程與環境。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330 萬

8,300元(執行率 98.7%)。 

二、 執行成果：完成 2 場（3/30 及

3/31）通譯員教育訓練課程，培訓

共 78人次。 

三、 性別統計(%)(如無法提供性別統

計，請敘明原因)：總計 78 人次，

男： 2 人次 (3%)；女： 76 人次

(97%)。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111年共培訓 78名通譯員，較

110年（45 名）增加 33名。 

 

社會局 健康醫療

與性平推

廣計畫 

(同 110 年

一、111年預算：8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發掘對健康醫療與照顧議題有

興趣之婦女團體，並加強團體

於健康醫療議題中性別平等觀

一、預算執行數(率)：8萬元(100%)。 

二、執行成果：已結合辦理婦女大學課

程之婦女團體於春秋季班共同課程

辦理 20 場次中高齡女性健康講

座，共計 840人次參與(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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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計畫) 念。 

(二) 輔導婦女團體將健康醫療相關

之性別平等觀念於社區間推

廣。 

三、預期效益：111年預計結合婦

女團體於婦女大學辦理 20場

次健康講座。 

三、性別統計(%)：均為女性。 

中高齡女性健康講座參與人次：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840 

男 0 0% 

女 840 100% 

110

年 
750 

男 0 0% 

女 750 100% 
 

教育局 

特教科 

新北市偏遠

地區學校女

性衛生用品

供應計畫 

一、 111 年預算：100 萬(婦女團體捐

款)。 

二、 工作內容： 

(一) 發放對象：教育部核定之新北市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偏遠地區學校

女學生(國小階段僅含五、六年

級)。 

(二) 供應期間：每個月提供學生女性衛

生用品為期13個月。   

三、 預期成效：希冀透過補充女性生理

衛生用品，緩解並消弭因經濟弱勢

所造成女性生理健康問題，進而引

起心理與性別歧視等「月經貧窮」

問題。 

一、 預算執行數：100萬(社會局計畫，
婦女團體捐款，執行率 100%)。 

二、 執行成效： 
已將衛生棉發放至 57所偏遠地區學
校，受捐贈學生數約 1,800人。 

三、性別統計(%)：均為女性。 

四、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無。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統計分析

補助原住

民族裝假

牙之福利

申請政策 

一、執行經費： 
(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新臺

幣 75萬。 
(二)中央款：新臺幣 247萬 1,450

元。 
二、工作內容： 

(一)補助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 

(二)統計分析裝置假牙之性別比

例。 

三、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預計 50人次受

益。 

(二)質化效益： 

1.透過數據分析了解不同性別之

原住民族長者裝置需求情形。 

2.透過申請假牙補助，以減輕裝

一、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53 萬

2,935 元，執行率 71%，中、低收入原

住民長者申請人數較往年略降。 

二、執行成果：總計核定補助 91 名原

住民長者。 

三、性別統計：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91 

男 36 40% 

女 55 60% 

110

年 
78 

男 64 82% 

女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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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置假牙醫療費用負擔、增進口

腔功能健康及維持基本生活功

能。 

6-4 推動

性別友

善的醫

療環境

及照顧

服務之

獎勵機

制，提

供醫

院、醫

療局

所、照

顧與養

護機

構、社

區、部

落、職

場與校

園等場

域工作

人員友

善工作

環境，

尊重不

同性別

者的就

醫及受

照顧權

益。

【衛生

局、社

會局、

教育

局、勞

工局、

原住民

衛生局 

醫管 

科(心 

衛科及 

健管科 

協辦 

醫院督考

計畫 

(結合年度

醫院及診

所督考，

輔導訪查

轄內醫療

機構推動

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

性騷擾防

治業務。) 

一、 111 年預算：經費核定 44 萬

1,421元。 

二、 工作內容： 

(一)醫院部分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防治，本市醫院配合設置社區

篩檢站、提供遠距視訊診療服

務、開設防疫急（門）診、疫

苗施打及進駐集中檢疫所管理

等防疫醫療業務，為使醫院專

心致力於防疫工作，並減少人

員聚集及降低醫院之負擔，爰

111 年度停止辦理醫院督導考

核，以確保 53 家醫院醫療量

能及本市防疫安全。 

2. 賡續輔導醫院辦理性別主流化

相關教育訓練，加強所屬醫事

人員性別友善之觀念，以落實

於日常業務中。 

(二)診所部分 

結合年度督導考核作業，輔導

訪查轄內診所推動性騷擾防治

業務以及就醫隱私相關權益維

護等，並宣導診所針對女性勞

工就業及安全等權益維護、推

廣家暴性侵防治、鼓勵診所人

員參與孕產婦身心共同照護教

育訓練及營造身心障礙友善就

醫環境等。  

三、預期效益：預計輔導訪查 53

家醫院及 3,374家診所。 

一、 預算執行數：44萬 1,421元(執行

率 100%) 

二、 執行成果： 

(一) 醫院部分： 

1.111 年度因疫情嚴峻停止辦理醫院

督導考核，惟為提升醫事人員性別

平等意識及性別敏感度，業於 111

年 9 月 22 日函文輔導 53  家醫院

持續辦理性別議題教育訓練，推動

性騷擾防治業務、就醫隱私相關權

益維護等項目。 

2.業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21

日辦理 2 場「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

教育研討會」，將納入性別主流化

課程，並邀請專家針對醫   事人

員講授，以促進醫事人員對此議題

之認知並能落實於日常業務中，提

升整體醫療品質。 

(二) 診所部分： 

業於 111 年 4 月 25 日函文轄內

3,374 家診所宣導並推動騷擾防治

業務以及就醫隱私相關權益維護

等，並宣導診所針對女性勞工就業

及安全等權益維護、推廣家暴性侵

防治、鼓勵診所人員參與孕產婦身

心共同照護教育訓練及營造身心障

礙友善就醫環境等。 

三、 性別統計：本計畫考核對象係為醫

療院所，爰無法進行性別統計。 

四、 近 2年(110-111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區間 醫院(家) 診所(家) 

111年 53 3,374 

110年 54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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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族行政

局】 

社會局 多元面向

提升照顧

服務員友

善工作環

境計畫 

【新增】 

一、111年預算：3萬 3,000元。 

二、工作內容： 

(一)緣由 

仁家長輩皆為低收入戶，男性

長輩佔 81 %，生活日常多需

要照顧服務員協助，含沐浴、

如廁、上下床等，但照顧者卻

以女性居多，佔了 80%。本次

硬體環境之改善及軟體尊嚴之

提升計畫，透過改善照顧服務

員友善工作環境，提升其工作

價值並增加工作意願。 

(二)計畫總目標 

為翻轉社會對照顧者性別的刻

板化印象-照顧者女性化之偏

見，鼓勵更多男性參與照顧工

作，創造照顧服務員性別平

權、提升照顧服務員友善工作

環境、工作尊嚴及價值。 

(三)服務策略 

硬體上提供照顧服務員更舒適

休息空間、軟體上持續辦理微

笑照服員選拔給予獎勵，並推

薦新北市績優照服員選拔，以

及透過分享男性照顧服務員工

作心路歷程及成效，多元面向

增加社會大眾對照顧服務員之

尊重與支持，打破性別之框

架，鼓勵更多優秀照顧服務員

投入照顧工作行列。 

三、預期效益 

(一)改善五處照顧服務員休息室空

間，新增一處淋浴空間，提供

更多置物空間及舒適休息空

間。 

(二)透過臉書分享績優男性照顧服

一、預算執行數(率)：9 萬 3,570 元

(253.5%)。 

二、執行成果： 

(一) 硬體上改善照顧服務員休息空間，

提供更舒適淋浴空間。因疫情做調

整,修改為兩處休息室,將置物櫃更

新照片如: 

 
 

(二) 透過臉書分享 1 則績優男性照顧服

務員現場照顧服務成效及工作經驗

談，以翻轉照顧者以女性為主的刻

板印象。 

(三) 111年本家照顧服務員總計 66人，

男性 15 人(22.7%)、女性 51 人

(77.3%)，男性照顧服務員人數比

例較去年增加 2.7%。 

三、性別統計(%)： 

照顧服務員人數：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66 

男 15 22.7% 

女 51 77.3% 

110

年 
65 

男 13 20% 

女 5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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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務員現場照顧服務成效及工作

