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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中心網絡聯結暨人才培力工作坊 

進階議程 

年度主軸：「照顧」x「就業」 
台灣國家婦女館作為各地婦女中心之交流及資訊共享平臺，近年來持

續連結各縣市婦女中心/館，並為創造共同工作圈而努力。因此，除了透過

聯繫會議，強化彼此聯結密度與創造資源互惠外，亦定期辦理婦女中心人才

培力工作坊，協助各縣市婦女福利業務及婦女中心的工作伙伴，強化性別意

識及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能，增進議題轉化並提升婦女權益推展及性別觀點

融入福利服務之能力。 
本年度賡續以初、進階工作坊模式辦理，並以「照顧」x「就業」為主

軸，於 8 月 5 日、8 月 13 日辦理 2 梯次對象分流之初階課程，著重於性別

意識及敏感度提升，並從女性生命歷程中的照顧議題導入，加強服務對象的

需求思考，使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強化對婦女業務及權益推動的熱情。

為延續初階課程，培養業務執行上的實作能力，本次進階課程重點將聚焦於

深入探討婦女福利與性別平等觀點差異，女性就業處境的支持與服務規劃

與成效評估進行實作，詳細課程如後。 

一、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二、目標 
（一）增進性別觀點融入服務能力，提升婦女福利業務專業知能。 
（二）促進資訊共享及夥伴關係建立。 

三、時間地點 
（一）時間：108 年 9 月 18~19 日 星期三~星期四 
（二）地點：新店美麗春天大飯店碧特弗（西 1 樓）會議室 

四、參與對象 
各縣市政府婦女福利業務之主管及承辦人員、各縣市政府公辦公營、

公辦民營婦女中心/婦幼館之主管及承辦人員。全程參與者可登記公務

人員進修學習時數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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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內容 

第 1 日（ 9 月 18 日星期三）．09:50~21:00 
時間 課程內容/講師 

09:30-09:50 報到 

09:50-10:00 課程說明 

10:00-12:00 
【專題研討 1】婦女福利 V.S 性別

平等 

伍維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

理教授）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30 

(中間休息

10 分鐘) 

【專題研討 2】 

女性生命歷程中面臨的「就業」處

境與支持 
‧引言：婦女就業處境 
‧支持服務模式案例  
‧就業協助模式案例 

主持暨引言人： 
黃怡翎（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執行長） 
案例分享人： 
杜瑛秋（勵馨基金會多元歧視性別

暴力防治中心/主任） 

陳彥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股長） 
洪莉茜 （DoCaSo 到咖手 885/營
運長） 

15:30-17:00 服務方案實作練習 
黃怡翎（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執行長） 

17:00-19:00 晚餐/休息 

19:00-21:00 星空性別電影院 

第 2 日（9 月 19 日星期四）．9:30~15:30 
時間 課程內容/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12:00 

【專題研討 3】 

服務方案成效評估(含性別意識培

力課程成效評估) 

許雅惠（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交流 

13:00-15:00 服務方案成效評估實作與分享 
許雅惠（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5:00-15:30 交流座談 衛福部社家署/婦權基金會 

15: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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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課程資料 





-請大家先複習上次的簡報內容與討論-

伍維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伍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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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職: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顧問

現職: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曾任: 聯合國NGO-CSW 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 /台灣社
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 美國幫幫忙基金會聯
合國代表/APEC方案評估委員會委員

你常常聽到的質疑：
婦女又不是弱勢？
兒少老障都有婦女啊，為什麼要特別框出婦女福利？
不是已經有性別平等主流化了，為什麼還要婦女福利？
還有？

面對這些質疑，你的想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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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婦女福利法
但是我們有CEDAW
婦女所面對的弱勢處境是政經結構以及社會文化的

問題是，我們怎麼發現這些複雜的問題？

業務執行上，覺得困擾的地方

 關於婦女業務：

如何依據不同類別婦女設計方案，以滿足各類別婦女需求。

如何於局處內&跨局處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

因缺少人和經費，花很多力氣培植婦團來協力，地方婦團能力、數量皆不足。

婦女業務是條長遠的路，看不出立即成果沒有亮點，長官支持重視度低，社工沒有成就感。

 婦女與性平、跨局處合作：

業務橫向聯繫垂直整合有困難、加上長官對婦女/性平不重視，較難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婦女政策與福利。

長官較不重視本項業務，主管對性別平等(同性)的觀念較保守，活動時無法呈現。

 關於婦女中心：

人不來(時間?地區?需求?)想推的課程推不起來!

