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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六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 次會議議程表 

 

時間：110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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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二、 報告案：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二) 新核定「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三) 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11年度行

事曆 

三、 專案報告：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110年跨局處推動

性平工作(1-8月)成果報告 

四、 討論提案：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111年跨局處推動

性平工作計畫規劃 

 

11：25~12：00 臨時動議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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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六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次會議議程 

壹、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貳、地點：本局 203 會議室。 

参、主席：高副局長淑真。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確認本組民間召集人【委員簡介請參閱附件 1，P8】。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附件 2，P10-19】。 

柒、報告案： 

 

報告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詳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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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新北市

性別平等政策

方針辦理情形

－許委員秀雯

建議第 52頁

醫院督考計畫

-輔導查核性

別指標請醫事

科評估是否可

以加入跨性別

者。 

有關許委員秀雯建議委託(伴

侶盟)或相關團體提供跨性別

者就醫指引(Guildline)或作

業原則，以漸進式之教育訓

練，繼續教育醫療端人員，

改善因落入性別二元化框架

造成性別錯稱等情境，以規

劃、建議、教育訓練、評

估、督考等階段性評估推廣

成果，也可緩和直接採用醫

院督考之困境。教育訓練模

式不只是單純上課，更強調

互動，應根據業務內容結合

性平觀點，以達到內部觀念

改變，建議以雙向式互動與

回饋方式，並落實到醫療實

務工作現場的各項軟硬體，

以達到深化的改變。 

醫 

管 

科 

1. 本案訂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及 10

月 22 日由本局及新北市立聯合醫

院共同辦理「110 年度醫療品質暨

病人安全教育研討會(視訊課

程)」，邀請許委員秀雯針對本市

醫療人員進行 4場次「性別平

等、跨性別等議題」教育訓練，

採漸進式引導醫事人員瞭解，以

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 

2.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

治，為維護醫院防疫工作持續進

行，將視疫情情況後續擇定示範

醫院或特定科別試辦等，採漸進

式推廣。 

110

年 10

月 15

日及

10 月

22 日 

繼續

列管 

2 

有關上次會議

紀錄(附件 2，

P17)，李萍委

員提到跨局處

議題一新北女

性健康議題的

統計現況、後

續健康管理、

請提供新北女性在癌症(例:

乳癌)、骨質疏鬆症等重要健

康議題的統計現況、後續健

康管理、建議和宣導，例如:

思考在目前疫情期間如何 E 化

諮詢,有無 Q&A 可提供中高齡婦

女自主健康學習，讓她們知道

如何自我保健、自主學習，思

考社區化、在地性以及可近性

健 

管 

科 

1. 統計執行成果： 

(1) 子宮頸癌篩檢: 110 年 1-9 月服

務 23 萬 8,967 人，陽案追蹤率

88.4%，篩檢涵蓋率 19%。109 年

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每十

萬人口死亡率 4.6 人低於全國的

5.6 人。 

(2) 乳癌篩檢服務: 110 年 1-9 月服

務 11 萬 5,534 人，陽案追蹤率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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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和宣導 的策略。 86.7%。篩檢涵蓋率 32%。109 年

女性乳房癌每十萬人口死亡率

22.3 人與全國相同。 

2. 篩檢陽性個案後續追蹤管理： 

針對篩檢陽性個案，建立衛生所與

確診醫療院所合作單一窗口，簡化

民眾就醫流程。並於提供專人及偏

鄉轉診接駁專車服務，協助代為掛

號及接送民眾至醫療機構就診，提

高篩檢陽性個案轉介便利性。 

3. 癌症篩檢推廣策略 

(1) 將篩檢服務邀約重點放置於「健

康檢查」而非「癌症篩檢」，以

輕鬆幽默的影片、衛教圖文，於

臉書、捷運燈箱、電視廣告進行

推播，降低民眾對篩檢的恐慌及

排斥度。 

(2) 連結跨局處單位並與癌症臨床研

究發展基金會合作，於本市新月

橋點亮粉紅燈光，呼籲民眾對婦

癌防治議題的重視。 

(3) 以組織性篩檢概念，將篩檢服務

帶入社區，並鼓勵企業將癌症篩

檢納入員工體檢項目，提升民眾

篩檢便利性。 

3 

健康、醫療與

照顧組 110 年

跨局處推動性

平工作計畫 

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修正提

供給衛生局彙整，俟會後彙

整110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

計畫情形後，召集跨局處研

商會議，並依期程持續推

動。 

各 

參 

與 

單 

位 

1. 因五月份疫情爆發，有關跨局處

研商會議並未召開；依各局處提

供資料彙整結果(109 年 11 月-

110 年 8 月底)，使用優惠之人次

及男女比，均因疫情影響(110 年

1 月起至 8 月止)，活動執行成效

有限。 

2. 惟於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

服務使用」部分，109 年與 110

年(1-8 月)受益人數相比成長 146

人(例簡報二)。 

3. 將視疫情情況趨緩，再繼續推行

計畫，並同時考慮計畫之續行或

更新議題。 

預計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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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於 110 年 8 月 27 日修正頒布。【參閱附

件 3-4，P20-29】。 

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修正建議對照表 

本組建議修正 新修正規定 是否參採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

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

及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

管理知能。 

Ｏ 

3.對經濟、文化、區域、族群發展等不

利條件下之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

老人、女性、原住民、新移民、多元性

傾向及性別認同者等，必須定期諮詢與

結合民間團體，以瞭解其健康醫療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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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4.擴大性別友善醫療及照顧服務之獎勵

機制，對象包含醫院、衛生局所、照顧

與養護機構、社區、部落、職場與校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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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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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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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 

9.宣導正確、健康的體適能觀念，避免

美貌迷思與過渡醫療化行為。 

10、宣導正確的身體自主意識、

健康的體適能觀念，避免美貌迷

思與過度醫療化行為。 

Ｘ 

 

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修正建議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是否參採 

3.推動友善孕婦育兒措施，提高生養育

子女意願。 

3.推動友善育兒措施，提高生養

育子女意願。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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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三：「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1 年度行事曆」【參閱附件 5，P30-

33】。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 年 10 月 1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1875952 號函。 

二、 為促進本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相關行政流程悉依本府性別平

等委員會 111 年度會議行事曆辦理，性平小組 111 年 2 次會議期程各在

3月和 10月。 

 

捌、專案報告：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1-8 月)成果報告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參閱附件 6，P34-43】，請心衛科簡報。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參閱附件 7-10，P44-54】，高長科

簡報。 

 

玖、討論提案：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1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規劃，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 屆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決議，每年

度由分工小組自行研提次年 2~3 項性平重點工作，由局處共同推動，滾

動式檢討成效，完成後即可除管。 

二、 本案前於本年 9 月 15 日通報各相關局處討論 111 年度 2-3 項跨局處性

平議題或就原議題繼續列管，均無意見(附件 11，P55)，經彙整建議就

原議題繼續深化推展。 

三、 又依據本年 10 月 4 日下半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會前會議決議

(附件 12，P56)，建議各分工小組針對 111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可參酌性