經驗談，以翻轉照顧者以女性

為主的刻板印象。  

(三)本家照顧服務員總計 65 人，

男性 13 人(20%)、女性 52 人

(80%)，預期提升男性照顧服

務員人數比率 2%以上，全體照

顧服務員進用率全年達 92%。 

教育局 

人事室 

職場性騷擾

防治 

一、111年預算：無 

二、工作內容：宣導所屬機關學校

性別平等觀念及規定 

三、預期成效：推動建立職場與校

園等場域性別友善工作環境  

一、 預算執行數：無 

二、 執行成效：依據上級主管機關(勞

動部或本府)來文，宣導、推動並

建立職場與校園等工作場域營造性

別友善工作環境氛圍。 

三、 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無(110年度

無此項目)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推動烏來

口腔醫療

站 

一、 預算經費：無預算。 
二、 工作內容：與新北市牙醫師

公會成立烏來區口腔醫療

站，提升偏鄉市民的口腔醫
療照護與保健、口腔癌防
治、衛教服務。 

三、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 

1.預計 210人次受益。 

2.統計烏來區口腔醫療站原住

民族長者裝置假牙之性別比

例。 

(二)質化效益：透過建置口腔醫

療站，將較充足的醫療人力及

資源送到偏鄉離島地區，彌補

當地醫療提供不足困境，增加

就醫便利性及提昇醫療品質，

讓原鄉族人口腔健康得到最好

照顧。 

一、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無。 
二、執行成果： 
(一)111年 5 月 9日辦理揭牌儀式，

故僅 111 年數據資料。 
(二)截至 111 年 12月，合計就診人次

690人次。 

三、性別統計： 

區間 
合

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年  690 
男 276 40% 

女 41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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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6-5針對

長期照

顧需求

的性別

差異、

城鄉和

部落需

求，建

立長期

之照護

體系，

發展適

切可近

之策

略，朝

向社區

為服務

提供單

位之目

標邁

進。

【衛生

局、社

會局、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衛生局

高長科 
長照特約專

業服務(延

續 110年計

畫) 

一、111 年預算：衛生福利部核定

1億 2千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評估並與長照需要者及家屬討

論復能之項目及期待。  

(二) 擬訂復能計畫。  

(三) 指導措施及紀錄。  

三、預期效益： 

(一) 協助個案善用潛能。 

(二) 維持個案自我照顧能力不退

化。 

(三) 111年預估服務 8,000人(男

性 3,900人，女性 4,100

人)。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 9,330

萬元 (執行率 77.8%)。 

二、 執行成果：111 年使用人數 12,452

人，其中男性 5,622 人(45.1%)，女

性 6,830人(54.9%)。 

三、 執行率低於 80%的原因為疫情影響

民眾使用意願且專業服務復能核銷

為次月辦理前一個月的核銷，故易

有 1 個月時間差，另規範滿 3 次(1

包)始得辦理請款。策進作為:因核

銷流程及規範為中央訂定，無法更

改，爰以加強長照專業服務推廣、

宣導(FB、單張手冊)以及疫情期間

非確診者，由專業服務人員著防護

性裝備入家服務等措施以鼓勵民眾

使用，提升服務人數為主。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0年 12,598 
男 5,845 46.4% 

女 6,753 53.6% 

111年 12,452 
男 5,622 45.1% 

女 6,830 54.9% 
 

社會局 銀髮俱樂

部 2.0-

4.0計畫 

(延續案，

同 110年計

畫) 

一、預算：2億 8,727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銀髮俱樂部 2.0-4.0 除原有

1.0 的共餐、健康促進活動

外，新增電話問安、關懷訪

視等，也提供多元服務：泡

茶休閒、歌唱娛樂、心靈課

程、益智遊戲等活動，並導

入多元方案，如銀色奇肌

班、生命繪本、3C 動動腦、

心靈 spa、認知悠能課程及延

緩失能課程等，讓長輩在地

就養、健康樂活，並藉此減

輕照顧者負荷。 

一、預算執行數(率)：2 億 7,290 萬

元。(95%) 

二、執行成果：截至 111 年底累計設置

512 處，累計服務 2,971,729 人

次；男性 864,220 人次（29%）、

女性 2,107,509 人次（71%）。 

三、性別統計(%)： 

1.關懷訪視累計服務137,671人次；男

性48,266人次（35%）、女性89,408

人次（65%）。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137,671 男 48,26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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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二) 就歷年銀髮俱樂部 2.0-4.0

可得知女性比例仍高於男性

參與，多維持於 7：3 的比

例。持續透過多元課程與方

案規劃吸引男性外出參與活

動，並依照其過往專長協助

媒合提供相關公益服務，鼓

勵服務單位於辦理活動或課

程前先進行問卷調查，以增

進參與活動意願。 

三、預期效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111年總參與人次預計

為 120萬人次，服務單位能

持續規劃符合男性需求之課

程，以增加其參與意願。 

年 女 89,408 65% 

110

年 
110,857 

男 38,124 34% 

女 72,733 66% 

 

2.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累計服務

251,809 人 次 ； 男 性 74,665 人 次

（ 30% ） 、 女 性 177,144 人 次

（70%）。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251,809 

男 74,665 30% 

女 177,144 70% 

110

年 
241,517 

男 68,363 28% 

女 173,154 72% 

3.餐飲服務 

(1)定點用餐累計服務 770,107人

次；男性214,000人次（28%）、

女性556,107人次（72%）。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

率 

111

年 
770,107 

男 214,000 28% 

女 556,107 72% 

110

年 
417,846 

男 115,706 28% 

女 302,140 72% 

(2)送餐服務累計服務 474,686人

次；男性191,882人次（40%）、

女性282,804人次（60%）。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

率 

111

年 
474,686 

男 191,882 40% 

女 282,804 60% 

110

年 
365,642 

男 151,450 41% 

女 214,192 59% 
4.健康促進活動累計辦理85,25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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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累計服務 1,337,453人次；男性

335,407 人 次 （ 25% ） 、 女 性

1,002,046人次（75%）。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

率 

111

年 
1,337,453 

男 335,407 25% 

女 1,002,046 75% 

110

年 
758,219 

男 179,963 24% 

女 578,256 76%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111 年 度

新北市原

住民長者

關懷服務 

 

一、預算經費：4,306萬 1,934

元。 
二、工作內容： 
(一)關懷訪視與電話問安，提供

生活諮詢、照顧服務與轉介服
務。 

(二)餐飲服務（老人共餐及送餐
服務）。 

(三)健康促進活動。 

(四)心靈、文化與教育等促進老
人身、心、靈健康之成長課
程。 

(五)預計 6月底辦理槌球比賽暨
趣味競賽，年底辦理靜態成果
展。 

三、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預計受照顧長者

735人，新增據點至 23站。 
(二)質化效益： 
1.拓展服務據點，提升長者身心

靈健康。 

2.提升服務品質，加強訪視與查
核工作，獎勵績優文健站。 

3.輔導市款文健站提升至中央

站，提升社區服務量能。 

一、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已執行

4,200萬 7,172 元，執行率 96.3%。 

二、執行成果： 

(一)截至 12月已累計設置 24站。 

(二)截至 12 月女性照顧服務員總計 54

人，受照顧長者總計 876人。 

三、性別統計： 

1.女性照服員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57 

男 3 2% 

女 54 98% 

110

年 
49 

男 3 6% 

女 46 94% 

2.受照顧長者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876 

男 297 34% 

女 579 66% 

110

年 
764 

男 260 34% 

女 504 66% 
 

6-6 提升

並促進

社區多

元文化

衛生局

高長科 

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

照顧服務

員專班訓

一、111 年預算：本案為一般行政

業務聯繫，未有支出預算。 

(一) 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

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由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本案為

一般行政業務聯繫，未有支出預

算。 

二、 執行成果：111 年度共結訓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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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觀點之

醫療照

護人

力，補

充高齡

社會所

需之長

期照顧

服務人

力，並

促進醫

療照顧

服務人

力之性

別平

衡。

【衛生

局、社

會局、

勞工

局】 

練計畫(勞

動部補助

班) 

照顧服務

員訓練產

業合作專

班(勞工局

職訓中心

補助班) 