經費不足，又因婦女中心是公設場地，民眾較有距離感。

婦女中心特色發展推動與培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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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V.S性平」覺得困擾的地方

婦女v.s.家庭？男性相較婦女有較多的經濟支持，而中心只能情感性、陪伴、中
間的引導與連結。

婦女究竟是不是弱勢？因為刻板印象、天花板效應造成薪水差異，好像確實造成
婦女容易成為弱勢族群..。

從一開始確實對弱勢、單親的婦女福利服務一直到現在的性平，反而以缺少婦女
為主體；若併在其他領域的話，又會被忽略婦女的基礎服務及主體性。

婦女中心只能衝KPI，也對自己工作感到懷疑。

因缺少人和經費，花很多力氣培植婦團來協力，

為何沒有男性福利服務？男性相較婦女有較多的經濟支持？男性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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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婦女政治參與



（一）推動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建立。

（二）女性參政突破三成，並邁向四成目標。

（三）提升政府公務人員體系的兩性平等。

（四）於各級政府部門廣設參與式民主機制，並提昇女性的代表性。

（五）深化女性結社權，並促進婦女國際參與。

二、婦女勞動與經濟



 （一）落實兩性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消除婦女職場就業障礙，營造友善、尊重兩
性平權之就業環境。

 （二）建立多元管道，開發女性勞動力，並輔導女性創業，以促進女性就業能力之延伸
與發展。

 （三）訂定彈性工時制度，反應女性勞動參與之特性。

 （四）強化家庭支持體系，累積女性勞動參與之人力資本。

 （五）加強婦女勞動力研究分析，強化婦女勞動力投資，提升婦女人力資源與勞動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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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婦女福利與脫貧



（一）建立普及照顧福利服務制度及體系。

（二）結合促進婦女充分就業政策，推動照顧福利服務。

（三）充分計算女性勞動貢獻，建立老年婦女經濟安全制度。

（四）提供各類弱勢婦女脫貧、照顧、住宅、生活等福利措施。

（五）加強福利機關（構）的人力與預算。

 六、婦女人身安全



 （一）加強專責機構的人力與預算；落實並深化現行婦女人身安全保障的政策。

 （二）從女性不同的處境、年齡、社會地位觀點出發，發展不同的婦女的人身安全政策。

 （三）創造婦女參與治安決策機制。

 （四）改造中央與地方警政機關，逐年增加女性警政人員參與決策之比例。

 （五）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減少犯罪機會，以保障婦女人身安全。

 （六）推動家庭暴力防治法令的修改，建立客觀且免於性別歧視的審判原則。

 （七）訂定法規嚴禁警政、司法、醫療、教育、社政等單位以作為或不作為方式，導致二
度傷害女性之問訊、診療資料或現場畫面流入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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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有政策均應納入不同族群女性及弱勢婦女的需求：



 國家對於不同族群女性及弱勢婦女的個別需求，以及所面對
的具體困境均應予以重視，並依弱勢優先之原則納入政策。而
不同族群的兩性經驗、女性觀點，以及各族群原有的平權共治
模式，應加以尊重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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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團體係指以婦女為主體服務對象，或投入婦女福
利服務工作、促進婦女權益倡議者。

資源盤點項目應包含婦女團體發展概況、區域分布、
服務屬性、運作量能分析、接受縣市政府補助及委辦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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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份子

行動的受體

組成的宗旨

培力目標的設定，通常分為短程目標與長程目標：1.短程目標
是為因應立即的狀況。

2.長程目標則是要培力婦女團體學習解決問題、改變環境所需
的知識和技巧。

所謂的短程目標，就是因應目前縣市內婦女福利之所需，例
如，家暴法剛通過時，需要有團體能夠提供相關的社工服務，
縣市可能採取的做法有二，第一，培力專業社工團體對於家
庭暴力的認識，以協助提供服務。第二，培力婦女團體關於
社工服務的專業，同時聘請社工專業人力，以提供服務。這
兩種培力模式均可視為是短程目標的培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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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的年資不代表發展的階段。同時，具備某種能
力的團體，不代表在每一個面向能力都很強。例如，
一個倡議能力很強的團體，不見得具備招募志工與
培力志工的能力；又或者，一個行銷募款能力很強
的團體，不一定具備倡議的能力、不一定理解如何
參與公共政策的討論。