平會秘書單位提供之規劃議題，針對目前進行中的議題進行階段性的深

化，並說明跨年度計畫間的差異性；若分工小組發展新的跨局處性平議

題，可透過整體性規劃 3-5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使參與局處可透過每年

設定的目標逐步推動，以達成跨局處計畫之目的。 

四、 本組跨局處議題自 109 年 3 月 18 日執行迄今約兩年，惟 110 年度因

COVID-19 疫情影響，自 110 年 5 月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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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計畫內性平措施大多無法執行，除建議延續原議題外，擬規劃跨局

處合作之數位課程，以及延伸原議題之面向，如:營養主題、男性家照

者支援系統與喘息服務及男性照顧者課程…等，並依照原蒐集的資料、

可能面臨的狀況及成果，彈性、滾動性檢討修訂 111 年計畫。 

五、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於 111 年就原議題繼續列管。 

決  議：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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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平會第 6屆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外聘委員簡介 

序
號 

職銜 姓名 
性
別 

服務單位/職稱 擔任本府性平會職務 
擔任行政院性
平會委員 

備註 

1 委員 王兆慶 男 彭婉如文教基金
會副執行長 

1.新北市性別平等
委員會委員(第六
屆)(就業、經濟
與福利組、人
口、婚姻與家庭
組及健康、醫療
與照顧組) 

2.本局第 3屆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委
員 

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第四
屆(任期:107
年 7月 1日
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民
間委員。 

  

2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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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第六
屆)(人口、婚姻與
家庭組及健康、醫
療與照顧組) 

    

3 委員 許秀雯 女 
社團法人台灣伴
侶權益推動聯盟
理事 

新北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第六
屆)(人口、婚姻與
家庭組、教育、文
化與媒體組與家庭
組及健康、醫療與
照顧組) 

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第四
屆(任期:107
年 7月 1日
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民
間委員。 

  

4 委員 王如玄 女 

常青國際法律事
務所顧問律師 
現代婦女基金會
董事 

新北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第六
屆)(文化與媒體組
與家庭組及健康、
醫療與照顧組) 

    

5 委員 李萍 女 

中華民國基督教
女青年會協會秘
書長(110.1.31
前) 
婦女權益與永續
發展聯盟理事長
(110.2.1 起) 

新北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第六
屆)(就業、經濟與
福利組及健康、醫
療與照顧組)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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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北市政府第六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局 203 會議室。 

參、 主席：王如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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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介紹委員並推選本組民間召集人【委員簡介請參閱附件 1，P10-12】：

在場委員共同推選陳保仁委員，惟因本次會議陳保仁委員並未出席，

擬於會後再與陳保仁委員確認，本次暫由王如玄委員主持。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2，P13-19】：同意備查。 

柒、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共計 5案。 

（一） 第 1 案「許委員秀雯建議本組工作重點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

醫院督考計畫-輔導查核性別指標附表請醫事科評估是否可以加入跨

性別者部分」，有關許委員秀雯建議委託(伴侶盟)或相關團體提供跨

性別者就醫指引(Guildline)或作業原則，以漸進式之教育訓練，繼

續教育醫療端人員，改善因落入性別二元化框架造成性別錯稱等情

境：今(110)年目標教育訓練繼續列管，並建議後續辦理之教育訓練

採互動式上課模式。 

（二） 第 2案至第 5案均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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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新

有關許委員秀雯建議委託

(伴侶盟)或相關團體提供

跨 性 別 者 就 醫 指 引

(Guildline)或作業原則，

醫管
科 

1. 本案已於 110 年 1 月 29 日
邀請許委員秀雯蒞局針對
「認識跨性別權益」進行
專題演講，當日本局及所
屬總共調訓 115 人(女:95

預計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

繼續

列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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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性別

平等政策

方針辦理

情形」許

委員秀雯

建議本組

工作重點

營造性別

友善的醫

療環境-

醫院督考

計畫-輔

導查核性

別指標附

表請醫事

科評估是

否可以加

入跨性別

者部分。 

以漸進式之教育訓練，繼

續教育醫療端人員，改善

因落入性別二元化框架造

成性別錯稱等情境，以規

劃、建議、教育訓練、評

估、督考等階段性評估推

廣成果，也可緩和直接採

用醫院督考之困境。 

人男:20 人)，由陳專門委
員玉澤主持介紹，並於會
後邀集醫管科、新北市立
聯合醫院代表與許委員秀
雯交流意見，針對醫事人
員臨床實務面執行之困難
處與就醫民眾認知之差異
性相互交流討論。 

2. 針對多元性別及同性伴侶
就醫等議題，本局所屬新
北市立聯合醫院業於 110
年 2 月 26 日下午 3 時辦理
院內在職教育訓練，採漸
進式引導院內人員瞭解，
共計 159 位參加，後續規
劃每年邀請性平專家針對
本市醫療人員辦理 2 場次
繼續教育訓練，以營造性
別友善的醫療環境。 

完成 

2 

有關王委

員兆慶提

出為促進

家庭育兒

分工性別

平等，請

說明現有

之公共資

源，如何

推動孕、

產前與產

後衛生保

健之諮詢

與教育，

以及如何

強化男性

父職參與

資料移送

人口、婚

姻與家庭

組，建議

該組解除

列管。 

1.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第五
屆第 4 次會議決議【請
參閱附件 3，P21-34】
略以：「有關衛生局主
責之與相關醫學會合
作，試辦雙親教室爸爸
篇以試成效請衛生局依
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2. 陳委員保仁建議：有關
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試
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以
試成效部分，媽媽教室
或雙親教室本來就是要
辦，只是我們應該在題
目中把爸爸的角色加進
去，加強爸爸的參與，
雖然各局處辦理的參與
率人數不錯，但是主題
性看不到爸爸為主的活
動。其實只要與周產期
或助產士醫學會這 2 個
學會合作，請他們在學
會中討論如何加強男性
在生產、親職教育所要
扮演的角色，就會有不
錯的成效。另外就所知
國健署已在籌劃爸爸手
冊。 

健管
科 

1.本組業於 109 年 11 月 6 日

邀集相關局處(社會局、文

化局、教育局、民政局及新

聞局等機關)召開 109 年跨

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

議，就育兒議題（包含男性

親職參與育兒等）依孕前、

產前、產後三部分規劃，並

更新及補充資料。本局已請

各醫療院所舉辦親子教室及

新手父母相關活動，並由本

市聯合醫院規劃完成以爸爸

為主題之親子教室，將持續

納入親子課程主題辦理。 

2.針對臨時動議提案「有關樂

寶兒婦幼診所辦理的超級奶

爸訓練營案」，110 年度將

結合醫療院所及產後護理機

構(即坐月子中心)，辦理親

子教室及支持團體等育兒衛

教相關宣傳活動，推廣男性

參與照顧議題【請參閱附件

4，P35-46】。 

3.本案已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

第 5 屆第 4 次性平大會以專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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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報告完竣，由人口婚姻與

家庭組列管，後續應由該組

追蹤。 

3 

健康、醫

療與照顧

組 109 年

跨局處推

動性平工

作(1-8

月)成果

報告。 

本案審議通過，會後將資

料提報社會局；並參採民

間召集人祝委員春紅的建

議研究將相關資料採數位

化線上處理，可普及更多

人。另疫情期間相關資訊

如已作數位處理，亦應該

放到成果作論述，未來將

持續修正進行。 

心衛
科 
高長
科 

1. 業於 109 年 11 月 6 日邀集
相關局處召開 109 年跨局
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
議，今年度受疫情影響，
課程開課數不如原先預
期，就委員建議考慮線上
課程之可能性部分，經衛
生局內部討論，原則上評
估可能以活動側錄方式或
線上課程模式進行【請參
閱附件 5，P47-52】。 