照顧服務

員訓練自

費班(衛生

局委託辦

理)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二) 勞工局「照顧服務員訓練產業

合作專班」：由勞工局相關經

費支應。 

(三) 衛生局自費班：委託合格辦訓

單位辦理，由學員自行負擔訓

練費用。 

二、工作內容：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5月 9 日

衛部顧字第 1071960347 號公

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

畫」辦理訓練，並加入性別平

等課程，扭轉照顧工作者性別

刻板印象。 

(二) 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

顧服務員專班」由本市職訓中

心甄審合格辦訓單位辦理。 

(三) 勞工局「照顧服務員訓練產業

合作專班」，由本市職業訓練

中心辦理。 

(四) 衛生局自費班:委託合格辦訓

單位辦理。 

三、 預期效益 

(一) 預計補助班辦理 36 班，自費

班 72班，共 108班。 

(二) 預計每班 20 人參訓，預計訓

練 2,160人。 

班，共 3,145 人，其中男性 786 人

(25%)，女性 2,359人(75%)。 

三、 性別統計(%)：結訓學員中男性佔

25%，女性占 75%。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110 年因受疫情影響僅結訓

1,380 人，其中參訓者當中男性共

370 人，佔參訓者中 25.6%，女性

共 1,077 人佔參訓者中 74.4%。近

2年結訓學員皆為女性比例較高。 

年度 合計 性

別 

人數 比率 

110

年 

1,380 男 370 25.6% 

女 1,077 74.4% 

111

年 

3,145 男 786 25% 

女 2,359 75% 

 

 

社會局 

 

佈老時間

銀行-高齡

照顧存本

專案 

【 同 110

年計畫】 

一、111 年預算：173 萬 6,000

元。 

二、工作內容： 

以「存老本 顧未來」的核心價

值，鼓勵初老志工服務老老長

輩，補充照顧能量，提供照顧者

喘息機會，解決人口快速老化、

居家服務照顧量能不足之問題；

並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瞭解參與

佈老志工男女比例，運用宣導短

片及男性佈老志工於各式活動、

一、預算執行數(率)：157 萬 7,000 元

(90.8%)。 

二、執行成果： 

(一) 111年度共招募 189名佈老志工；

其中男性 30 人、女性 159 人(男女

比為 15.9%：84.1%)，110 年共招

募 156 人，其中男性 13 人、女性

143人，招募多了 17名男性，增加

本市男性參加佈老志工比例逾 1%。 

(二)佈老志工服務時數達 11 萬 1,34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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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媒體採訪時現身說法，鼓勵更多

男性加入佈老志工，提升男性參

與佈老志工意願。 

(一)招募及訓練佈老志工： 

1.持續招募志工服務在社區之長

輩，透過關懷陪伴延緩長輩老

化速度，增加其社會參與能

量。 

2.針對持續服務志工提供進階訓

練，以深化志工服務之專業知

能。 

(二)服務導入： 

1.運用四模組(兩兩一組、一加

一、公共托老中心及社區陪伴

站)將服務輸送至有需求之長

輩。 

2.結合本市全齡共融公園建置，

增加佈老志工提供更多元的服

務，同時讓服務提供能更貼近

長輩的需要。 

(三)宣導推廣： 

1.製作宣導單張，張貼於公所、里

辦公室、活動中心、公共托老中

心、銀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點等

場域。另透過各項社區活動及座

談會等進行發放宣導，以期專案

廣為週知。 

2.運用宣導短片及男性佈老志工於

各式活動、媒體採訪時現身說

法，鼓勵更多男性加入佈老志

工，提升男性參與佈老志工意

願，於訓練課程及例會或聯繫會

報中加入性平課程避免服務過程

中產生性騷擾等情形發生。結合

公共托老中心、社區陪伴站、銀

髮俱樂部及老人共餐點、當我們

老在一起網站等媒體群組、網絡

單位進行影片播放，提升民眾對

於佈老時間銀行的認識。宣導影

三、性別統計(%)：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

率 

111

年 
189 

男 30 16% 

女 159 84% 

110

年 
156 

男 13 8% 

女 14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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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片透過男性演員飾演佈老志工，

加深大眾印象，藉此吸引男性民

眾參與。 

3.增加宣導、媒體採訪及訓練時，

以夫妻一同參與服務及男性志工

參與之經驗分享，讓民眾有更深

的了解服務中男性志工之角色及

服務不分男女。佈老志工中，為

男性亦為社區或單位領導者，透

過其在地人際網絡和影響力，分

享其服務成功經驗，影響更多人

參與佈老志工服務。 

三、預期效益： 

(一)110 年佈老志工服務時數：

95,000小時。 

(二)增加本市男性參加佈老志工比

例 1%。 

勞工局 

就服處 

長照產業

工作宣導

暨人力資

源開發 

（延續

110 年計

畫辦理） 

一、 111 年預算：由「就業服務及

輔導 -就業服務 -業務費」、

「設置就業服務據點配合推動

就業服務業務實施計畫」及

「勞動部委辦新北市政府三

重、新店、板橋就業中心執行

工作計畫」項下支應。 

二、 工作內容： 

(一) 本府衛生局或職訓中心辦理照

服員專班人才培育，並於訓

後追蹤就業情形，協助其投

入長照產業。 

(二) 為因應照護服務業人才需求，

針對長照產業職業觀念宣

導、產業環境介紹及面試技

巧等，辦理就促課程及職場

參訪。 

(三) 針對有求才需求之照護機構，

主動聯繫並辦理主題式客製

化徵才活動。 

(四) 與衛生局、社會局跨局處合作

一、預算執行數：由「就業服務及輔導

-就業服務-業務費」、「設置就業

服務據點配合推動就業服務業務實

施計畫」及「勞動部委辦新北市政

府就業中心執行工作計畫」項下支

應。 

二、執行成果： 

(一)因疫情故取消辦理職場參訪，青年

長照主題研習課程共辦理 2 場，共

46 人參加，其中女性共 16 人，占

35%。另辦理 5 場長照研習課程，

共 470 人參加，當中女性共 288

人，占 61%。 

(二) 辦理 5 場次客製化徵才活動，較

110 年度增加 5 場次，其中女性共

557 人。 

(三) 運用就業促進工具，共計 1,722

人，較 110 年度增加 1195 人，其

中女性共 1,370 人，占 79%，促進

照服員穩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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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建置照顧服務相關資源連

結，提供有意從事照顧服務

工作之求職者完整訊息。 

(五) 結合民間團體進場宣導長照資

源，與衛生局及家庭照顧者

關懷協會共同持續推動進場

宣導。 

三、 預期效益：跨局處會議辦理 2

場，持續辦理人才培育。 

勞工局 

職訓中

心 

特定對象

職業訓練

課程-照顧

服務員訓

練班 

（延續 110

年計畫辦

理） 

 

一、111 年預算：840 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針對失業勞工規劃辦理照顧服

務員訓練班，輔導失業民眾藉

由培訓課程擁有一技之長，並

結合長期照護產業培訓優質服

務人員，以投入照顧服務工

作。 

(二) 針對性別隔離程度較嚴重的職

類，擇取過去參加職訓成功個

案進行宣傳，翻轉職業形象。 

(三) 於性別平等課程中，針對隔離

職類加強宣導。 

(四) 於設攤招生時加強宣傳性別就

業平等觀念。 

三、預期效益： 

(一) 規劃辦理 20 班照顧服務員職

前訓練課程，培訓 360 位失業

者投入長期照護產業，預計男

性參訓人數達 60 人以上。 

(二) 於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課程中

加入性別平等課程，預計舉辦

20 場，加強宣導職訓參訓類

別不設限性別，具有學習技能

及就業意願都能參與職訓課程

強化就業競爭力。 

一、預算執行數：945 萬 8,478 元(執行
率：112.6%)。 

二、執行成果： 

(一) 111 年度辦理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
課程 38 班，較 110 年度增加 6

班，參訓人數計 1,131 人，(男性
259 人占 23%；女性 872 人占
77%）。 

(二) 為改善照服員性別隔離程度較較高
之狀況，透過過去結訓之男性照服
員職訓成功個案，藉以宣傳照顧服
務員男性優先班課程，提升男性參
與照服員課程之意願，參訓人數 30

人(男性 15 人占 50%；女性 15 人
占 50%)。 

三、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舉辦 38 場性平課程，較 110 年
度增加 6 場。 

6-7 建立

家庭支

衛生局

高長科 
111年度家

庭照顧者支

一、 111 年預算：1,981 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執行

1,700萬元（執行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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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持系

統，提

供照顧

者相關

教育、

培力、

諮詢、

輔導及

喘息服

務等支

持性措

施。

【衛生

局、社

會局】 

持性服務創

新型計畫 

提供個案管理服務及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服務方案，期能增進

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減輕照

顧壓力及負荷。 

三、預期效益： 

(一)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預計

提供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個案

服務 850 人，服務內容包含

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照顧者

自我健康管理、辦理支持團

體；另提供電話關懷、志工

支持陪伴等。 

(二) 提供照顧知能訓練 

辦理長照家庭照顧者照顧知

能訓練，提供到宅照顧技巧

課程，提供個別心理輔導、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及諮

商。 

(三) 創新服務項目-銀光食堂 

從食堂出發，提供心靈支持、

喘息服務、照顧學苑等。 

二、 執行成果：  

(一) 個案管理服務:738人。 

(二) 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體 66 場

492 人、心理協談服務 123 人次、

支持團體 68場 583人次 

(三) 電話關懷 2,212人次。 

三、 性別統計(%)(如無法提供性別統

計，請敘明原因)：截至 12 月男性

184 人 （ 24.93% ） 、 女 性

554(75.07%）。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738 

男 184 24.93% 

女 554 75.07% 

110

年 
979 

男 203 20.73% 

女 776 79.27% 
 

衛生局

高長科 
家庭照顧者

支持性服務-

喘息服務 

 