資深v.s.新興婦團

一個社會團體的領導人，大概都會面對到以
下三個主要的議題。

第一，募集到足夠的資源，包括人跟財務的
資源;

第二，培訓工作人員，以及組織的永續發展;

第三，解決組織中所發生的衝突。

12



第一，個別督導。邀請對於縣市業務，以及組織發展熟悉的
學者專家針對領導人進行定期的督導訓練。

第二，可以考慮將前述的婦女團體聯繫會議，區分為領導人
會議與工作人員會議，如此區分將能更細緻的討論到各自的
議題。

第三，可以參考國外許多基金會培訓領導人才的方式：實習
計劃。將接受培訓的領導人帶到希望學習的機構，也許二個
星期的時間，就能察覺自己需要精進的地方。

第四，機構觀摩。在時間不充裕的情況下，機構觀摩是一個
快速的選項

宣導內容多元性

對於同一個宣導主題依不同對象的生命需求(可依性別、
年齡、族群等人口特性區分，一般民眾不列計分數)，
規劃差異性宣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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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就業困境與支持
台灣女人連線 理事長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執行長 黃怡翎

2019.9.18

近十年來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力參與率/ 計 (％) 勞動力參與率/ 男 (％) 勞動力參與率/ 女 (％)

2008年 58.28 67.09 49.67

2009年 57.90 66.40 49.62

2010年 58.07 66.51 49.89

2011年 58.17 66.67 49.97

2012年 58.35 66.83 50.19

2013年 58.43 66.74 50.46

2014年 58.54 66.78 50.64

2015年 58.65 66.91 50.74

2016年 58.75 67.05 50.80

2017年 58.83 67.13 50.92

資料來源：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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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發展史中的女性職業傷病

3

•1972 淡水飛歌事件
•1973 高雄旗津「高中六號」沉船事件

•RCA員工集體罹癌事件
 1994年揭露
 2015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判
 2017年台灣高等法院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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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64歲已婚女性之就業狀況

年
別

總
計

現在有工作 現在沒有工作

計
曾因
結婚
離職

曾因
生育

(懷孕)
離職

曾因其
他原因
離職

婚前至
今一直
有工作

婚前無
工作，
婚後才
開始工
作且一
直工作
至今

計
曾因結婚
離職且曾
恢復工作

曾因結
婚離職
至今一
直未工
作

曾因生
育(懷孕)
離職且
曾恢復
工作

曾因生
育(懷孕)
離職至
今一直
未工作

曾因
其他
原因
離職

婚前至今一
直未工作

2000 100 49.73 7.31 6.47 1.78 29.50 5.08 50.27 1.79 20.42 1.72 8.08 6.65 11.88

2003 100 50.54 8.91 5.88 3.35 27.26 5.64 49.46 2.26 17.56 1.61 8.00 7.95 12.38

2006 100 52.55 9.06 6.76 3.39 28.80 5.03 47.45 2.78 17.11 1.92 6.71 9.84 9.41

2010 100 54.47 8.79 6.50 3.85 29.52 6.19 45.53 2.91 14.46 2.42 7.16 10.09 8.76

2013 100 55.93 7.18 6.36 4.15 31.97 6.98 44.07 2.66 12.52 2.04 7.35 12.15 8.42

2016 100 57.24 10.05 7.41 4.66 30.39 6.53 42.76 2.96 12.45 2.35 7.81 12.46 7.6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高達43.03%女性曾因婚育離開職場！！！

職業婦女的蠟燭兩頭燒

看不見的女性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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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7度勞保核發過勞案件數

總計 傷病 失能 死亡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2011 88 83 5 31 28 3 9 8 1 48 47 1

2012 92 82 10 28 23 5 26 22 4 38 37 1

2013 68 58 10 20 16 4 16 13 3 32 29 3

2014 67 56 11 28 22 6 20 17 3 19 17 2

2015 83 75 8 36 32 4 21 18 3 26 25 1

2016 68 62 6 36 31 5 17 16 1 15 15 0

2017 84 74 10 29 24 5 25 21 4 30 29 1

• 七年來已有550件
勞工過勞，其中有
208人死亡

• 平均不到5天，有1
名勞工過勞發病，
約12天，有1名勞
工過勞死！

• 女性案件比例偏低

單位：件數

資料來源：勞保統計年報

2017年性別統計

總計 男性 女性 女性佔男性比率

平均工時(小時) 169.60 171.50 167.20 97.50%

平均薪資(元) 49,989 54,066 45,333 83.85%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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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5歲以上女性每天平均料理家務時間

