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政府辦理偏鄉婦女培力計畫申請補助計畫書(5年計畫第 4年)

壹、緣起：

    截至民國 106年 3月底本縣總人口數為 10萬 3,343人，其中女性為 5萬 126
人，約佔 48.5%，從民國 92年起，本縣女性人口增加 5,813人，較男性為高；

縣府對於中央推動婦女福利相關政策亦非常重視配合，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婦女團體活動社會參與、婦女第二專長培力、婦女法律扶助、婦女輔導轉介就業、

性別平等宣導等，另為體諒本縣婦女遭遇重大傷病後求職及工作不易，更於民

國92年領先全國首創了重大傷病婦女生活補助政策至今已推行14年，推動婦

女福利服務業已經成為本府推動社會福利施政的首要政策。

 本縣地理環境位處離島縣市，四面環海，交通方面不如台灣本島便利，經

濟發展也未能齊頭同步，產業多以觀光、漁業、農業、雜工為主，又因傳統角色

仍重，婦女姐妹半數以上仍以家管為主，純樸持家實為本縣婦女之特性；為帶

動偏鄉婦女社區參與、提供多元社會學習管道，促進婦女經濟能力及生活能力

培植；本縣於105年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開辦偏鄉婦女培力計畫執行概況

如下：(詳見成果報告)
1、 教育宣導目標達成情形

(一)105年度實際提供教育宣導達 3,200人次以上，宣導達成率 200%。
(二)實際新聞媒體露出共計 20篇，達成率 160%。
(三)婦女權益花園粉絲專業共計刊出 47篇，宣導效益 28,933人次以上。

二、105年度實際提供婦女福利諮詢服務 927人次(面訪/電訪/資訊支持服務)
服務達成率 142%。
(一)辦理婦女培力課程目標達成情形

 1.舉辦婦女培力宣導通識課 6場次(課程內容涵蓋婦女培力宣導、性別意

識培力、婦女法律權益、食品與健康、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人際關係與

溝通、地方文化特色等)時數 24小時服務餐與人數 317人次數，男性

126人，女性 191人，推估效益為 1,000人次數。

2.辦理偏鄉婦女培力研習課程八大課程(課程內容結合澎湖當地人文特

色、食材、養生、療癒舒壓、生活綠化、環保再生及運動)實際參與人數 201
人研習 148小時，實際服務人次 1200人次數，達成率為 100%，推估

預期效益為 4,800人。

3.辦理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志工招募訓練、在職訓練，共計辦理 2場次，

參與人數 60人次數，男性 2人，女性 58人，訓練 18.5小時，約估效

益 240人次數。

 4.105年婦女培力總課程服務時數為 190.5小時，服務時數執行達成率

100%，參加人數 578人，服務 1,557人次數，服務人數達成率 128%，
推估效益 6,480人次數。

 5.建構婦女團體資源網絡，辦理澎湖縣婦女團體聯繫會議 1場次，參與

人數 15人，辦理團體領導人培力研習，計 2場次，參與人數 5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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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3場次，參與人數 70人，服務達成率 150%
 6.輔導婦女團體參與婦女福利服務方案計畫撰寫與執行，共計服務 395
人次數，推估服務效益 1,200人次數

 7.105年度共計總服務人次男女比例為 1:3，推估服務人次數男女人次

數為男性 1,879人次數，女性 5,292人次數。

   三、澎湖地區婦女人口分布

澎湖縣各鄉市婦女人口地理區域分佈                 

地區別人口數 馬公市 湖西鄉 白沙鄉 西嶼鄉 望安鄉 七美鄉

人口總數 61,804 14,444 9,772 8,389 5,155 3,779

女性 30,364 6,829 4,664 4,072 2,380 1,802

   

四、 105年總服務人數男女分析圖表

性別 人數

男性 1,879

女性 5,292

總計 7,171

 (3)婦女培力宣導及通識課程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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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培力宣導

鄉市地區 場數

馬公市 1

湖西鄉 1

白沙鄉 1

西嶼鄉 1

望安鄉 1

七美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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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婦女培力研習課程辦理場數

婦女培力研習課程辦理

 鄉市地區 場數

馬公市 7

湖西鄉 1

白沙鄉 0

西嶼鄉 0

望安鄉 0

七美鄉 0

(5)婦女團體參與輔導統計

婦女團體參與輔導

鄉市地區 團數

馬公市 10

湖西鄉 4

白沙鄉 1

西嶼鄉 1

望安鄉 1

七美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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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年度辦理偏鄉婦女培力工作執行困境:

(1)  本縣專業人才流動頻繁又加上離島培訓機會較少，新進社工員較難獲

得完善的專業訓練，對於其主責領域也較難上手，故望新增補助社工

員至台灣學習專業知能之差旅費，使離島社工員能定期接受專業新知，

助於提昇社工員服務品質。

2.106年度辦理偏鄉婦女培力計畫之期許:

(1)教育宣導:每年度五鄉一市至少辦理1-2場次。

 (2)婦女培力研習課程辦理:配合106年本府縣政施政計畫推展天人菊婦女

權益花園網絡服務，「婦女培力就業，經濟自立」規劃經濟培力相關培力

研習課程。

(3)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肯定本縣偏鄉婦女培力計畫執行成效與願景，

106年核定專業服務人力2名，期許能落實五鄉一市所有婦女培力福利服務

之推動。

貳、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參、辦理期程：107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止

肆、服務對象：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之婦女

伍、服務範圍：本縣五鄉一市

陸、預計服務內容：

1、教育宣導:

提升婦女權益方案、以促進性別平權、婦女保護、人身安全(含性騷

擾防治)、提倡家事分工計畫透過園遊會、研習、講座、新聞刊登及社區活

動向大眾宣導 CEDAW和性別平等教育，培養社會對婦女及婦女對自己的

認同(識)感。

2、婦女培力課程: 

台灣國家婦女館自 97年成立以來，作為提供相關婦女權益、性別平

等資訊交流窗口之角色，每年定期舉辦培力課程，提供婦女權益專業人

才培力，協助提升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中心主管及承辦人員之性別意識，

並增進對國內外相關婦女議題的瞭解，以提升人員於婦女福利業務之專

業能力。

整體綜合課程如婦女權益福利課程有法律知識(含新住民權益、家庭

法律、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等)、衛生健康教育(含婦女健康自我

照護及健康心理、醫療諮詢)、自我成長和生涯規劃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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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作為資源聯結角色功能，本縣婦女中心與婦女團體資源交流

機會，讓與會人員於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推廣方法上的增能，激盪在地

資源結合模式，使推廣更具有在地性及創新性。

3、性別意識培力方案:

辦理各項性別議題各類講座(含性別主流化及 CEDAW)、家事分工課程

，另協助與會人員提升自身性別敏感度，促使相關婦女服務及方案政策

更精緻細膩，作為改善現況、促進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觀念在地化實踐的

行動能力。

規劃辦理的初、進階課程，進行相關課程及與會人員的分層分流設

計，增進與會人員彼此資訊交流、網絡聯結之可能。為延續初階課程設定

主軸，進階培力工作坊重點為分組討論，性別統計運用分組交流座談，

運用性別統計發現婦女需求。

4、婦女團體聯繫會議暨工作人員專業訓練:
婦女相關法規權益及服務專業知識之研習、增加性別敏感度與性別平

權意識培訓，提供本縣本縣民間婦權會委員、縣府婦女福利服務網絡單位、

婦女/民間團體理事長、總幹事、工作人員、婦女志工參加，同時連結本縣婦

女團體相關單位交流，建構本縣婦女團體網絡，及辦理領導人培訓研習。

(1) 在地婦女團體協辦課程分享、提案計畫分享、婦女團體培力方案設計、

培力婦女團體活動案例分享。

(2) 協助婦女團體領導人參與中央各項婦女業務專業訓練。

(3) 連結社會資源，與轄內各相關縣府和民間團體單位合作，提供本縣

婦女姐妹支持服務協助。

5、推動重點培力婦女團體結盟計畫：

團體分級分項，將區分各個婦女團體的優勢能力為2級，協助成立小

型婦女團體結盟聯合爭取經費或方案推動。

(1) 二級婦女團體：

需縣府培力、輔導運用培力課程資源培力婦女團體計畫撰寫、提供各

項資源資訊，以強大重點培力婦團組組織及動能，並協助精緻化推展各項

方案，如作品創意化及在地化，使弱勢婦女團體逐漸成長，有機會進駐婦

女福利中心場舘協辦婦女業務，專業化婦女各項福利服務，提昇為民服務

良好形象且活絡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2) 一級婦女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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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本縣現有能自行運作無虞且組織能力強之婦女團體，協助提案