 

 

一、111 年預算：1 億 5000 萬。 

二、工作內容: 

(一)提供短期照顧服務，舒緩照顧

者壓力並增加照顧者社會參與

的機會。 

(二)配合長照特約規範，續鼓勵轄

區內資格符合的廠商能踴躍加

入服務單位的行列以增加照顧

資源的可近性。 

(三)配合中央系統建立相關行政流

程及管理機制，提高服務品

質。 

三、預期效益: 

(一)紓解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二)提高照顧者的照顧技巧，以改

善案家的整體生活品質和強化

一、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 111年
執行 2億 1,474萬 6369元，執行
率 143%。 

二、執行成果：性別統計(%)： 

區間 合計 
性

別 

服務人

數 
比率 

110 89,074 
男 37,377 42% 

女 51,697 58% 

111 111,412 
男 45,461 41% 

女 65,95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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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家庭支持系統。 

(三)保障弱勢家庭的社會資源介

入。 

社會局 身心障礙者

家庭資源中

心-照顧者

支持與訓練

及研習(同

110年計

畫)  

一、111年預算：70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緣由： 

為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家庭支

持，提供照顧者心理及情緒支

持、諮詢、輔導等服務，本局

自 101年度委託財團法人第一

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廣

青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愛

福家協會及財團法人陽光社會

福利基金會等 5家機構，分別

成立樂智、樂慧、樂圓、樂融

及樂康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

心；為能深化及提升服務品質 

，分別於 104年 4月起委託財

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成

立視覺障礙個案管理中心（新

北市愛明發展中心），以及 105

年 3月起委託新北市康復之友

協會成立精神障礙個案管理中

心(樂欣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

心)。 

(二)計畫總目標： 

對於照顧者提供心理及情緒支

持、成長團體、諮詢服務與照

顧技能訓練及相關研習、講

座，以減輕照顧者心理壓力及

照顧之能不足之困擾，增進親

職功能，強化照顧者能量與改

善家庭關係。 

(三)服務策略： 

一、預算執行數(率)：57萬元，預算執

行率為 81%。 

二、執行成果： 

(一)已辦理 71 場成長、互助性團體，

計有 563 人次受益(男 126 人次、

女 437人次)。 

(二)已辦理 88 場照顧者支持相關講

座、訓練及研習活動，共服務 859

人次(男 192人次。女 667人次)。 

三、性別統計(%)： 

區

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1,422 

男 318 22% 

女 1,104 78% 

110

年 
269 

男 71 26% 

女 19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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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視家庭照顧者實際需要採演

講、座談、到宅示範指導、活

動、個案輔導、團體及其他多

元方式提供服務，如：辦理照

顧者之心理及情緒支持性活

動，包含放鬆抒壓、手工藝課

程養生多元及多面向的活動，

以減緩照顧者的壓力。 

(四)辦理成長、互助性團體活動，

促進照顧者間經驗交流與分

享，以獲得同理與支持並減

輕照顧壓力。 

(五)辦理照顧知能的講座、訓練及

研習活動，讓照顧者瞭解身障

相關福利資源，以及學習相關

照顧知識與技巧。 

三、預期效益： 

(一)預計辦理 6個成長或互助性

團體，至少 288人次受益。 

(二)預計辦理 12場照顧知能相關

講座、訓練及研習活動，至

少 140人次受益。 

社會局 高照顧負

荷家庭緊

急安心喘

息服務計

畫 

【同 110年

計畫】 

一、預算(民間善款)：90萬元。  

(註：本案自 108年 10月試

辦，總預算 90萬元，非屬單

一年度預算。) 

二、工作內容： 

(一)緣由： 

由於社會、經濟及家庭結構轉

變，導致家庭照顧功能弱化，

有照顧議題之家庭常因不知如

何連結外部支持資源、長期照

顧疲累或支持系統封閉，以及

長照資源能量不足或不符長照

使用資格等風險因子交錯下，

導致家庭照顧壓力增加，進而

成為高照顧負荷家庭；本計畫

自 108年 10月開辦，統計 108

一、預算執行數(率)：111年執行 14萬

5,250 元。 (本方案屬於創新試辦

性質，預算及經費核銷計算，非以

單一年度為單位計算，故無法計算

111年預算執行率) 

二、執行成果：32人次受益：  

(一)受照顧者：10 人次。(男性：7 人

次，女性 3人次)。 

(二)主要照顧者：10 人次。(男性：4

人次，女性：6人次)。 

(三)受益之親屬：12 人次(男性：7 人

次，女性：5人次) 

1.本專案自 108 年 10 月 1 日核定起實

施迄今，非單一年度計畫，預期效益

及執行成果亦非以單一年度計算。 

2.本專案自 108 年 10 月 1 日執行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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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年 10月至 110年 12月參與本

計畫之高照顧負荷家庭中，照

顧者性別分布，女性佔 62%，

男性佔 38%，女男照顧者比例

約 6：4，有照顧工作女性化現

象。 

(二)工作策略： 

針對家庭有經濟困難且無接受

長照資源服務或雖有長照服務

資格但因狀況特殊經社工員評

估有需求者，可申請本計畫，

透過結合民間長照領域專業團

體進行評估，依高照顧負荷家

庭需求提供居家喘息服務、住

宿式喘息服務或到宅指導等支

持性服務以舒緩或減輕照顧者

壓力。 

三、預期效益： 

預計服務 162人次。 

今，執行成果之受益人次為 163 人

次，預期效益達成率為 100%。 

三、性別統計(%)： 

(一)受照顧者：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10 

男 7 70% 

女 3 30% 

110

年 
17 

男 13 76% 

女 4 24% 

(二)照顧者及其親屬： 

區間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22 

男 11 50% 

女 11 50% 

110

年 
50 

男 25 50% 

女 25 50% 
 

6-8 加強

各類醫

事/健

康/照

顧人員

繼續教

育之性

別課程

品質，

持續發

展性別

敏感度

核心課

程教材

與評量

工具。

【衛生

局】 

衛生局

醫管科 

醫療品質

暨病人安

全研討會

計畫 

一、111 年預算：因計畫尚未核

定，經費預估約 2 萬元。 

二、工作內容： 

針對醫療院所之醫事人員辦理

教育訓練，並將性騷擾防治及

性別平等議題納入課程，除提

升醫療院所人員照護能力及品

質、衛生行政知能，並從中推

廣性別意識之政策，以增進對

於性別議題之瞭解及在日常業

務中落實執行。 

三、預期效益：課程滿意度達 85

％以上。 

一、 預算執行數：1萬 5,035元(執行率

95.5%)。 

二、 執行成果： 
(一) 業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21

日辦理 2 場「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
教育研討會」，並邀請社團法人台
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許秀雯委員及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性別平等委員
會于政民醫師分別講授「性別平等
｣及「醫療院所性騷擾防制及案例
分享｣等議題，以促進醫事人員對
此議題之認知並能落實於日常業務
中，提升整體醫療品質。共計 72
人次參加，2 場次研討會平均滿意
度分別高達 95.02％及 95.94％。 

(二) 因國內 COVID-19 疫情嚴峻，改以
視訊課程，減少部分雜支開銷(如
委員停車費及茶水費、影印費
等)，爰部分費用未完全核銷致執
行率未達 100%。 

三、 性別統計：總計 72 人，男性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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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12.5%);女性 63人(87.5%)。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如下表: 

 合計 
性

別 
人次 比率 

111

年 
72 

男 9 12.5% 

女 63 87.5% 

110

年 
97 

男 9 9.3% 

女 88 90.7% 

衛生局

高長科 

照顧人員

繼續教育

訓練(含性

平教育主

題) 