項目別 總計 照顧子女 照顧老人 照顧其他家人 做家事

2.60 0.62 0.13 0.19 1.66

勞動力狀況

就業者 2.22 0.65 0.08 0.07 1.42

失業者 1.64 0.24 0.07 0.02 1.31

非勞動力 3.01 0.60 0.18 0.32 1.91

單位：小時

資料來源：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家務工作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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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程度

■ 女性工作者的疲勞問題較男性嚴重，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女性工作較低階、較缺乏自主性、或
工作負荷較高有關，也有可能與女性工作者同時承擔家務工作有關

資料來源：「台灣受僱者疲勞的分布狀況與相關因素」張晏蓉、葉婉榆、鄭雅文等研究

生理上的差異

■ 雌激素對心血管的保護
– 女性罹患疾病年齡較男性晚10-15年

■ 女性過勞的反應
– 肌肉、肩頸、背脊和骨骼的痠痛
– 心理疾病

■ 夜班、輪班作業，罹患乳癌風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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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法令保障
勞動基準法（§49~52）

性別工作平等法
就業服務法（§5）

女性夜間工作之禁止（勞基法§49）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晚上10點至隔天凌晨6點間工作。

但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且符合下列規定者，不在此限：

•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夜間工作者，雇主不得
強制其工作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夜間工作時，
不受限第一項之規定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
之

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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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假/產檢假/陪產假
■ 勞基法（§50）

– 女工分娩前後，給予產假8週
– 妊娠3個月以上流產者，給予產假4週
– 受僱工作6個月以上者，產假工資照給；未滿6個月者減半發給
– 違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性工法（§15）
– 妊娠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1週
– 妊娠未滿2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5日
– 妊娠期間，給予產檢假5日，薪資照給
– 配偶分娩時，給予陪產假5日，薪資照給
– 違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勞基法母性保護條款（§51）

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
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違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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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時間保障

 勞基法（§52）
子女未滿一歲須女工親自哺乳者，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
次以三十分鐘為度，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性工法（§18）
子女未滿二歲須女工親自哺（集）乳者，雇主應每日給予哺乳時間60
分鐘，並視為工作時間。

受僱者於每日加班時間達一小時以上者，雇主應另給予哺（集）乳時
間三十分鐘。

違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性別工作平等法
就業歧視之禁止

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性騷擾之防制

23



1987年國父紀念館事件

■ 女性員工「單身禁孕」條款

■ 女性簽訂年滿30歲需離職的不平等契約

■ 國父紀念館表示：

女性30歲前才是「儀容端莊」

■ 婦女團體提案「男女工作平等法」之契機

就業歧視之禁止（§7~11）
第 7 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

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9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10 條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
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第 11 條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
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

就業服務
法第5條
第一項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
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違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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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日…同工不同酬仍存在

近十年來每人每月平均總薪資
每人每月薪資/ 計

(元)
每人每月薪資/ 男

(元)
每人每月薪資/ 女

(元)
女性占男性比率

(%)

2008年 44,367 48,994 38,829 79.25%

2009年 42,182 46,376 37,206 80.23%

2010年 44,359 48,716 39,195 80.46%

2011年 45,508 50,045 40,160 80.25%

2012年 45,589 49,935 40,486 81.08%

2013年 45,664 49,931 40,673 81.46%

2014年 47,300 51,464 42,481 82.55%

2015年 48,490 52,653 43,709 83.01%

2016年 48,790 52,824 44,168 83.61%

2017年 49,989 54,066 45,333 83.85%

資料來源：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玻璃天花板現象／職業種類性別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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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每人每月平均工時
每人每月平
均工時/ 計

(小時)

每人每月平
均工時/ 男

(小時)

每人每月平
均工時/ 女

(小時)

女性占男性
比率(%)

每人每月加
班工時/ 計

(小時)

每人每月加
班工時/ 男

(小時)

每人每月加
班工時/ 女

(小時)

女性占男性
比率(%)