2. 【心衛科補充】議題一:中
高齡婦女健康管理，針對
委員建議課程提供數位教
材一案，考量運動課程之
安全性、烹飪課程之食材
實作等因素，並鼓勵中高
齡族群走出戶外促進人際
交流，爰課程規劃以實體
課程，110 年同步試辦主題
影片，請各局處於原通路
轉發。 

3. 【高長科補充】議題二:照
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已
加入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
電話關懷及電話心理協
談，及文化局提供數位博
物館，讓家庭照顧者在家
就能透過網路參觀博物
館，仿佛身歷其境，享受
文化洗禮。，希望在疫情
影響下，照顧者也能得到
喘息服務。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4 

健康、醫

療與照顧

組 110 年

跨局處推

動性平工

作計畫，

提 請 審

議。 

本案審議通過，並依期程

持續推動；因議題有深耕

之必要，將於 110 年續

推，以 109 年成果做檢討

並納入民間召集人祝委員

春紅之建議數位化線上處

理作為計畫延伸；另計劃

書中相關 KPI 值將於 110

年推行前召開跨局處會前

會議討論議定。 

心衛
科 
高長
科 

本案已於 109 年 11 月 6 日邀

集相關局處(社會、教育、勞

工、新聞、觀旅、文化、經發

及民政等局)召開健康、醫療

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

題工作圈討論會議，有關 110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

已整合各局處資源並明確標註

各局處工作目標。109 年度受

疫情影響，課程開課數不如原

先預期，爰就委員建議考慮線

上課程之可能性部分，經衛生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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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第 1 案繼續列管，其餘 4 案均解除列管，教育訓練模式不只是單純上課，更強調

互動，應該根據業務內容，結合性平觀點，最後達到內部觀念改變，亦即從以

往單向式的上課改變為雙向式互動與回饋，最後落實到醫療實務工作現場的各

項軟硬體，以達到深化的改變。 

 

局內部討論，原則上評估可能

以活動側錄方式或線上課程模

式進行。【請參閱附件 5，

P47-52 及附件 7，P55-68】。 

【心衛科補充】110 年實體課

程預計與社會局合作 20 場

次、教育局合作 14 場次、勞

工局合作 10 場次，較 109 年

執行成果(社會局 20 場次、教

育局 3 場次、勞工局 4 場次)

增加 17 場次。 

5 

研提「新

北市性別

平等政策

方針」修

正意見，

提請審

議。 

參採各委員及衛生局的意

見，除第 4、第 9 項再修

正外，其餘部分均照案審

查通過，請幕僚單位於會

後提送本府性平會審議。

修正內容各為： 

一、 第 4 項：「擴大性別

友善醫療及照顧服務

之獎勵機制，並提供

工作人員，友善工作

環境，及尊重不同性

別者的就醫及照顧權

益，對象包含醫院、

衛生局所、照顧與養

護 機 構 、社區、部

落 、 職 場 與 校 園

等」。 

二、 第 9 項：「宣導正確

的身體自主意識、健

康的體適能觀念，避

免美貌迷思與過度醫

療化行為。」 

幕僚 
單位 

已參採委員建議調修第 4、第

9項，並於 109 年 11 月 13 日

提送本府性平會審議【請參閱

附件 6，P53-54】。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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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討論案 

案由一：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1-12 月)成果報告，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7990 號函頒

布之行事曆辦理。 

二、 本分工小組 109 年跨局處議題有 2大議題。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請參閱附件 7，P55-68】。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8，P69-76】。 

三、 請心衛科及高長科簡報，並請健管科補充。 

四、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建議延續 109 年議題並依據第五

屆第 3 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事項第五點略以，整合健康實務上如何改善

現況，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劃一年度的計畫，再依照

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可能面臨的狀況及成果再升級規劃次年度的計

畫，滾動性檢討修訂計畫。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請參閱附件 9，P77-80】。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10，P81-84】。 

二、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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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修正提供給衛生局彙整，俟會後彙整 110 年跨局

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情形後，召集跨局處研商會議，並依期程持續推

動。 

案由三：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辦理情形，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北市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7990 號函頒布

之行事曆辦理【請參閱附件 11，P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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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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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項工作計畫，本案已彙整相關局處 109 年之辦理情形。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同意備查。【請參閱附件 12，P89-90】及【附件

13，P91-114】。 

決  議：有關各局處提供的資料均已經在各該局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充分討

論，爰本案同意備查。 

玖、 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上午 11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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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委員發言及局處補充說明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許秀雯委員： 

第 1案最初的提案是希望在醫院的督考項目納入有關跨性別的指標，惟經

同仁反映直接作法可能造醫院端較大壓力，確實對於跨性別病患的認識或

議題的瞭解需要比較漸進式的知能提升，甚至是比較深入的工作坊來進行

軟硬體相關的整體規劃。後續不只是發展 Guildline 而已，可能是藉由我

們去凝聚共識，做出融入醫療體系的 Guildline、系統性的醫療對待、醫

院設施，並不只是性別的錯稱而已。 

 

【討論案－案由一及案由二】 

王如玄委員： 

一、 議題一部分： 

（一） 各局處所提方案名稱必須能觀察出與健康的關聯，例：教育局

提報方案名稱中高齡民眾成長團體，可看出教育局辦理中高齡婦女

成長課程，但無法得知課程內容與婦女健康相關，請各局處以本組

議題為主軸，重新設想方案名稱。 

（二） 勞工局的方案 109 及 110 年均是搭配工作平等宣導團，請勞工

局考慮開發或擴展對象，例：新北市員工較多的上市(櫃)公司、員

工本身有職福會組織、有動機參加對自己有幫助的團體或由政府出

資請新北市(婦女)工會辦理教育訓練，以期打破原有場次，繼續深

耕。 

二、 議題二部分： 

109 年執行策略觀旅局採盤點旅宿、文化局盤點講座等，至 110 年

是否能立基在 109 年的盤點成果，有新的方法策略，必須要能看的

見之前盤點的執行成果，爰請再重新規劃。 

三、 本組兩個議題歷經 109 年的執行基礎，在今(110)年應該要更符合期

待，因此要作一些修正，包括：各局處的方案名稱、方案內容的連

貫、深化、優惠與方案的內容和宣傳、110 年的評估指標(包括人次、

使用狀況)，請各局處依決議事項修正後提供給衛生局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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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委員： 