一、111 年預算：衛生福利部核定

60萬。 

二、工作內容： 

考量長照業務相關行政人員與

照顧管理專員及督導員、出備

人員、A 個案管理人員等長照

人員額迅速擴增為輔導相關人

員快速熟悉長照業務並開拓專

業知識，除提升長照服務人員

照護能力及品質、衛生行政知

能，並從中推廣性別意識之政

策，以增進對於性別議題之瞭

解及在日常業務中落實執行，

藉由教育訓練增進長照人員視

野擴展及業務進展之推進。 

三、預期效益：課程滿意度達 85

％以上。 

一、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長照人員
共識工作坊核銷金額 96,000 元，個
案研討會核銷金額 118,939 元出備
人員、A 個案管理人員資格訓練核
銷金額 328,711 元，照顧管理專員
資格訓練-考評會核銷金額 38,700
元，共計 582,350元，執行率 97%。 

二、執行成果：於 2 月 7 日辦理長照人
員共識工作坊、8 月 17 日辦理出備
人員資格訓練、4 月 16 日至 11 月
23 日辦理 4 場 A 個案管理人員資格
訓練、12 月 15 至 16 日辦理照顧管
理專員資格訓練-考評會 4 月 14 日
至 12月 31 日辦理 20 場分站個案研
討會及 2 場照專 大會 (8/29、
11/28)，並推廣居家服務人員性騷
擾防範，個案家暴性侵防治及獨居
長者服務，鼓勵長照服務人員參與
相關性平知能教育訓練及營造友善
工作環境等，受訓人數共 756 人
次，男性為 181 人次，女性為 575
人次，滿意度為 88.3。 

三、性別統計(%)(如無法提供性別統
計，請敘明原因)：受訓人次中男性
佔 24%，女性占 76%。 

四、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110年無此項目，無從比較。 

6-9規劃

不同地

區、族

群、性

別、年

衛生局

疾管科 

愛滋防治

入班衛教

宣導 

一、111年預算：250萬元。 

二、工作內容： 

(一) 針對本市公私立國中七年

級、高中職一年級學生，強

化校園愛滋病及其他性病防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實際執

行數為 234 萬(執行率 93.6%)。 

二、 執行成果：共辦理 1,390 場，約 4

萬名學生受惠。 

三、 性別統計(%)：本案以勞務採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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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齡、身

心障礙

者之性

健康和

生殖健

康與權

利教

育，提

供明確

的指導

方針與

課程，

並為教

師提供

必要之

培訓。

【衛生

局、教

育局】 

治相關知能，提升其採取安

全性行為的意願，進而降低

愛滋病傳播的風險。 

(二) 針對愛滋病防治衛教宣講教

師辦理培訓，公私立國中與

公私立高中職講師培訓須各

辦理 1場至少 8小時。 

(三) 抽選受講班級學生進行問卷

調查，包含前測、後測、３

個月後後測、１年後後測和

２年後後測，以評估宣講成

效供後續施政參考。 

三、預期效益：預估約４萬名學生

受惠。 

式委託廠商執行，宣導測驗問卷非

採具名方式，且未要求學生填寫性

別，故無法提供性別統計。 

四、 近 3年(108-110)年宣導學生人數: 

 

學年度 國中人數 高中職人數 

108 28,957 12,992 

109 29,147 12,208 

110 28,841 11,974 
 

 教育局 

體教科 

「性教育

（含愛滋

病 防

治）」 實

施計畫 

一、111年預算：4萬元。 

二、工作內容：每年規劃 3 次健康

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校群集中訪視會議，校群

學校依各校條件發展校本性平

教育課程，如性別友善、不同

族群權利教育等相關課程，提

供學生探索自身價值觀和態度

的學習機會，並辦理教師知能

研習，提升師生性教育健康素

養 

三、預期效益：規劃 3 場次校群會

議、預計每場次 10 校、20 人

參與。 

一、 預算執行數：4萬元(執行率 100%)。 
二、 執行成效：規劃3場次校群會議、每場次

10校、20人參與。 

三、 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為111年新項目。 

6-10 宣

導正確

的身體

自主意

識、健

康的體

適能觀

衛生局

醫管科 

醫療機構

督考計畫 

一、111 年預算：44萬 1,421元。 

二、工作內容： 

結合年度醫院及診所督考，輔

導訪查轄內醫療機構落實病人

安全，刊登適法醫療廣告，向

民眾宣導正確、健康的醫療資

訊，避免促銷、優惠等不正當

一、 預算執行數(含執行率)：44 萬

1,421元(執行率 100%)。 

二、 執行成果： 
(一) 醫院部分： 

為建立以病人為中心之安全就醫環
境，業於 111 年 2 月 17 日函文輔
導 53 家醫院配合並落實執行醫療
品質與病人安全工作目標，宣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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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性別目

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工作重

點 

辦理 

單位 

111 年工

作計畫或

方案 

111 年工作內容摘要 

(含預算，單位:元) 

1-12 月執行成果 

(含預算執行率%) 

未達 80%請說明原因 

念，避

免美貌

迷思與

過度醫

療化行

為。

【衛生

局、教

育局】 

方式招攬，導致特定性別民眾

過度追求醫療化行為。 

三、預期效益：預計輔導 54家醫

院及 3,374 家診所。 

眾正確、健康的醫療資訊。 
(二) 診所部分： 

結合年度診所督導考核作業，業於
111年 4月 25日函文轄內 3,374家
診所確實落實病人安全、刊登適法
醫療廣告，向民眾宣導正確、健康
的醫療資訊，避免促銷、優惠等不
正當方式招攬，導致特定性別民眾
過度追求醫療化行為。 

三、 性別統計：本計畫考核對象係為醫
療院所，爰無法進行性別統計。 

四、 近 2 年(110-111 年)辦理情形之比
較: 

區間 醫院(家) 診所(家) 

111年 53 3,374 

110年 54 3,272 
 

教育局 

體教科 

健康體位

校群集中

訪視實施

計畫 

一、111年預算：4萬元。 

二、工作內容：每年規劃 3 次健康
體位校群集中訪視會議，依
WHO 健康促進學校模式及國
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考慮
到寬容、尊重、性別平等、人
權以及平等等原則的情況下，
讓學生了解正確的身體自主意
識及培養健康的體適能觀念。 

三、預期效益：規劃 3 場次校群會
議、預計每場次 12 校、20 人
參與。 

一、 預算執行數：4萬元(執行率 100%)。 
二、 執行成效：規劃3場次校群會議、每場次

12校、20人參與。 

三、 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為111年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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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一：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之「推動性別友善

就與照顧環境」及「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性別目

標。 

二、 醫療法第 28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102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已不再

將跨性別同志視為性別認同疾患，而將其正名為性別不安，並正視其中

的多元性。 

二、 103 年於美國研究顯示，56%的同志病患和 70%的跨性別病患曾面臨醫

療歧視；另依據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109 年「跨性別人權現況問卷調

查」統計，55.41%跨性別者曾有「不敢去上廁所」經驗，另有 24.32 %

「延遲或不願就醫」。傳統二元性別分立的廁所包容度不足，無法提供

良好的如廁空間，造成跨性別者視上廁所為畏途的處境；又跨性別者就

醫，醫護人員大多依名字或身分證件判斷性別及稱謂來呼叫就診，當跨

性別者回應時，醫護人員可能質疑，在出示證件時即形同揭露身分、不

免擔憂會遭到異樣的對待及刁難。 

三、 鑑於多元性別者就醫經歷可能遭受汙名或歧視，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被騷擾或不尊重等因素，醫療人員缺乏對多元性別者的健康問題的知識

及教育，醫療平等權被弱化，為營造多元性別友善就醫環境，有賴於醫

療人員對性別議題的高敏感度與同理心，以減少多元性別族群的就醫障

礙、增加其醫療可近性，尊重不同性別者的就醫權益，建立良好醫(護)

病關係。 

參、 性別目標：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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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者自主權，以維護醫療權益。 

二、 藉由辦理醫事人員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提高醫事人員對多元性別者

的認識、尊重與敏感度。 

三、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可提供多元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使用者具隱私、

安心、舒適的如廁環境。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陸、 實施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柒、 執行策略： 

一、 結合年度醫院督導考核作業 

(一) 結合 112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作業，加強就醫隱私及權益維護、提供

友善的就醫環境，並召開指標規劃共識會議，與專家委員確認考核

指標內容及查核標準，考核項目中涉及性別意涵之指標加強註記為

「性平指標」。 

(二) 於督考訪查前邀請醫院參與指標說明會，於會中先行宣導年度指標

內容、意涵及作法。 

(三) 透過聘任之各領域專家委員進行輔導訪查，就醫院缺失給予改善建

議，後續追蹤輔導醫院改善情形，以推廣醫院營造性別友善就醫環

境。 

二、 擇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為示範醫院，推動多元性別友善就醫環境 

(一) 針對不同對象、族群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 5 場次，加強所屬

醫事人員多元性別友善觀念，以落實於日常業務中。 

(二) 多元性別友善措施：1.於掛號網站新增民眾想被稱呼的稱謂，以利

護理人員叫號時使用辨別；2.兵役體檢時提供多元性別者專屬更衣

室。 

(三) 維護隱私：1.制定「維護病人隱私規範程序書」、「病人權利與義

務」提供醫療照護人員遵循；2.各病房設有「病情說明室(會議

室)」、依科別特性於病房設置「治療室」等獨立空間，提供醫護人

員向病人或家屬說明病情及溝通，以保護病人隱私；3.病人就診、

檢查及處置時，應排除不相關者在場，並於場所中備有布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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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治療巾等，對於較隱私部位之檢查，應徵得病人同意，避免過

度暴露，並依需要安排合適之醫事人員陪同，協助觀察病人、注意

隱私之維護。. 