2008年 179.7 181.9 177.1 97.36% 8.2 9.7 6.4 65.98%

2009年 176.7 178.4 174.8 97.98% 6.3 7.3 5.1 69.86%

2010年 181.1 183.3 178.4 97.33% 8.8 10.2 7.1 69.61%

2011年 178.7 181.2 175.7 96.96% 8.4 10.0 6.5 65.00%

2012年 178.4 180.7 175.6 97.18% 8.0 9.6 6.1 63.54%

2013年 177.0 179.5 174.2 97.05% 8.4 10.1 6.5 64.36%

2014年 177.9 180.3 175.0 97.06% 8.6 10.1 6.8 67.33%

2015年 175.3 177.6 172.5 97.13% 8.3 9.8 6.5 66.33%

2016年 169.5 171.7 166.9 97.20% 8.5 10.0 6.7 67.00%

2017年 169.6 171.5 167.2 97.49% 8.0 9.3 6.4 68.82%

資料來源：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職場性騷擾防治（§12、13）
■ 性騷擾定義
1. 交換利益：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
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 敵意性工作環境：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 違反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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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生理假
產假

育嬰留職停薪
哺集乳時間

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14）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天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天，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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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16、17）
■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

不得逾二年。
■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受僱者負擔之保

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 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可領6個月6成薪
■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勞工申請復職時雇主不得拒絕：

– 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
– 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
–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
–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 未能使受僱者復職時，雇主應於30日前通知，並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 所謂復職：指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作

歷年申請就保育嬰留停津貼案件數

合計 (件) 男 (件) 女 (件) 女性占全部比率(%)

2009年 26,472 4,808 21,664 81.84%

2010年 34,218 6,500 27,718 81.00%

2011年 40,498 6,928 33,570 82.89%

2012年 56,165 8,947 47,218 84.07%

2013年 62,595 10,308 52,287 83.53%

2014年 68,301 11,013 57,288 83.88%

2015年 85,872 14,258 71,614 83.40%

2016年 85,655 14,909 70,746 82.60%

2017年 85,022 15,050 69,972 82.30%

資料來源：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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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調整工作時間（§19）

■ 受僱於僱用30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為下列二
款事項之一

–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
– 調整工作時間。

家庭照顧假（§20）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薪資之計算依事假規
定辦理

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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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21）

■ 有關生理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育嬰留職停薪之復職、彈
性調整工作時間、家庭照顧假等之申請，雇主不得拒絕

■ 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 違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哺（集）乳室及托兒補助（§23）

■ 僱用受僱者100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 哺（集）乳室。
– 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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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女性勞動的基本人權，是企業與國家的重要責任，需有效落實，並提升相關意識。

2. 在母性保護的前提之下，如何平衡就業平等，及避免落入以性別做為工作區分的
性別刻板印象，仍是當前重要的議題。

3. 婚育及傳統照顧責任仍是影響女性就業的重大因素，政府應有效提供制度性的支
持，避免讓女性須面對家庭或工作的二選一的困境。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WWW.OSHLINK.ORG.TW

02-2321-7940

台灣女人連線
www.twh.org.tw
02-239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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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生命歷程中面臨的「就業」處境與支持

勵馨基金會多重歧視性別防治中心杜瑛秋 主任/社工師

傳統觀念認為婦女應該要
相夫教子、男主外女主內

丈夫是一輩子的依靠

當家庭主婦是幸福的（伸手牌）

家務事、小孩是女性負責的

女性要先把家庭顧好、要以家庭為重

孩子還小，長大後再找兼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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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故事-一般個案小清 的故事

婚後20‐30

•生孩子、照顧孩子

•家務管理/先生給錢

•房子在婚前一個月買，登記在先生名下下

孩子國小期
30‐40

•照顧孩子、家務管理

•先生給錢，要求要記帳、兩個孩子給予不同對待

•要工作要自己出錢孩子托育

孩子國中、
40歲

•照顧孩子、家務管理

•先生不給錢，家中帳單及東西先生付及買帳

•外出工作被限制不可交朋友

•先生要求離婚

朋友變少、
依賴先生

沒什麼朋
友、沒存
錢、不能
工作

被要求跟
姑嫂們當
朋友、一
無所有

沒自信、
自認沒
能力

沒朋友、
沒自信

妳周遭有沒有相同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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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中
沒工作少有朋友來往—支持系統缺乏
◦ 無自信、無自我、低自尊、容易有情感性疾病

沒工作，收入來源受限
◦ 經濟限制、受控制

◦ 遭受經濟虐待

◦ 無存款，突遭逢變故沒錢因應

◦ 伸手前前後，可能會被配偶譏諷、羞辱

◦ 沒錢給付國民年金

找工作受年紀影響—35歲以上找工作限制

找工作受教育程度、本身條件、年資影響

工作前沒自信、需要適應期較長

（35歲前妳選擇工作，35歲後工作選擇妳）

沒工作沒勞工保障、沒退休金

職業訓練或考試容易受影響—有些需要考筆試、術科

發生重大變故時，成為依賴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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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的趨勢
少子化、人口老化
◦ 重視中高齡人才運用