爭取各項經費資源，協助辦理各項婦女福利服務業務，使更廣大婦女能切

身感受對婦女福利權益的重視。如協助一級婦女團體提案弱勢婦女關懷計

畫，透過村里社區轉介弱勢婦女個案，主動關懷訪談服務瞭解婦女及家庭

問題，並連結相關資源及經濟扶助，且結束後進行後續追蹤，以解決目前

無法受到政府照顧之弱勢婦女之困境。

6、開創婦女創業與經濟能力:
要學習推銷自己，了解自己的強項，有求職目標，學會包裝自己，

學會廣告自己，學會溝通技巧提升高齡及二度就業或創業的婦女可利用親

和力、細心、熱心服務、主動學習的個性、豐富的社會經驗與人脈等特質來規

劃發展就業的方向。茲說明如下：

(1) 婦女創意市集活動：展現自信，推銷自己製作手工成品，獲取二度

就業或創業的機會。

(2) 點心烘培創意:烘焙學習管道有限，使得許多婦女學習烘焙知識與

技能有困難，藉由專業師資傳授烘焙所需的基本知識、態度和技能，

婦女並能藉由此技能創業及照顧家人。

(3) 創業電腦應用之婦女姐妹，有新的創意或設計，將文章或圖檔等資

訊，建置網站平台供婦女使用，且為分享交流或討論的良好橋梁。

7、福利服務諮詢：

彙整縣轄各婦女福利服務訊息，針對偏鄉弱勢或對福利服務諮詢無

資源等婦女們服務，如有:心理和法律諮詢服務等相關資源資訊服務管道給

訪視婦女和其家庭之需求。

柒、預期效益：

一、107年度預計提供提升婦女權益方案教育宣導達 2,000人次，新聞媒體露

出 1年 16篇(預計宣導效益 12,000人次)。

二、107年度預計提供婦女諮詢服務 120人次(面訪/電訪/家庭訪視/資訊支持服

務)。

三、性別意識培力方案:預計在辦理1場初階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及1場進階性

別意識培力課，供有意深入探究性別議題之民眾參與，以及辦理 4場性別

意識宣導講座，提升民眾對於性別意識的敏感度。

  四、推動重點培力婦女團體結盟計畫：針對本縣二級婦女團體預計開辦 2場培

    力課程，教導方案計畫書之撰寫等相關能力，並於課程中邀請本縣一級婦

　　女團體共同撰寫出一份方案計畫，向中央或縣府申請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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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計辦理 120小時婦女培力課程，邀請 200人參加，服務 1,200人次數，

至少輔導 10人參與創意市集及促進就(創)業機會。

六、婦女團體聯繫會議，建立婦女團體聯繫資源網絡，預計辦理聯繫會議 1場

次，領導人培訓研習 1場次，以會議的形式參與人數達 30人以上，團體

形式參與人數達 12人以上。

七、為婦團人才培力系列課程，針對婦女團體理監事、志工及社區民眾推動性

別意識培力，實際發掘在地婦女議題及需求，增強社區居民辨識性別議

題的敏感度，擴大培育社區未來婦團人才。

八、由醫護理人員針對各種不同衛教宣導課程，能促進婦女及家屬正向衛教觀

念和做法。

九、建置自信展現平台規劃創意市集-創意市集邀請 10-15人加入，每月辦理 1

場次共計 6場次以上，預計 1,200人次參加，約 3,000人次受益，以增加

婦女姐妹自信展現之機會創造本計畫服務婦女活動的多元管道。

十、辦理婦女節慶相關服務活動，如婦女節慶、辦理台灣女孩日及相關系列活

動，希冀透過此講座活動，提供各個領域有才華、有夢想的傑出女孩分

享築夢經驗或社會參與的舞台，也藉此啟發參與講座的兒童、青少年、家

長等各年齡層者，相信女孩並鼓勵女孩多元發展、展現自我，進而共同

維護女孩權益。提升縣民對婦女節日的重視進而對婦女權益的尊重，預

計辦理 2場次，參加人數 1,200人，約 5,000人次受益。

 捌、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價(單位：元) 數量 金額(單位：元) 備註

申請公彩補

助

自籌

1

人
事
費

社工員 34,000 13.5月*2人 918,000 0　

勞健保、離職

儲金

75,500 1年*2人 - 151,000　

小計 918,000 151,000　

2 計畫方案

費

教育宣導計

畫

宣導費 4,000 7場 28,000 　宣傳用、場

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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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28,000 0　

培力課程 (1)授課鐘點費 1,200 140小時 168,000 -需先行報

縣府同意

(2)宣導費 50,600 1式 50,600 　宣傳用

小計 218,600 0　

工作人員、婦

女團體聯繫

會議暨專業

訓練

(1)授課鐘點費 2,000 14小時 28,000 　依補助要

點核實報

支

(2)交通費 4,300 8趟 34,400 　依補助要

點核實報

支

小計 62,400 0　

合計 1,227,000 151,000　

總計 1,378,000 　

玖、經費來源：

一、核定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20萬元整，薪資調整為每月 3萬 4,

000元整，共增加 2萬 7,000元整，合計 122萬 7,000元整。

二、自籌經費 15萬 1,000元整，編列在本府社政業務-婦女福利服務-業務費項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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