(四) 宣傳教育影片：針對多元性別者籌拍就醫照護短片(例如：問診情

形)，併各種會議以及院內(外)網站及院內診間等候區電視宣導。 

(五)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1 間，提供多元性別者具隱私、安心、舒適的如

廁環境。 

三、 宣導 

(一) 請本府民政局透過直立式廣告機播送宣導。 

(二) 將相關資訊放置於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主題專區/性別主流化/性

別宣導專區，以增進社會大眾對於多元性別的認識。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輔導醫院提供多元性別友善就醫環境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消除性別歧視，

尊重多元性別者

自主權，以維護

醫療權益。 

1. 創新度：本市首次針對多元性別者需

求整合資源，提供友善醫療環境。 

2. 難易度:鑑於多元性別者需求複雜，

須透過跨局處服務整合，以促進其健

康。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

策，促進多元性別者健康權益保障，

推動不同樣態家庭之需求。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多元性別者不同

就醫需求加強宣導，持續推動性別平

等，以營造友善醫療環境。 

1. 辦理場次：預計輔

導 53醫院。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 

3. 執行經費：230 萬

元。 

 

二、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方案名稱：打造彩虹醫院-多元性別與健康照護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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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所屬醫事

人員多元性別友

善觀念，精進多

元性別友善就醫

措施，協助多元

性別安心就醫，

共同營造本院性

別平等、尊重、

多 元 之 就 醫 環

境。 

2.設置性別友善

廁所，提供多元

性別者具隱私、

安心、舒適的如

廁環境。 

 

1.創新性：過往醫護關係甚少以多元性

別為對象作為關懷重點，本市首次以

市立醫院為推動友善多元性別之示範

醫院，期能建立典範，策勵其他醫療

院所一同加入彩虹醫院行列。 

2.難易度：目前多元性別仍屬少數族

群，大多數醫事人員實務上較少遇到

多元性別者的求診經驗，對於其身心

變化及健康議題並不了解，以致不重

視或容易忽略可能發生的潛在問題。 

3.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促

進所屬醫事人員對於性別平等的意

識，及對多元性別的重視，並建立相

關友善醫療措施。 

4.影響範圍：本院員工以及來院民眾。 

1.辦理場次：針對不

同對象、族群辦理

5 場次教育訓練及

各單位種子同仁培

訓 課 程 等 教 育 訓

練。 

2.受益對象：院內員

工及來院民眾。 

3.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預估院內 800

人。 

4.執行經費：65,800

元  (含教育訓練

36,000 元、性別友

善廁所改善經費為

29,800元)。 

 

三、環保局 

方案名稱：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標章推廣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

人數）及執行經費 

 

協助衛生局推廣

設置性別友善廁

所 

1.創新度：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標章申

辦計畫於 111 年 1 月訂立，此為全國

首創之標章制度，希望透過標章制

度，推廣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2.難易度:性別友善廁所有別於一般傳

統男、女廁，需理解設置精神和理

念，加強說明和隱私性，提升社會的

接受度。 

3.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

策，使不同族群如廁時皆能安心使

用。 

4.影響範圍：推動性別友善廁所有助讓

各種生理/心理性別、家庭及照顧者

皆可安心使用公廁，有助民眾使用方

便性及照顧身、心靈。 

本案推廣對象以廁所

管理(以公部門優先)

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主，除透過每年

召開「新北市性別友

善 廁 所 跨 局 處 會

議」， 推動各局處協

助推廣外，亦可由需

求機關或單位提出需

求，由本局辦理宣導

會議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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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局為推廣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已製作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原則及新北

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原則及標章申請

注意事項影片，並放於環保局官網供

各界先進參考使用。如有疑問亦可來

電環保局詢問設置細節。 

四、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1. 整合各機關宣導內容、成果。 

2. 各機關於辦理時應聚焦性別差異的觀察、鼓勵參加人員性

別平等觀念的轉變。 

3. 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者自主權，以維護醫療權

益。 

衛生局、新北

市立聯合醫

院、環保局、

民政局。 

玖、 預估經費： 預計 236 萬 5,800 元。 

壹拾、 預期效益：透過跨局處合作與資源整合，共同提升本市多元性別者的健

康意識，以保障其就醫權益，減少健康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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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依據傳染病防治計畫─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 

二、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條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依據疾病管制署個案管理資料統計截至 111 年底，本市有 9,884 人，其

危險因子以同性間性行為 (65.8%)為主，其次為異性間性行為佔

14.1%；本市個案中男性 96%，女性 4%，而男性的主要危險因子為同性

間性行為(69%)，女性為異性間性行為(63%)。 

二、 強化易感族群、校園學生乃至一般民眾愛滋病及其他性病防治相關知

能，進而降低愛滋病傳播的風險，減少對於愛滋個案的歧視。 

(一) 提升民眾採取安全性行為的意願：無論男女，不安全性行為皆是愛

滋感染者最主要的風險因子，建立安全性行為的認知與習慣是性健

康重要的一環。 

(二) U=U 共識：Undetectable equals Untransmittable，測不到病毒等於不

會傳染，是 WHO 於 2018 年正式公告的全球共識，若感染者穩定服

藥且測不到體內病毒量，透過性行為傳播愛滋病毒的風險極低。 

(三) PEP 事後預防性投藥：經由血液或體液接觸愛滋病毒後（如無套性

行為或性行為過程中保險套破損），因為病毒需要時間複製多數不

會立即造成感染，故在此時對於有暴露風險者提供預防藥物，可以

大幅降低感染機率，但並非 100%。 

(四) PrEP 事前預防性投藥：愛滋感染者之配偶或伴侶、35(含)歲以下年

輕族群，經檢驗確認未感染愛滋病毒且經醫師評估需進行預防性投

藥者，可透過穩定持續服用 PrEP，讓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來預防

被愛滋病毒感染，保護力可以高達 90% 以上但並非 100%。 

附件 5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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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性別目標：藉由各種活動與場域宣導正確愛滋知識，減少大眾對於愛滋

個案的歧視，並促進多元性別健康。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民政

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陸、 實施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柒、 執行策略：針對本市學生、易感族群與公告篩檢對象乃至一般民眾進行

相關知識衛教宣導： 

一、 實體講座 

(一) 公私立國中七年級與高中職一年級入班宣導 

(二) 大專院校愛滋講座 

(三) 性福巴士校園巡迴擺攤宣導 

(四) 區公所役男抽籤會場宣導 

(五) 毒品危害防治講習愛滋宣導 

二、 靜態宣導 

(一) 飯店提供男性用或女性用保險套和宣導單張給民眾取用 

(二) 民眾聚集地提供宣導單張/海報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 衛生局 

方案名稱：「推動多元性別平等之愛滋衛教宣導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1. 國中七年級、高中職

一年級與大專院校學

生 

2. 役男 

1. 創新度：針對各年

齡層民眾與易感族

群進行愛滋衛教宣

導。 

1. 預計辦理場次：約 1 千

場。 

2. 受益對象：學生、役男、

易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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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方查獲之性工作

者、嫖客、毒品使用

者 

4. 一般民眾 

2. 難易度：需透過其

他局處配合施行。 

3. 重要性：配合國家

推 動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4. 影響範圍：本市 12

歲以上民眾。 

3. 預計參與人數：約 4 萬人

(次)。 

4. 執行經費：約 600 萬元。 

二、 教育局 

方案名稱：新北市 111學年度辦理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國中七年級、高中職一

年級學生 

督導本市轄下學校配

合進行入班衛教宣導 

1. 創新度：針對國高

中生青少年，普遍

性的提供入班宣

導，提高愛滋衛教

預防性。 

2. 難易度：須要求各

級學校配合，以及

媒合衛生局講師日

期與時間。  

3. 重要性：配合國家

推動性別平等政

策。 

4. 影響範圍：國一與

高一生，逐年實施

即可全學生普及

化。 

1. 預 計 辦 理 場 次 ： 1000

場。 

2. 受益對象：國中七年級、

高中職一年級學生。 

3. 預計參與人數：2萬人。 

4. 執行經費：衛生局經費。  

三、 民政局 

方案名稱：配合衛生局協助宣導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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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服兵役的青年男性 1. 創新度：配合衛生