一、 提到 Women talk 是否更正為 Women’s talk，人次場次數據之提供及

110 年執行成果評估的指標請各局處補充說明。 

二、 請提供新北女性在癌症(例:乳癌)、骨質疏鬆症等重要健康議題的統計

現況、後續健康管理、建議和宣導例如：思考在目前疫情期間如何 E

化諮詢，有無 Q&A 可提供中高齡婦女自主健康學習，讓她們知道如

何自我保健、自主學習，思考更社區化、在地性以及可近性的策略。 

【局處補充】 

衛生局：針對整個議題的面向、數據人次將再作補充，也將與各局處討論強化

課程內容、講師群，例如針對超熟女再進化訂定一些識能標準、核心

目標，期待被知道的健康管理。【補充說明：經查新北市政府第五屆

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1 次會議(召開日期：

108 年 3 月 12 日) 有關「Women Talk 健康講堂」當初的立意是想蒐集女

性市民對健康的建議、對話或討論，重點是主題定義以女性為主體政策目

標。】 

有關觀旅局、文化局及經發局的資源或優惠活動資訊均已提供在本局

網頁，並提供 QR CODE。 

在目前婦女癌症篩檢上，我們是配合國健署，針對乳癌篩檢及子宮頸

癌篩檢一直都是有在宣傳的，謝謝李萍委員的建議，下次會把相關數

據還有跟這些議題結合的場次在下次資料呈現。 

勞工局：在職場上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是搭配工作平等宣導團，工作平等宣導

團原本就有要求一個場次必須有 20 人報名參與，才能開這個課程。

基於這樣的條件，原本就已針對轄內較大型的事業單位進行推廣，為

考量課程屬性為中高齡婦女，爰係以事業單位自行評估其內部需求而

報名參與。至於委員提到可納入職福會及工會的部分，未來將參採研

議納入推廣。 

觀旅局：目前提供的優惠方案是深澳旅遊自行車的優先訂票權，是針對家庭照

顧者特別的專案；至於盤點的部分，已於 109 年盤點景點資訊提供衛

生局；至於旅宿業者因受疫情影響已告知衛生局不納入旅宿業，惟因

主席表達受疫情影響是否更可以提供優惠活動活絡業者生意，爰將再

次盤點旅宿業者提供優惠活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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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照協會：建議上述相關優惠資訊管道應再普及。個人從事照顧者服務 20 年

經驗裡，照顧者約 80%為女性，女性中又約 7 成為中高齡，重視中

高齡婦女健康是很重要議題，希望照顧者可以重視自己，別因為照

顧家人而忽略自己的需求，常常是在結束照顧之後才有空正視自己

的病痛。所以協會本身也常辦理許多活動來宣導照顧者重視自己的

需求，不管是生理心理。針對議題一的分享，想建議各局處應該分

工進行，有宣導、活動課程、鼓勵措施等分階段、面向進行，而不

是全部都在辦課程或活動，容易流於形式，效果、受益均有限。另

外議題二是很適合跨局處合作的議題。照顧者很需要替代照顧，某

些家庭有此支持系統，但更多為無，因此辦理活動時，建議多替家

庭照顧者設想，提供他們喘息服務。 

針對提供給照顧者優惠或資源，建議可提供多元管道，非僅只是網

路(站)，或許現在因為少紙化，較少提供紙本，但還是要多設想如

何做才能讓照顧者知道，特別照顧者之中有許多是老老照顧，對網

路不熟悉。 

【討論案－案由三】 

許秀雯委員： 

建議在方針或政策的思考上，有時需要一些參照點作為 input。例如

聯合國的婦女發展署(UN Women)針對婦女的健康有許多既有的政策方

針，是否可能選擇一些 policy 翻譯或參考，例如 covid-19 就陸陸續

續發表許多不同的參考資料，也有很多相關的研究；或許會耗費額外

的能量，不過如果要在政策思考有一些突破，還是需要從比較大的視

野去吸收新知，才可能開展新途徑。 

 

王如玄委員： 

這部分建議將研究案請專家學者把國際相關資料全部收集作

organize，或在我們性平專案小組邀請懂得衛生相關議題又具備性平

概念的專家，或找到適當的人去幫忙盤點目前中央的措施了解需要關

照的議題；將收集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透過參照國際經驗或中央政

府資訊，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相關視野，這部分建議將來可以在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慢慢去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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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新北市政府105年6月14日新北府社區字第1051107508號函頒 

新北市政府107年1月23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70131711號函修正 

新北市政府107年7月1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71356454號函修正 

新北市政府110年8月2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101619241號函修正 

壹、社會參與 

一、性別目標 

（一）提升不同性別參與決策之影響力 

（二）促進婦女社會參與 

二、工作重點 

（一）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1、辦理中高階文官訓練課程，逐年提高女性擔任主管之比例。【人事處】 

2、具體落實各委員會、公營事業單位及政府財團法人機構等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

三分之一之原則，並以提升至40%為目標；逐步增加相關委員會服務目標群的代表

性。【人事處、農業局、文化局、勞工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原住民族

行政局、社會局】 

3、提升女性參與農會、漁會、工會及工商團體等團體之決策參與機會，並訂定相關指標

納入評鑑或其他具體獎/鼓勵措施，增加女性進入決策階層之比例。【農業局、勞工

局、社會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4、提高社區公共事務女性參與決策之比例。【民政局、經濟發展局、社會局】 

（二）培力女力 

5、培力女性在社區、組織、原住民部落及宗教團體等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民政局、

文化局、社會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局】 

6、增能婦女團體辦理女力培力計畫，提升參與決策機會及倡議能力。【文化局、客家事

務局、社會局、農業局】 

7、增進婦女及性別團體之國際接軌能力及機會，鼓勵進行國際交流。【原住民族行政

局、客家事務局、社會局】 

貳、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性別目標 

（一）提升女性經濟力 

（二）強化婦女就業與福利支持、自立增能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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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重點 

（一）促進女性就業參與、提升婦女職能發展 

1、整合就業輔導及社會福利資源一站式服務窗口，提供女性就業諮詢、職業訓練、求職

服務與福利措施整合性服務，維繫婚育女性持續留任職場。【勞工局、社會局、原住

民族行政局】 

2、強化弱勢婦女促進就業措施，包含原住民、新住民、青少女、受暴婦女、身障者、農

村女性及偏鄉地區女性，配合不同族群屬性需求，協助其適性就業。【勞工局、社會

局、教育局、原住民族行政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 

3、推動中高齡女性再就業，辦理不同職能訓練再提升措施。【勞工局】 

4、培力企業中高階女性主管人才，提升女性職場領導力。【經發局】 

5、消除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開拓女性就業領域，並開設女性培訓專班或非傳統領域適性

課程，鼓勵性別比例懸殊職業縮小性別差異，減少職業性別隔離。【勞工局】 

（二）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6、強化企業、事業單位設置或提供托兒設施，並訂定相關指標納入評鑑或其他具體獎/

鼓勵措施，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方案。【勞工局、經濟發展局】 

7、鼓勵企業進用二度就業婦女，並提供友善家庭政策，以保障員工免因家庭照顧因素而

退出職場。【勞工局】 

（三）提供女性友善創業育成環境 

8、建構女性友善創業育成環境，並擬定具體獎/鼓勵措施保障女性取得創業資源與市場

行銷機會，建置女性創業家交流平台。【經濟發展局】 

9、加強輔導申請微型創業貸款方案，透過諮詢、診斷、陪伴式輔導等輔導措施，提升女

性創業實踐力。【勞工局】 

參、人口、婚姻與家庭 

一、性別目標 

（一）破除性別歧視，致力達成家庭中的性別平權 

（二）正視多元化家庭型態，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機制 

（三）促進同性伴侶權益，消除性別歧視 

二、工作重點 

（一）落實具有性別意識的人口與家庭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進行性別統計，作為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

