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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一) 儘速建立並強化本府編制員額達 50 人以上

之所屬一級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機制。 

消防局、衛生

局、警察局、環

保局、稅務局 

(二) 持續推動並擴大實行各局處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與相關委員會委員組成單一性別不低於

三分之一之原則 

人事處 

(三) 發展具備在地婦女觀點之政策，活化婦女組

織，對原住民女性、部落領袖、教會牧者、

新住民女性、新住民配偶之家庭與新住民人

口集中之鄉鎮加強進行性別意識培力，增加

其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 

社會處、民政處 

(四) 輔導農會、漁會、水利會、工會及工商團體

之會員及幹部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提升女性參

與程度，並增加女性進入決策階層之可能性。 

農業處、水利

處、建設處、勞

工處 

(五) 建立性別統計，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提

升政策規劃的適切性。 

主計處、社會處 

(六)培力本縣婦女團體，並加強民間參與本縣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機制。 

社會處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一)對於福利與服務資源之政策規劃與執行，應

重視不同性別、地域、族群、文化、年齡之

差異與需求，並克服弱勢群體在相關訊息掌

握的不利處境，增益支援政策之效果。 

社會處 

(二)強化勞政、社政之社會福利與就業輔導轉介

體系，針對農漁村婦女、原住民、新住民、

受暴婦女、愛滋病患、多元性傾向等不同群

勞工處、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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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體，規劃適宜之就業輔導、創業協助、福利

服務方案。 

(三) 落實現行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

業服務法等法規，強化性別平等與就業歧視審

議機制與申訴管道，增加相關勞動檢查。同時，

加強企業主於性別工作平等、勞工孕產權益、

性騷擾防治等重要議題之性別友善態度與認

知。 

勞工處 

(四)為提升女性人力資本及資產累積，積極爭取

中央經費補助辦理職業訓練，並依據本縣產業

特性規畫課程內容與平均分配訓練資源，提供

本縣女性可近性、在地化之職訓與就業資源；

尤其針對二度就業婦女參與職訓廣為宣導，希

望能透過鼓勵其參與職業訓練，使其技能符合

就業市場需求，順利返回就業市場。 

勞工處 

(五) 依據女性特質與專長規劃適合女性從業之

職業訓練課程，如時尚美容、護膚美髮以及坐

月子料理及配合長照法推動設計家事清潔服務

職類等，並搭配訓後輔導考取證照與推介就

業，積極開發本縣女性就業之優勢領域，據以

發展輔導女性就業最適化作法與政策方向。此

外，為打破女性特質職種的迷思與限制，另規

畫多元訓練課程提供女性不同的選擇，拓展女

性從業廣度。 

 

勞工處 

三、人口、婚姻與家庭篇 

(一)人口政策應融入性別意識，強化性別影響評

估之檢核，使各項政策與服務方案皆具有性別

敏感度，以落實性別正義，健全社會發展。 

計畫處、民政

處、衛生局、社

會處、家庭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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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二)持續推動並改善現行托育人員托育管理制度

之運作，加強托育人員的輔導培訓、居家托育

管理，提升托育人員服務品質，並推動企業設

置托育設施，鼓勵企業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

境。 

社會處、建設

處、勞工處 

(三)落實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益，非婚生

子女應與婚生子女獲得同等之生存權、身分

權、就養權、就學權等及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處、教育處 

(四)保障身心障礙者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之

平等權益，並應特別重視女性身心障礙者之雙

重弱勢處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會。 

社會處、衛生

局、教育處、勞

工處 

(五)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導，消除傳統文化的性

別歧視，使多元性別特質及經濟相對弱勢之婦

女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 

社會處、民政

處、文化處 

(六)落實推動婚姻移民之照顧輔導措施，培養各

地通譯人才，提供婚姻移民更完善的通譯服

務，具備性別敏感度。維護受家暴新住民之權

益，避免在歸化過程中，婚姻移民的基本人權

受到侵害。 

社會處、民政處 

(七)完備各生命週期之照顧服務與家庭支持系

統，建立優質、平價、可近性的生育、養育及

照顧環境：推動多元供給的育兒政策；強化托

育人員制度、非營利型態之國小學童課後照

顧、擴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長期照顧制

度，以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機制。 

社會處、教育處 

(八)鼓勵社會各界重視性別人權，積極推動討論

有關服務同居伴侶或非傳統家庭型態之成

員，包含同居、同志、單身、單親、隔代、重

組家庭、繼親家庭相關福利與權益。 

社會處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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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一)落實各級學校，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