局協助宣導。 

2. 難易度：需偕同各

地區公所及衛生所

辦理。 

3. 重要性：配合協助

宣 導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4. 影響範圍：當年度

即將入營的役男。 

1. 受益對象：當年度入營

役男約 1萬 2千人。 

2. 預計辦理場次：約 160

場(尚需配合當年度流路

表、體檢場次及可徵人

數調整，屆時再由各地

區公所及衛生所配合宣

導)。 

四、 警察局 

方案名稱：愛滋高風險族群通報機制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1. 分局及轄下派出所查

獲性工作者、嫖客、

毒品使用者等具感染

愛滋病毒風險對象

後，確實通知衛生局

委託檢驗人員到場進

行篩檢與衛教(警察

局行政科)。 

2. 通知查獲之毒品使用

者參與毒品危害防制

講習(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 

1.創新度：遇案即時

辦 理 ， 並 落 實 管

控。 

(1)查獲性工作者、牛

郎、嫖客（含未滿

18 歲之人、外國

人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港澳居民）及

以針具施打毒品、3

人以上同時吸毒、

娛樂場所施用毒品

及販毒等 4 類嫌疑

人 時 ， 在 不 妨 害

「 偵 辦 、 移 送 時

效」及「偵查不公

開」前提下，立即

通知各當地衛生單

位派員辦理抽血篩

1. 受益對象：本局查獲性

工作者、嫖客、毒品使

用者等風險族群，期望

通 知 率 達 100% 為 目

標。 

2. 執行經費：本案本局為

行政聯繫，無須規劃執

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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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及 進 行 衛 教 宣

導。 

(2)因故未能即時辦理

抽血篩檢及進行衛

教宣對象。確實通

報函報衛政機關，

避免遺漏。 

(3)按月統計管控辦理

成效，並定期辦理

員警執行通報行政

獎勵。 

(4)依據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無正當

理由持有或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應限期令

其接受四小時以上

八小時以下之毒品

危害講習。」 

2.難易度：通報本局

各單位落實管制執

行。 

3.重要性：配合國家

推 動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4.影響範圍：本局查

獲毒品人口、性工

作者、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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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旅局 

方案名稱：配合衛生局輔導飯店提供保險套或宣導單張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住宿旅客 

輔導飯店提供保險套或

宣導單張 

1. 創新度：配合每年

定期聯合衛生單位

稽查。 

2. 難易度：需由衛生

單位提供衛教宣導

單張。(本局無相關

經費) 

3. 重要性：降低愛滋

病傳播。 

4. 影響範圍：住宿旅

客。 

1. 受益對象：住宿旅客。 

2. 執行經費：0。 

六、 青年局 

方案名稱：青年幸福不性浮愛滋宣導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與執行經費 

15歲至 40歲青年 1. 創新度：辦理青年

相關活動時，配合

其他局處進行衛教

宣導。 

2. 難易度：需由衛生

單位提供衛教宣導

且於符合愛滋主題

之活動施行。 

3. 重要性：配合本府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推動性別平等

工作。 

4. 影響範圍：本市 15

歲至 40歲青年 

1. 受益對象：15 歲至 40

歲青年 

2. 執行經費：0。 

七、 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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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1. 整合各局處宣導內容、成果。 

2. 各局處於辦理時應鼓勵參加人員對於愛滋抱有正確的認

知。 

3. 消除對愛滋或其他性病個案的歧視，尊重多元性別性健康

權。 

衛生局、教育
局、民政局、
警察局、觀旅
局、青年局。 

玖、 預估經費：約新臺幣 600萬元。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至少 4萬名學生受惠。 

二、 至少 1萬名役男受惠。 

三、 至少 300名毒品使用者受惠。 

四、 至少 4000名警方查獲之愛滋感染風險對象受惠。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年度跨局處性平議題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衛生局主責)

參與局處:
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

議題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計畫依據
 本組工作重點「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與醫療諮詢服務

管道」
 本組108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

策創新工作坊」
 本組第5屆第2次會議決議

如何促進更年期後婦女之身
心健康？

如何增加女性照顧者對於長

照服務資源之使用意願？
如何提升高危險妊娠婦女之
健康管理？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問題說明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
職場生涯的變動等因素，容易發生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
困擾等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女性憂鬱症終身盛行率
(25%)約為男性(15%)的2倍，並以經前症候群、孕產期憂
鬱及更年期憂鬱最常見。
生理健康：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研究結果顯示，50歲以上女

性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計畫目標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
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並了解情緒調適、

充足營養及規律運動等對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處。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培養中高齡婦女進行自主健康量測，包含心情檢測、飲食

、運動等數據記錄，鼓勵其增加自主健康管理之意願。



身心健康再進化 運動營養再進化

超熟女再進化
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 邀請心理師擔
任講師

• 2小時(企業可
調整為1小時)

• 邀請運動指導
員擔任講師

• 2小時(企業可
調整為1小時)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執行策略(109-110年)



身心健康再進化 運動營養再進化

超熟女再進化
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 邀請心理師擔任講
師

• 111年依據110年
問卷調查，加強說
明壓力調適、憂鬱
防治、增進幸福感

• 邀請營養師擔任
講師

• 111年調整方向，
依據授課對象需
求推薦適合的營
養餐盤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執行策略(111年)



社會局

教育局 勞工局

衛生局
超熟女再進化

(社)
• 婦女大學20場次

(教)
• 家庭教育中心12場次
• 樂齡學院2場次

(勞)
• 事業單位10場次

(衛)
• 合辦實體課程32場次，

促進社會參與
• 提供主題影片，提升民

眾識能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跨局處合作 (111年)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執行成果(109-111年)

年度

身心健康 運動營養 年度成果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男性 女性 合計

109年 12 905 15 1,279 27
120
(5%)

2,064
(95%)

2,184

110年 10 652 13 424 23
81
(8%)

995
(92%)

1,076

111年 12 768 11 611 23
25
(2%)

1,354
(98%)

1,379

註：110-111年因COVID-19疫情嚴峻影響，總場次與總人次均較109年略少。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問卷統計(110-111年)
問卷回收數量：
依據109年委員建議進行問卷調查，110年回收249份，111年回收254份

平均滿意度持平
110年4.4分=111年4.35分

1.對於本次課程主題之滿意度
2.對於本次課程內容之滿意度
3.對於本次講師整體表現之滿意度
4.對於本次課程時間安排之滿意度
5.對於本次課程地點安排之滿意度

平均認知度提升
110年3.97分<111年4.42分

1.我知道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很重要
2.我知道如何調整自己的情緒或壓力
3.我知道心情不好可以找誰幫忙
4.我知道「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原則
5.我會區分什麼是全榖雜糧類食物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主題影片分享
國民健康署
健康99網站
大齡女子─更年期
成長系列影片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婦女心理健康短片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中高齡健康專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yjw6zY8q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RbD5quZ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N86eXHRcg&t=17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HMSdu26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qCdKdza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rVhxwG1no&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YNnDLoCh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E9npfpPko


111年回顧和112年展望

服務成果
109年-111年共辦理73場次

計4,639人次受益

後續建議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已持續推
動3年，促進4千名民眾重視自我
檢視與健康管理。
考量跨局處合作機制已建置完善，
本案仍可視需求協調聯繫，建議
112年可擇其他性平議題辦理。



議題二
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衛生局主責)

參與局處:
社會局、勞工局、觀旅局、文化局、經發局



家庭照顧者組成輪廓
台灣邁入高齡社會，為因應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因年齡增長或疾病因素
導致身體退化、失能，所導致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長的必然趨勢。

失能人口使用服務推估

居家及社區照顧

58,285人

42.7%

機構式照顧

18,987人

13.9%

聘僱外籍看護

27,174人

19.9%

自行照顧

31,952人

23.4%

截至111年底
仍有31,952位
家照者

(數據統計至111年12月止)