措施、方案、計畫等之依據。【原住民族行政局、客家事務局、民政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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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具有性別意識的生育保健計畫，並符合多元族群與不同樣態家庭之需求。【衛生

局、社會局】 

3、推動友善育兒措施，提高生養育子女意願。【衛生局、社會局】 

（二）正視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機制 

4、推動多元供給的托育政策、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系統及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措施，減緩

家庭照顧責任。【教育局、社會局、文化局、原住民族行政局、衛生局、勞工局】 

5、正視家庭與社會多元化發展之現況與趨勢，依據性別分析結果，強化非傳統家庭型態

及全齡高風險家庭福利與權益保障措施，以落實性別人權。【民政局、社會局、衛生

局】 

6、辦理新住民、原住民家庭成員支持性服務措施，並加強多元文化認知宣導，以提升其

家庭關係。【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三）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 

7、鼓勵家庭成員家務共享及照顧分工，訂定具體獎勵措施鼓勵男性參與家務或育兒照

顧，促進性別家務共享與照顧責任衡平。【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原住

民族行政局、衛生局】 

8、對於財產繼承權、子女權利義務行使之人及子女姓氏之選擇，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

導，以及提供登記服務性別友善措施。【地政局、民政局、社會局、教育局、文化

局、法制局】 

肆、教育、文化與媒體 

一、性別目標 

（一）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二）建構無性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 

（三）推動符合性別友善的媒體自律 

二、工作重點 

（一）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1、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包括建立檢討、督導與管考機制。【教育局】 

2、重視身心障礙女孩、懷孕學生、年輕母親、農村女孩、偏鄉地區女孩就學權益，研擬

自主性及具可近性之就學與復學方案。【教育局】 

3、培力年輕女性領導力，鼓勵女童培養STEM領域素養，參與STEM領域學科課程，翻轉性

別刻板印象。【教育局、社會局、研考會】 

4、辦理具性別平等意識的社會教育。【教育局、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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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視女孩運動權益，研擬女孩及女學生健康體能促進計畫，推廣女孩健康體位觀點。

【教育局、衛生局】 

（二）促進女性在文化習俗中的主體性和可見性 

6、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念，例如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節習俗等範疇

中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部分，並訂定具體獎勵措施，以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性別文

化。【民政局、教育局、文化局、原住民族行政局、客家事務局】 

7、積極蒐集女性史料與建立數位資料庫，並培植女性文化人才及協助其作品公開展演。

【文化局】 

8、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從業者的性別平等意識培力，提升女性文化創意產業人員之比例。

【文化局、觀光旅遊局】 

（三）推動媒體落實性別平等工作 

9、檢視、輔導媒體或規劃製作具性別友善精神的廣電節目及平面專題報導。【文化局、

新聞局】 

10、透過多元管道宣導，提升本市媒體從業人員之性別意識，以促進媒體自律。【新聞

局】 

伍、人身安全與環境 

一、性別目標 

（一）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 

（二）建構安全的生活空間與環境 

二、工作重點 

（一）積極防制性別暴力行為 

1、藉由社會宣導與繼續教育，深入社區鄰里，提升民眾對於性別暴力與創傷反應的認

知，降低性別暴力迷思，並促進民眾參與規劃及推動社區防暴活動。【警察局、家防

中心、教育局、衛生局、勞工局、新聞局、移民署新北專勤隊】 

2、強化數位性別暴力防制與補救措施，製作案例及宣導媒材，提升民眾對於數位性別暴

力認知。【教育局、警察局、家防中心、新聞局】 

3、建構校園安全網絡，積極防治身心障礙者和多元性別者之學生免於校園性騷擾、性侵

害和性霸凌案件等校園性暴力之侵害。【教育局、警察局、家防中心】 

4、以暴力與創傷知情為導向，建構積極回應的防治網絡服務模式，預防與處理性別暴力

案件，並建立工作成效評估系統，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益。【家防中心、民政局、教育

局、警察局、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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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擴充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加害人／相對人處遇服務資源，推動多元處遇服務模

式，並且提供可近性需求服務。【警察局、家防中心、教育局、衛生局、勞工局】 

（二）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保障不同性別及多元團體參與機制 

6、保障不同性別參與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研擬符合包含身心障礙女性與高齡女性等不同

性別需求的在地化防災策略。【社會局、農業局、水利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 

7、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包括各項基礎建設及大眾運輸工具等之便利性、友善性與

安全性，並注意不同性別、年齡、身心障礙者及區域等需求。【城鄉發展局、工務

局、交通局、警察局、消防局、水利局、觀光旅遊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法制

局、社會局、衛生局、秘書處】 

8、推動環境與交通之公民參與和審議機制，並保障不同性別及多元團體之參與，確保相

關資訊公開透明。【城鄉發展局、工務局、水利局、環境保護局、交通局、地政局、

捷運工程局、文化局】 

9、培養在地環境、能源、科技、交通領域性別專業人才，並舉辦相關座談會，以建立在

地研究成果資料庫。【環境保護局、交通局】 

陸、健康、醫療與照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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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重點 

（一）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與醫療諮詢服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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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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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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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行政局】 

（二）推動性別友善照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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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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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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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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立家庭支持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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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動具性別敏感度之各類健康宣導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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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規劃不同地區、族群、性別、年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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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宣導正確的身體自主意識、健康的體適能觀念，避免美貌迷思與過度醫療化行為。

【衛生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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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本 組 修 正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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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依據不同地區、族

群、性別、年齡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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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

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提

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

能。【衛生局】 

2. 2.加強推動中老年婦女

身心健康及疾病篩

檢，提高高齡女性健

康管理知能。【衛生

局】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

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

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

知能。【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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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培力在地婦女團體，

使其具備健康醫療與

照顧議題之性別視

角，積極參與監督本

市婦女健康政策之發

展。【社會局、衛生

局】 

3.對經濟、文化、區

域、族群發展等不利條

件下之兒童、少年、身

心障礙者、老人、女

性、原住民、新移民、

多元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者等，必須定期諮詢與

結合民間團體，以瞭解

其健康醫療需求。【社

會局、衛生局、教育

局、經濟發展局、原住

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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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營造性別友善的醫

療環境，提供醫事人

員友善工作環境，及

尊重不同性別者的就

4.擴大性別友善醫療及

照顧服務之獎勵機制，

對象包含醫院、衛生局

所、照顧與養護機構、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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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本 組 修 正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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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行政局】 

醫權益。【衛生局】 社區、部落、職場與校

園等。【衛生局、社會

局、教育局、勞工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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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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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

文化觀點之醫療照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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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

元文化觀點之醫療照

護人力，補充高齡化

社會所需之長期照顧

服務人力，並促進男

性參與照顧服務。

【衛生局、社會局、

勞工局】 

 

7、建立家庭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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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立家庭支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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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

照顧人員繼續教育之性

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

人員繼續教育之性別

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

照顧人員繼續教育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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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本 組 修 正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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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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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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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規劃不同地區、族

群、性別、年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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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新增 