學生權益。 

(二)培育具性別意識的教育人員與師資，強化與

提供各種性別弱勢群體（如農漁村婦女、原住

民、新住民、受暴婦女、多元性別特質者）性

別平等意識與培力。 

教育處、社會處 

(三)透過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觀測有

無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四)透過各媒體管道協助進行性別平等宣導。 

新聞處 

(五)積極培植女性文化人才、檢視並透過宣導消

除文化禮俗儀典性別歧視。 

文化處、民政處 

(六)積極鼓勵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與實施，強化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師資之多元文化知能。 

教育處 

五、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一) 結合學校、社區、民間團體與企業的力量，

建構對性別暴力、性騷擾零容忍之社會意識與

教育。 

教育處、社會

處、警察局 

(二) 整合各單位之功能，建構暴力防治跨網絡整

合性政策與服務模式。 

教育處、社會

處、警察局、衛

生局 

(三)周延對被害人的保護，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社

區監控與處遇制度。 

社會處、警察局 

(四)針對多元族群、文化、性傾向、不同年齡之

被害人，強化各項支持方案，開展多元處遇模

式，使其享有平等與專業之對待。相關服務人

員應具有文化與性別敏感度，以回應多元族群

與不同性取向者之服務需求。 

社會處 

(五)致力消除任何形式之人口販運，建立防治網

絡，定期召開會議，並邀請相關民間團體參與，

以提升防治成效。 

社會處、民政

處、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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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六)強化治安，檢視與改善公共空間之安全性及

友善性，並鼓勵發展因地制宜的社區安全維護

方案，建構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警察局 

六、健康、醫療與照顧篇 

(一) 積極推動性別友善之醫療與照顧環境，關注

性別刻板印象造成之身心健康危害，破除疾病

之性別盲，提供具性別敏感度之醫療保健服務。 

衛生局 

(二)營造健康／醫療／照顧產業之性別友善性，

強化機構、人員、服務與研究之性別敏感度與

多元文化觀點。 

衛生局、社會處 

(三) 加強生育健康、經期健康、心理健康等女性

重要健康議題服務，確保充足性、可近性、自

主性、預防性、整合性。 

衛生局、教育處 

(四)鼓勵生育資訊與母嬰親善政策融入性別平等

觀念，改善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衡現象，加強伴

侶之生育照顧責任。 

衛生局 

(五)加強兒童與青少年正確體型意識與身體意

識，提供具社會性別視角之健康教育、性教育、

經期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衛生局、教育處 

(六)強化長期照顧制度之性別敏感度。 衛生局、勞工處 

(七)提供性別友善且便利之身心健康諮詢、健康

促進與衛生教育，以及相關資訊／資源之轉

介。 

衛生局 

七、環境、能源與科技篇 

(一)蒐集並建立本縣環境（含自然環境、防救災

體系、基礎設施、營建工程、大眾運輸交通等）、

能源（含生產、供給與消費層面）、科技（含

所有科學、科技產品、資訊媒體、通訊服務等）

領域內，教育、就業、決策與受益人口之性別

統計，以利比較及擬訂相關性別政策。 

工務處、水利

處、行政處、環

保局 



 6 

綱領內容 權責局處 

(二)鼓勵男性兼顧家庭照顧責任，以吸引更多女

性進入環境、能源、科技領域就業。 

社會處 

(三)以女性、高齡、兒童、行動不便者或其他弱

勢族群之使用經驗與需求為基礎，檢討公共空

間及設施，包括道路、人行道、天橋地下道、

公廁、哺乳空間、大眾運輸工具等，是否符合

多元友善的通用設計理念。 

工務處、水利

處、行政處 

（四）推廣無害環境的農業技術，支持有機小農

之發展，鼓勵綠色消費、使用在地食材，以減

少食物里程並提高食物安全。 

農業處 

（五）落實環境資訊的公開透明機制，對各種汙

染、風險、公共衛生、公共場所安全、新興開

發案的環境影響、工程規模等資訊，應具性別

意識並及時做到資訊適度公開。 

環保局、消防

局、工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