111年度照顧者多元喘息使用

方案目標

 提供支持性服務減輕
家庭照顧者之心理壓
力與情緒困擾。

 提供人力、財力、物
力、社會制度或福利
設施及個案工作人員
等協助，使照顧者恢
復正常社會生活。

家庭照顧者服務項目

課程與團體 同儕服務
家照者
服務宣導

專業服務

知能訓練
支持團體
自我健康
管理團體
巡迴活動

同儕電話
關懷
家照志工
培訓

網絡人員
教育訓練
C據點宣
導

家照個案
管理服務
心理協談
到宅照顧
技巧指導



16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創新服務方案

111年度照顧者多元喘息使用

【照顧者自我管理工作坊】

完成工作坊活動者有技能覺察、處
理其自身困擾情緒以及受照顧者困
擾行為，給予在地家照者心理支持
，降低照顧負荷。

【銀光食堂】

透過「飲食」構築照顧者彼此之間
、照顧者與社區之間、照顧者與自
己之間的交流平台，偶爾能從漫長
照顧旅程中脫身，獲得短暫的休憩
和喘息、支持與加力。

安心家照包

整合家照資源跨局處資源提供給新手照顧者

。

衛生局
 長照服務手冊
 照顧者支持課程

社會局
 照顧者陪伴手冊

觀旅局
 無障礙旅遊指引及

旅遊折扣

文化局
 照顧者電影院
 無障礙文化場館

經發局
 觀光工廠/友善商店

勞工局
 顧家工具包
 顧家好企業

已提供1544照顧者使用，
並邀集32家企業投入顧家好企業。



109-111年度照顧者多元喘息使用執行成果

年度 執行成果

109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個案管理人數，共計798人
 女性557人(69.79%)
 男性241人(30.20%)

110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個案管理人數，共計886人
 女性699人(78.9%)
 男性187人(21.1%)

111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個案管理人數，共計738人
 女性554人(75.1%)
 男性184人(24.9%)

 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體66場492人次
 心理協談服務123人次
 支持團體68場583人次
 電話關懷2,212人次



111年回顧和112年展望

提高照顧者的照
顧技巧，強化家
庭支持系統

高照顧負荷家庭能
獲得社會資源，降
低照顧負荷

結合公私部門提供家
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
務，協助照顧者回歸
正常生活品質

展望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服務+創新服務方案】

除既有服務專案持續推行外
於資訊管理上，CMS系統資訊介接提高照顧者個
案發掘；並針對長期照顧組織內提供家照服務培
育宣導
於男性家照者強化面，透過舉辦男性焦點團體
，蒐集男性參與率偏低之因素；另持續增設支持
性團體，期以提高男性參與率。
拓展並發掘可能高風險個案
(設計里長包資訊提供/多元管道發掘/巡迴活動)



簡報結束
謝謝大家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年度跨局處性平議題



議題一

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
友善措施(衛生局主責)

示範醫院：所屬市立聯合醫院
參與局處:環保局、民政局



計畫依據

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
組」之「推動性別友善就與照顧環境」及「消
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性別
目標。

二、醫療法第28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



問題說明

一、102年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不再將

跨性別同志視為性別認同疾患，而將其正名為性別不安

，並正視其中的多元性。

二、103年美國研究顯示，56%的同志病患和70%的跨性別

病患曾面臨醫療歧視。



問題說明
 依據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109年「跨性別人權現況問卷

調查」統計，55.41%跨性別者曾有「不敢去上廁所」經

驗，另有 24.32 %「延遲或不願就醫」。

 傳統二元性別分立的廁所包容度不足，無法提供良好的如

廁空間，造成跨性別者視上廁所為畏途的處境。又跨性別

者就醫，醫護人員大多依名字或身分證件判斷性別及稱謂

來呼叫就診，當跨性別者回應時，醫護人員可能質疑，在

出示證件時即形同揭露身分、不免擔憂會遭到異樣的對待

及刁難。



問題說明
三、鑑於多元性別者就醫經歷可能遭受汙名或歧視，受到

不平等的待遇、被騷擾或不尊重等因素，醫療人員缺

乏對多元性別者的健康問題的知識及教育，醫療平等

權被弱化。

為營造多元性別友善就醫環境，有賴於醫療人員對性

別議題的高敏感度與同理心，以減少多元性別族群的

就醫障礙、增加其醫療可近性，尊重不同性別者的就

醫權益，建立良好醫(護)病關係。



計畫目標
一、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者自主權，以維護醫療

權益。

二、藉由辦理醫事人員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提高醫事人

員對多元性別者的認識、尊重與敏感度。

三、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可提供多元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

使用者具隱私、安心、舒適的如廁環境。



112年執行策略

結合年度醫院督

導考核作業 擇定新北市立聯

合醫院為示範醫

院，推動多元性

別友善就醫環境

宣導

透過廣告機播送

及性別主題專區



112年合作與分工

衛生局

• 結合年度醫院

督導考核作業

• 透過專家委員

進行53家醫院

輔導訪查，就

醫院缺失給予

改善建議

新北市立
聯合醫院

• 辦理性別平等相

關教育訓練5場次

• 推動多元性別友

善措施

• 維護就醫隱私

• 製作宣傳教育影

片，於診間宣導

• 設置性別友善廁

所1間

環保局

• 新北市性別友

善廁所標章推

廣

民政局

• 透過直立式廣
告機播送宣導



112年辦理情形(1-2月)
執行成果

衛生局
調查醫院督導考核項目、方式及各專業領域

委員名單

新北市立
聯合醫院

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規劃中

環保局 持續推廣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標章



議題二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

(衛生局主責)

參與局處:
教育局、民政局、警察局、觀旅局、青年局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計畫依據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計畫─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

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條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問題說明

• 截至111年底，本市HIV感染個案累計有9,884人，
男性96%，女性4%，以不安全性行為為主要危險
因子(88.7%)。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計畫目標

1. 強化易感族群、校園學生乃至一般民眾愛滋病及
其他性病防治相關知能，進而降低愛滋病傳播的
風險。

2. 藉由各種活動與場域宣導正確愛滋知識，減少大
眾對於愛滋個案的歧視，並促進多元性別健康。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112年執行策略

• 針對本市學生、易感族群與公告篩檢對象乃至一般民眾進行相關知識
衛教宣導

1. 實體講座或現場宣導
– 公私立國中七年級與高中職一年級入班宣導
– 大專院校愛滋講座
– 性福巴士校園巡迴擺攤宣導
– 區公所役男抽籤會場宣導
– 毒品危害防治講習愛滋宣導

2. 靜態宣導
– 飯店提供男性用或女性用保險套和宣導單張給民眾取用
– 民眾聚集地提供宣導單張/海報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112年合作與分工

計畫名稱 規劃重點 預期效應

推動多元性別平等之愛
滋衛教宣導計畫(衛生
局)

針對各年齡層民眾與易
感族群，於各種活動場
域進行衛教宣導。

藉由推行衛教宣導相關
知識減低感染風險與達
到消除歧視的目的。

新北市111學年度辦理
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教育局)

督導本市轄下學校配合
進行入班衛教宣導。

公私立國中七年級、高
中職一年級學生接受愛
滋衛教宣導。

配合衛生局協助宣導計
畫(民政局)

偕同各區公所及衛生所
辦理役男衛教宣導。

對於役男進行衛教。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112年合作與分工

計畫名稱 規劃重點 預期效應

愛滋高風險族群通報機
制(警察局)

各分局與派出所查獲性
工作者、毒品使用者等
風險對象落實篩檢及衛
教宣導。

重點針對易感族群進行
衛教與篩檢。

配合愛滋衛教旅宿宣導
計畫(觀旅局)

輔導飯店提供保險套或
衛教宣導單張。

培養一般民眾建立安全
性行為的習慣。

青年幸福不性浮愛滋宣
導計畫(青年局)

於青年社團辦理活動時
與衛生局合作進行愛滋
相關宣導。

針對青年族群進行愛滋
衛教宣導。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112年辦理情形(1-2月)

• 實體講座/現場宣導
– 持續辦理111學年度國高中職愛滋防治入班宣導
– 區公所役男抽籤會場宣導
– 本局心衛科自辦毒品危害防治講習由本科同仁進行愛滋衛教
與篩檢

– 警局同仁協助通知本局合作廠商針對查獲之易感族群進行愛
滋篩檢及衛教

• 靜態宣導
– 本局發文寄送宣導單張，提供民政局及觀旅局發放



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議題
-112年執行成果(1-2月)

• 國高中職入班宣導：共宣導56場，1,468人次

• 區公所役男抽籤衛教至少約16場，2,841人次

• 毒品危害防治講習：共約14場，61人次

• 警方查獲：約263人次



簡報結束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