◦ 重視長期照顧

◦ 重視婦女需求
◦ 經濟、資產累積

◦ 就業、創業、脫貧

◦ 托育

◦ 社會企業

婦女就業好處
有收入-經濟獨立自主與自由運用，儲備未來生活，減少社會依 賴

有職場有同事—人際關係擴大
◦ 關係中自我理論：女性是屬於人際取向的特質，其透過與人際相互同理、回饋中得到自我認同、
支持。女性負面情緒例如焦慮等是因為人際互動不良產生等，例如與配偶的相處。

有工作-自我肯定、成就感

有工作-減少因為經濟不足與伴侶衝突、焦慮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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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增加孩子認同：美國研究指出，大學畢業婦女就

業有助於子女仿效與認同、實務上母親

就業也有助於子女

保持勞動力、與社會不脫節

提供家務分工的機會-子女、配偶或其他家人

增加婦女在家中的地位、權力

就業種類
◦ 全職

◦ 兼職-部分工時

◦ 全職創業

◦ 兼職創業-網拍、手工藝（食品）擺夜市

◦ 職訓參與---與未來就業、創業要結合才鼔勵

促進婦女就業支持方案發想/規劃

個案工作

團體活
動/課程

廠商參
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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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就業意願＝就業動機+就業需求

就業
動機

就業
需求

就業
意願

想要

計畫找工
作

行動找工
作

經濟需
求

成就與
教育需
求

負債需
求

經濟不
安全感

打發時
間

其他

激發婦女就業動機/需求撇步
找願景
◦ 從自我生涯發展/職業發展找婦女願景(生涯卡)

從子女
◦ 從子女未來教育發展激發就業動機

從財務面
◦ 從目前財務引導看未來（玩財務遊戲）

從老年、性別
◦ 引導其看到對未來老年或遭逢變故需求

原則:
1.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
的關係建立好的關係

2.站在服務對象的立場
去遊說、激發

3.把握各種時機點，引
導服務對象看到未就業

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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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內外
在障
礙多

內在障礙

本身條件
不足

語言文化
不熟

家庭/親友
資源不足

暴力

創傷影響

就業身心
準備

相關就業
資訊不足

外在障礙

就業機會
不多

就業歧視

就業條件
限制

促進就業
資源缺乏

交通缺乏

就業障礙解決的網絡

弱勢婦女
就業障礙

解決

弱勢婦
女

婦保社
工

就業社
工

目睹兒
童

雇主

社福中
心‐社會

局

親友協
助

學校/托
育系統

照顧與母職分
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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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課程:以服務對象需求
舉辦促進就業的活動/團體(婦女、親子):親子金融、人生大富翁、下午茶沙龍活動、生涯
規劃活動

舉辦促進就業的課程:電影、如何累積財富、如何足夠費用教育子女、就業自我形象、婦
女就業禮儀

已就業服務對象回娘家相互分享就業情形

舉辦就業支持團體-喘息、支持職場和家庭壓力

廠商參訪體驗活動
廠商職業認識，順便徵才

廠商參訪

職業一日或半日體驗活動

廠商工作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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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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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婦女就業協助

時間：108年9月18日
報告人：陳彥蓁

單親婦女的難題

求助原因近9成為經濟
問題，其根源在於無
法穩定就業。

01

02

03

• .

單親+中高齡

單親+學經歷

單親婦女
因｢照顧幼子｣比例佔達65.71%

因｢欠缺工作技能｣比例佔達
28.57%

因｢身體狀況不佳｣、｢精神狀況
不穩定｣、｢照顧長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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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的難題

3

02

03

01

時間無法配合

• 要照顧子女，上

下課接送

• 家庭照顧者有老

的小的要照顧

工作能力條件
不足

• 學經歷上相比

• 偏向體力活

• 個人自信與自認

能力偏低

長期未踏入職場

• 自信心與意願的問題

• 勞動市場的現實面

照顧 經濟

生存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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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否的考量
身心理狀態：
體力、疾病(身體病痛與
心理疾患)及長期用藥