10、宣導正確的身體自

主意識、健康的體適能

觀念，避免美貌迷思與

過度醫療化行為。【衛

生局、教育局】 

9.宣導正確、健康的

身體自主與身體意

識，避免美貌迷思與

過渡醫療化行為。

【衛生局】 

9.宣導正確、健康的體

適能觀念，避免美貌迷

思與過渡醫療化行為。

【衛生局、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本組修正建議 

3.推動友善育兒措施，

提高生養育子女意願。

【衛生局、社會局】 

3.推動友善孕婦育兒措

施，提高生養育子女意

願。【衛生局、社會

局】 

育兒措施已不侷限孕婦
為主體，刪除孕婦二
字，俾符合性別平等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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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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暨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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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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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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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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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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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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如何調適壓力、維持好心情。 

（二）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進化：邀請運動指導員講授如何用正確的方式運動紓壓，並簡

單介紹如何規劃營養、吃得更健康。 

二、 主題影片：因應 COVID-19 防疫期間及民眾數位學習習慣，規劃邀請婦產科醫療團隊

合作，以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不同議題拍攝主題短片，使更多中高齡婦女獲得更多健

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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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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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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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場次：預計與社

會局合作 20 場次、教

育局合作 14 場次、勞

工局合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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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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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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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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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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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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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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滿意度。(家

庭教育中心)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民眾舉辦成長團

體，透過手作課程與團體分享，使民

眾覺察及檢視中高齡婚姻生活。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民眾年紀普遍年

長，課程須顧及長者需求及身心狀

況，長者非能全程參與。  

1. 辦理場次：預計辦理 2

梯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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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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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下，須重視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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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影響範圍：110 年培訓志工於三芝區示

範推廣，預計再增加 5個行政區拓點

服務。 

3. 執行經費：預計 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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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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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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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場次：預計辦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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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人次參與。 

3. 執行經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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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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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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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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中高齡兩性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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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8 月執行成果(更新處請紅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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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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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如何調適壓力、維持好心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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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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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場次：截至 8
月共 13 場次。 

(1) 中高齡身心健康 6
場次（社會局 5場
次、勞工局 1 場
次）。 

(2) 中高齡運動營養 7
場次（社會局 5場
次、勞工局 2 場
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截至 8月共計
805 人次參與，其中
男性 24 人次(3%)、
女性 781 人次
(97%)。 

(1) 中高齡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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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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等問題，
爰擬透過健
康促進方案
促進其身心
健康。 

(2)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進化（2 小時）：邀
請運動指導員講授如何用正確的方式運
動紓壓，並簡單介紹如何規劃營養、吃
得更健康。 

健康意識，促進其身心
健康。 

545 人次。 
(2) 中高齡運動營養

260 人次。 
3. 執行經費：截至 8

月已執行 6,000 元
（執行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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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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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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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
已於春季班(3-6 月)
共同課程辦理 10 場
次，餘 10 場次規劃
於秋季班(9-11 月)共
同課程辦理。 

2. 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截至 8月共計
女性 750 人次參與。 

3. 執行經費：截至 8 月
已執行 6 萬元（執行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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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方式：透過辦理中高齡婦女健康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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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2 小時)：
強化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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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進化課程(2 小時)：
提升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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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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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6 個面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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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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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時)：
強化婦女及其家屬對於身心健康的重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民
眾舉辦成長團體，透過
手作課程與團體分享，
使民眾覺察及檢視中高
齡家庭生活及自我健康
檢視。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民
眾年紀普遍年長，課程
須顧及長者需求及身心
狀況，長者非能全程參
與。  

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
下，須重視長者健康心

1. 辦理場次：截至 8
月已辦理 3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截至 8月共計
60 人次參與，其中
男性 9人次(15%)、
女性 51 人次
(85%)。 

3. 執行經費：執行 0
元（執行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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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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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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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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影響範圍：109 年已於
淡水區辦理團體，預計
110 年拓點至本市其他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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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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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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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9 月 25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辦
理。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 50 人次
參與。 

3. 執行經費：無。 

勞工局 

1. 方 案 ： 職
場 中 高 齡
勞 工 健 康
促 進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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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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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場次：截至 8
月已受理事業單位
報名 7 場次，其中 3
場次已辦理完成，
餘 4 場次因疫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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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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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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成 2 個主題課程，事先調查事業單

位需求後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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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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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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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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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辦理。另已向有
設立職福會及工會
之事業單位推廣課
程，期踴躍報名。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截至 8 月共計
55 人次參與，其中
男 性 24 人 次
(44%)、女性 31 人
次(56%)。 

3. 執行經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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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與各局處試辦實體講座 27 場次，學員反應良好，爰 110 年度規劃擴大辦理實體講座 44 場，並於衛生局官方
網站同步設置「中高齡婦女健康專區」(https://www.health.ntpc.gov.tw/basic/?node=205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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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計畫書暨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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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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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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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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 月 1 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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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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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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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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人數；男女比

例 1:4。 

3. 執 行 經 費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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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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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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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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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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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對象：本市具長期照顧需求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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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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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觀旅局、

文化局、勞工

局、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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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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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9)。 觀旅局、文化

局、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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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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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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個以上的家庭照顧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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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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8 月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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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底): 

(1) 個案管理服務:938 案，男
性 204 人（21.7%）、女
性 734 人（78.3%）。 

(2) 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體
5 梯次 130 人次、心理協
談服務 46 人次、支持團
體 5 梯次 157 人次 

(3) 電話關懷 1198 人次。 
2. 因疫情影響與審核期程， 

截至 6 月已執行約 600 萬
元(執行率約 35%) 

社會局 
1. 方案：給照

顧者的第一
1. 計畫目標：增進家庭照顧

者對長期照顧資源的了解
1. 創新度：整合社政、衛政、

勞政等相關資源，製作陪伴
1. 參加人數(性別統計)： 
(1) 在照顧的過程中受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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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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陪伴
手冊。 

2. 目的：增進
家庭照顧者
對長期照顧
資源的了解
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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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具有長期
照顧需求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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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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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計規劃增加失智症照顧及
家庭暴力防治之相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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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11 月底印製，並
規劃於 12 月發放陪伴手
冊予婦女中心、中高齡者
職場續航中心、家庭照顧
者協會等有照顧需求的相
關單位，預計受益人數
2,000 人。 

2. 執行經費： 
印製手冊經費預計 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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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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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有 24 家企業加入「顧家好
企業」的行列，本年度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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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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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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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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企業建立彈性工時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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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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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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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包，整合家照資源及新北旅遊相關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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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經發局、觀旅局，三局針對跨局處宣傳方案，成果如附件，因疫情期間暫停開放，致使用人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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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報告(1-8 月) 

局處 活動名稱

日期

(請更新至

110年)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

費用
優惠卡優惠

是否有無

障礙設施
報名期間 報名窗口 聯繫方式 填表人 備註

109年11月-110年8月底

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府中15主題影展

放映活動

110.01.01-

110.12.31

依網站公告放映

時間或索取每月

節目單。

府中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

院（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15號B1）

每月提供常態性放映主題，播映優質、精

選之影片（藝術電影、短片、紀錄片

等）。

免費 憑證免費入場 是

無需報名，

現場額滿為

止

陳玉珊 02-29683600

陳玉珊

(分機

272)

1.請攜帶有效證件，憑身障手

冊、愛心小卡即可免費入場，每

場次共有10個名額。

2.本優惠不包含樂齡族、聽視

界、嬰兒車電影院場次。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十三行

博物館-假日體

驗活動

110.01.01-

110.12.31
依公告活動時間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
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

號)

體驗活動每季不同，煩請參考官網資訊。 免費

活動期間出示家庭

照顧者識別證，可

免費參與本館假日

體驗活動1次。

是

無需報名，

現場額滿為

止

張小姐
02-2619-1313

分機603
張嘉文

(分機302)

體驗活動每季不同，煩請參考官

網資訊。

總計人次： 6

男性人次： 1    佔比：16%

女性人次： 5    佔比：84%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淡水古

蹟博物館-明信

片送暖

110.01.01-

110.12.31

週一至週五

09:30—16:30

週六至週日

09:30—17:30

紅毛城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

巷1號)

出示識別卡，憑證購票可於購票處兌換精

美明信片乙份。
免費

憑證可兌換精美明

信片乙份
是 無需報名

免報名直接

於售票口兌

換

02-2621-2830

翁培芠

(分機

231)

總計人次： 2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2    佔比：100%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淡水古

蹟博物館-紅城

小舖自營商品8

折

110.01.01-

110.12.31

週一至週五

09:30—16:30

週六至週日

09:30—17:30

紅毛城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

巷1號)

出示識別卡，憑證購買紅城小舖內自營商

品可獲得八折優惠
免費

憑證於紅城小舖購

買自營商品享8折

優惠

是 無需報名

免報名直接

於結帳台出

示識別卡

02-2621-2830

翁培芠

(分機

231)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鶯歌陶

瓷博物館-文化

商品店優惠

110.01.01-

110.12.31

平日：09:30-

16:30

假日：09:30-

17:30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

號)

憑證消費滿500元，享95折優惠(特殊商品

除外，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免費

憑證消費滿500元

，享95折優惠
否

免報名直接

於結帳時憑

證優惠

憑證優惠 02-86772727

龔碧琪（

分機

611）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黃金博

物館-金采賣店

自營商品9折

110.2.1-

110.12.31

平日：09:30-

16:30

假日：09:30-

17:30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新

北市瑞芳區金光路8號)

出示識別卡，憑證購買金采賣店內自營商

品可獲得九折優惠。
免費

憑證於金采賣店購

買自營商品享9折

優惠。

否 無需報名

免報名直接

於結帳台出

示識別卡

02-2496-2800

汪政廷

(分機

2850)

總計人次： 1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1    佔比：100%

其他：     0    佔比：

新北市立圖書館

彩虹故事屋

110.01.01-

110.12.31

週六14:00-

15: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

板橋區貴興路139號3樓)

每月提供常態性說故事活動，由故事媽媽

分享兒童繪本。出示識別卡，憑證可兌換

精美文具組乙份。

免費
憑證可兌換精美文

具組乙份
是 無需報名

免報名直接

於總館3樓櫃

台出示識別

卡兌換

02-29537868

林千鈺

(分機

8005)

活動請參考官網資訊。

總計人次： 7

男性人次： 1    佔比：14.29%

女性人次： 6    佔比：85.71%

其他：     0    佔比：

淡水古蹟博物館
110.01.01-

110.12.31
無時間限制

https://www.tshs.ntpc.gov.tw/submenu?

usein=2&psid=0G24634161387816179

3

線上參觀淡水古蹟博物館 免費
線上活動無特別優

惠

線上活動

數位參與
無需報名 無需報名 2621-2831 線上活動數位參與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十三行博物館－

數位博物館

110.01.01-

110.12.31
無時間限制 https://sshm.vm.ntpc.gov.tw/ 線上參觀十三行博物館 免費

線上活動無特別優

惠

線上活動

數位參與
無需報名 無需報名 2619-1313 線上活動數位參與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文化局－110年新北市家庭照顧者跨局處宣傳方案

文化局

補充說明:

1.請於110年9月17日(五)中午前回復報表寄至:AJ4671@ntpc.gov.tw 。

2.若有活動DM圖檔歡迎一併檢附。

3.另為半年檢視成果數據，惠請各局處提供109年11月至110年8月底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4.線上數位參與活動無法進行統計。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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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費用
優惠卡

優惠

是否有無

障礙設施
報名期間

報名

窗口
聯繫方式 填表人 備註

109年11月-110年8月底

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手信坊創意和

菓子文化館

「創意和菓子

DIY」

週一至週日 8:30-17:0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

路55號

藉由成立觀光工廠，開放麻糬、糕點製程供遊客參觀，可以滿足消費者對製造 流程的好奇心

，對合作廠商而言，可以增添對產品與合作上的信心。遊客親手製作和果子，更讓人充分感

受DIY的樂趣與成就感。創意和果子文化館，以「人文」、「創新」、「教育」、「傳承」為

概念，引進日本細緻的和果子發展歷史、文化、製作道具體驗場景，讓遊客體驗日本和果子

的特有文化，傳達「五感綜合藝術」的細膩表徵。

A組-材料費 150元( 製做內

容: 桃小町*1顆 +綠豆糕*1顆

)

B組-費用499元(A組2份+2杯飲

品+1盒麻吉燒10入)

無 是 於14天前報名 無
02-8262-

0506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坪林茶產業文

化館參觀及DIY

體驗

週二至週日
9：00-17：

00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

街103號

2015年坪林農會轉型成立坪林茶產業文化館，提供一個介紹茶葉與茶籽油文化知識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坪林的產業與發展。