家庭經濟負擔：
經濟需求急迫程度
有人幫，還是只能靠自己
還有債務問題

身兼家庭照顧角色：
要先照顧好家裡
才能穩定工作
有人支持才行

工作技能：
學歷、證照
遵守職場規範、溝通
能力，到具備專業技能

工作心態：
意願的準備、對就業環境
的現實感

社工要努力的面向

6

意願

嘗試

穩定

盤點個案財務狀況，了
解用錢行為，為了想要
過的生活樣貌設定目標
與願景，進而願意嘗試
就業。

斜槓職涯：發展多元專業
零工經濟：非典型就業

收入穩定比工作穩定更
重要

陪伴

開發機會

授予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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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診斷知能

7

 連結專業：與林桂碧老師、
馴錢師、賽珍珠基金會合
作

 嚮往的生活藍圖
 檢視花錢行為、養成記帳
習慣

 設定目標、開源節流
 探詢自身優勢擬定職涯規
畫

求職技能準備

8

履歷
撰寫

面試技巧

心理
準備

生涯規劃、職涯探索團體、就業
工作坊、職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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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9

保母班
家事清潔
月嫂訓練
家庭代工
縫紉
媒合全聯工作
胖媽廚房
…

10

從興趣/喜歡/專長下手

105-106年
保母訓練班

縫紉專長 53



11

家庭代工(106) 家事清潔服務介紹(106)

從簡單的工作入門
從彈性的時間做起
媒合在地的友善店家/企業：
早餐店/飯店房務/送餐服務…..等

月嫂培訓

培力的歷程

王子烙縫紉手作品
購買機器

在家施作

討論作品

創
造
購
買
市
場/

討
論
行
銷
定
價/

結
合
穩
定
攤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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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鋪成的成果

婦女館展售

百納被成果

市集擺攤

胖媽廚房

找回做美食的
熱情，走出喪
偶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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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友善企業—全聯福利中心

15

認識

嘗試

理解

<加速彼此認識>
1.透過活動認識單位
2.把案家的困境說明白
3.簡化企業求職條件

<選擇適合企業條件>
 店面區域普及，符合在地
就近工作之優勢

 企業願意幫助弱勢
 職缺多元，願意釋放求職
條件/彈性空間

<較易成功的求職關鍵>
1.製造機會認識與嘗試
(職場體驗與面試)

2.百聞不如一試

<較易成功的錄取關鍵>
 讓區域店家經理認識
服務對象

 與店經理直接面試
與討論，決策快速

 在地幫助在地

 嘗試後，各種狀況的調整
與討論。

1.更能了解適合的個案類
型，提升媒合精準度

2.對店家／企業的更多認
識，擴展合作的可能性

3.重視與婦女工作後續的
追蹤與討論，修正培力
的方向與內容。

全
聯
福
利
中
心
職
場
操
作
體
驗-

依
不
同
工
作
類
型
實
際
操
作
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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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培力是

一個需要長時間扎根連結的工作

一個無法以量取勝的工作

一個需要更多友善夥伴的工作

一個能改變人生，擺脫經濟困境的工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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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aSo 到咖手 885 
成為職場女性的溫柔後盾！「到咖手」讓主婦們發揮照顧專業 
By 社企流/郭潔鈴 Date：02 / 11 / 2018 

上有長輩、下有小孩要照顧的中生代女性，被稱為負荷雙重壓力的「三明治族」。由於傳

統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當家中成員需要照顧時，大多由女性承擔較多的責任，甚至不得

不於人生黃金時期放棄職涯。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公布的 2016 年性平報告指出，25 至 29 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 9 

成，與男性差異不大；然而 30 歲後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卻急遽下滑，降至 29%，主因

為女性在面臨婚育及照顧家人的情況時，往往需在家庭或工作之間做出抉擇。 

因家庭因素而離開職場的女性大多一去不復返，其中有 90% 選擇永遠離開職場。婦女新

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認為，薪資待遇偏低及升遷不易，都是女性難以二度就業的原因。 