參訪免費；

DIY體驗280元
無 是

事前預約(預約專

線：02-2665-7227)
無

02-2665-

7227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台灣農林大寮

茶文館參訪
週一至週日

週一至週

五：10:00-

17:00

週六至週

日：10：00-

17：30

新北市三峽區竹崙

路140號

走訪充滿日式風情的大寮茶文館，屋外有大樹環繞，遼闊的四面山景可賞；屋內則陳設了有

關台灣農林的歷史發展，從百年大事紀、全台茶廠的分布圖，到有機茶園介紹等都有詳盡的

展示。仔細遊逛，還能發現一些能喚醒兒時回憶的老東西，像是泛著古木紋理的老櫥櫃、舊

意十足的復古擺鐘等，質樸原味的老物件並未隨著時代變遷而被淘汱、遺忘，反倒有著療癒

人心的作用。尤其遊客在飽覽館藏後，還能在古宅內品茗茶香，別有一番屬於文化美學的深

刻體驗。

免費參觀 無 是 無 無
02-2668-

1928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玉美人孕婦裝

觀光工廠參訪

及DIY體驗

週二至週六
10：00-17：

0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

路2段16巷10號5樓

玉美人的觀光工廠，期望能給準媽咪們 一個溫暖的空間，為迎接新生命做出對自己與對寶貝

最完善的準備。除了讓民眾見證體驗孕婦裝的製作過程， 還提供使用織品為原料的多樣化親

子互動體驗，例如：親子拼布遊戲、防水杯墊製作、環保好運娃娃縫製等等 ，另外還有不同

懷孕週期適合的孕婦裝知識講解，現場甚至還準備了孕婦模擬道具衣，讓準媽媽甚至準爸爸

親 身體會身懷六甲的辛苦感受，很適合年輕家庭全家到此一遊。

參訪：100元；

參訪+DIY體驗150-350元
無 是

10人以下免預約；

10人以上於1週前預

約(預約專線：02-

8966-9762轉分機14

無

02-8966-

9762轉分機

13或14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連淨綠色科技

概念館參訪及

DIY體驗

週一至週五

開放時間：

9：00-18：

00

導覽時間：

10：00-15：

00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

路45巷9弄2號

連淨綠色科技概念館結合連淨苦茶油、口袋農園植物粉末、全環控植物工廠，讓大家一覽結

合科技與創新農業的生產、製作與檢驗過程，DIY活動不定期更新，讓大家一起動手同樂，除

了更了解習以為常的油品怎麼來，也能實際在現場體驗、創作屬於自己的生活小物，感受苦

茶油的魅力。

150元

出示吊

牌門

票、DIY

活動免

費

是
事前預約(預約專

線：0909-845-668)
無

02-2917-

2068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琉傳天下琉星

花園參訪及DIY

體驗

每週一及週

五至週日

10：00-17：

00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

里口湖子1-7號

琉傳天下把琉璃生活化的理念落實於觀光工廠，規劃產業觀光及增進知識的知性之旅，來到

這裡，可以學習琉璃的知識、參觀琉璃製程以及吹製表演秀、ＤＩＹ體驗活動，過程中融合

豐富的產業知識、高度的技術展現、美學藝品賞析及創作個人獨一無二之作品，這趟知性與

美學之旅，適合各種年齡層的遊客造訪。

200元 無 是

事前預約(預約專

線：02-2625-6972

)

無
02-2625-

6972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吳福洋襪子故

事館DIY體驗

每週一至週

日

9：00-17：

30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

工業區工九路3號

從手搖織襪機開始，織襪產業經歷半自動、高產能全自動化，至最新環保與機能素材的提升

和品牌化經營的演進，吳福洋針織參與了台灣織襪工業的發展史。第三代經營者吳泓洲希望

能創立一個襪品文物館，保留台灣襪業的發展與吳福洋的歷史。當同業都外移中國，我們仍

堅持根留台灣，希望藉由開放織襪流程、鼓勵民眾參與，提供國人一個兼具娛樂化、知識化

的產業教育環境，期許能給予遊客豐富的體驗感受並且為臺灣織襪業貢獻一份心力。

一般人100元；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50元；

身高未滿100公分者免費

無 是 無 無
02-2603-

5008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宏洲磁磚觀光

工廠參訪及DIY

體驗

週二至週日
9：30-17：

30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

三路230巷16號

近距離深入磁磚工廠內部，互動式體驗玩磁磚，進而認識、了解磁磚，可是別處沒有的難得

經驗呢。宏洲磁磚觀光工廠佔地11,000坪，為了讓遊客安全得深入工廠內部，斥資打造一條

直達製程核心的空中走道與瞭望台，可以近距離觀看磁磚製程，看到、聽到、聞到、摸到的

都是磁磚工廠的味道。這裡的ＤＩＹDIY活動，強調即時互動，你可以看見自己作品，被送入

烘爐，參加完導覽活動之後，剛好可以拿到熱騰騰的成品。

一般民眾：100元；

滿65歲以上：90元；

持身心障礙手冊可享門票5折

優惠

出示吊

牌DIY活

動打9折

是 無 無
02-8678-

2786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亞洛美精靈國

度參訪及DIY體

驗

週二至週六
9：00-17：

30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

三路156巷59號

藉由奇幻世界的調香師冒險歷程，讓訪客得以認識香水起源和製程，一探香氛的奧秘，各個

都能歷經精靈的重重考驗，成為不同反響的「調香師」！
250元至350元 無 是

於3天前預約(預約

網址

https://www.wonde

rland-

aromate.com/regis

ter.php)

無
02-2677-

2170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安美得傷口照

護產業文化館

參訪

以工廠生產

線運作時間

為準，例假

日暫不開放

參觀。

上午10:00-

12:00

下午14:00-

16:00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

路七巷6號8樓

安美得生醫希望藉由「安美得傷口照護文化館」的成立，呈現傷口醫療觀念與技術的演進發

展歷史，並介紹安美得核心技術的研發歷程與產品特性，除了提供參觀者完整的傷口醫療資

訊外，也可以與各方先進賢達與醫療相關工作人員交流研討，為台灣傷口醫療照護一起努

力。

免費參訪 無 是
7日前預約(預約專

線：02-2298-9952)
無

02-2298-

9952
王麗立

自5月起暫停開放

，故僅統計期間為

110年1月至4月底

總計人次： 0

男性人次： 0   佔比：

女性人次： 0   佔比：

其他：     0   佔比：

經發局－110年新北市家庭照顧者跨局處宣傳方案

經發局

補充說明:

1.請於110年9月17日(五)下班前回復報表寄至:AJ4671@ntpc.gov.tw 。

2.若有活動DM圖檔歡迎一併檢附。

3.另為半年檢視成果數據，惠請各局處提供109年11月至110年8月底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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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活動名

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費用 優惠卡優惠

是否有無

障礙設施
報名期間 報名窗口 聯繫方式 填表人

109年11月-110年8月底

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觀旅局

溫馨RB

社福力

量

109.10

起每周

二

14:00-14:25

深澳鐵道自行車

(新北市瑞芳區建

基路二段121號(八

斗子火車站旁))

1. 藉由深澳鐵道自行車自10月份起每

週二下午2時的1個班次，由八斗子車站

出發2台車，4位名額，提供照護者優先

騎乘深澳鐵道自行車，邊欣賞山海景色

以及透過踩踏自行車運動，促進身心靈

壓力調適。

2. 訂票辦法：於搭乘前一週的週二下

午5點前致電深澳鐵道自行車票務(02)

2723-0000轉82趙小姐，說明搭乘優惠

方案(優先訂票權)，由票務進行人工訂

票，現場憑證付款搭乘。

150元/次

憑證可優先

訂票權(4位

限量名額)

否 109.10.01-109.11.30

深澳鐵道

自行車票

務趙小姐

(02)2723-

0000轉82

陳舒喬

(分機

4154)

1.因應疫情110.01.01至

110.08.02暫停營運。

2.110.08.03至110.08.31無民眾

使用。

觀旅局－110年新北市家庭照顧者跨局處宣傳方案

補充說明:

1.請於110年9月17日(五)下班前回復報表寄至:AJ4671@ntpc.gov.tw 。

2.若有活動DM圖檔歡迎一併檢附。

3.另為半年檢視成果數據，惠請各局處提供109年11月至110年8月底使用優惠卡優惠之人次及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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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11 年跨局處議題提案各科室意見彙整 

 

科室單位 意見回復與提案 

勞工局 針對 111 年議題未有相關提案 

教育局 
有關 111 年議題建議就原議題繼續發

展，因今年活動遇疫情多未辦理 

社會局 建議就原議題繼續列管 

健管科 本科無提案 

疾管科 
本案無疾管科須回復之成果報告，經

評估本科亦無性平提案規劃。 

醫管科 本科無提案 

食藥科 
查 110 年本科已無列管性平相關議

題，建議不新增 111 年性平議題。 

衛企科 本科無相關意見 

心衛科 本科無提案 

高長科 本科無提案 

檢驗科 本科無新增，建議就原議題繼續列管 

稽查科 本科無建議 

秘書室 本科室無意見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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