曾在電子商務公司擔任人資主管的洪莉茜，同樣地遇上了因照顧家人而離職的難關，正值

中年的她發現身邊許多有能力、有體力的同齡女性，皆難以重返職場發光發熱。 

「一旦女性離開職場，以人力資源的角度來說，是很可惜的浪費。」因此洪莉茜於 2015 

年成立了「到咖手 885」平台（以下簡稱到咖手），運用離職女性照顧家人的經驗與專業，

成為仍在職場奮鬥者的後盾。 

到咖手的名稱取自於台語「幫手，幫幫我」的諧音，從名字便可一窺洪莉茜的理念，正是

透過人與人的互助達到共好。 

洪莉茜觀察發現，40 多歲的女性，可能是家庭主婦，或處於退休、半退休的狀態，而她

們的孩子多半還在國高中階段，因此很難超時工作。「如果能夠讓她們有一份彈性工時的

工作，對這些媽媽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於是洪莉茜籌組離職女力，讓她們於閒暇時刻

可以接案照顧長輩、賺取經濟收入，並重新找回自我價值感。 

職務再設計，開發「黃金三環」照顧模式 
在到咖手平台中，洪莉茜參考了荷蘭居家護理機構 Buurtzorg 的社區照護模式和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的 All in One 照顧服務，開發了一種創新的「黃金三環」照顧模式。 

「黃金三環」照顧小組中包含了治療師、照顧服務員及生活老師 3 種角色。治療師如同

扮演後勤部隊，由「師字輩」的醫療人員替長輩開課表、規劃指導建議，當中成員包括職

能治療師、物療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與護士；照顧服務員和生活老師則為第一線的服務提

供者，可將長輩情形立即回報給治療師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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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莉茜解釋道，由治療師及照顧服務員等具醫療背景的人士，提供生活老師更專業的資訊，

這樣的模式是職務再設計，可以讓三者「專業有靠」，壓力不會僅落於任一方身上。 

加入到咖手的治療師與照顧服務員，多半為洪莉茜於創業初期，參加無數場研討會、講座

時累積而來的人脈，因認同到咖手理念而加入這份事業；而第一批生活老師則是在洪莉茜

舉辦「關懷陪伴培力營」時尋得，後續則靠現有成員以口碑傳播，拉攏有志一同的夥伴。 

 

到咖手平台的「生活老師」，約為 40 多歲的離職女性，這群媽媽大部分沒有醫療或照顧

背景，但卻有各自擅長的領域，例如曾是音樂老師、美術老師、園藝大師，或是燒得一手

好菜的家庭主婦。洪莉茜表示：「我們會借重生活老師本身的生活經驗，因為我們不可能

憑空就來到這個年齡，一定有原生家庭或夫家的歷練。」 

在到咖手中貢獻所長的媽媽們，主要提供生活化的照顧服務。舉例來說，有位媽媽是名綠

手指，她時常陪伴一位失智奶奶，一起將家裡陽台上種滿植栽，帶著她親手翻土、播種、

澆水，並賦予奶奶定期幫植物澆水的任務，讓她的生活更有目標。 

生活老師獲取報酬的方式是以時薪計價，一次服務皆為 2 小時起跳。除了物質上的收穫

之外，生活老師的專業能力與心理層面，也能因服務他人而獲得提升。 

洪莉茜表示：「長輩覺得（服務）好玩，阿姨、大姐（生活老師）們也覺得很有意義，她

們就更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若生活老師有進修意願，洪莉茜也會安排需自費的進修課

程，例如芳療、腹式按摩、藝術輔療等知識。不僅如此，照顧服務員和生活老師之間也還

能互相交流，甚至因個人情況更換角色。 

洪莉茜表示：「照顧服務員在台灣的年齡很多超過 55 歲，若有一天因為體力不好而流失

立場，不是很可惜嗎？所以我們提供彈性，讓他能轉作生活老師；同樣地，當生活老師進

到照顧產業，如果越做越有興趣，也可以再去上照顧服務員的培訓課程，所以這兩邊是可

以互相交流的。」 

此外，洪莉茜招募生活老師時，還會特別著重溝通兩大面向，以確保她們不僅是單純奉獻，

還能保有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到咖手的這群女性，在幫助長輩重新覓得生活熱情的同

時，也替自己的生活增添了幾分精采。 

1、服務奉獻和自身家庭要平衡 

洪莉茜表示，到咖手訴求的是讓離職女性能活用自己的彈性時間，切記不可一心一意為他

人服務，而忘卻自身家庭的需求。 

2、重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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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莉茜解釋道：「很多女性前半生為了學業、工作、及成家後的家庭奉獻，都忘了自己的

存在。」於是到咖手以社群力量，凝聚了一群夥伴，彼此互相學習、互相支持。 

我們經營這樣的『初老群』，希望透過走進別人的家庭後，再反思自己對生命未來的

想像。 

洪莉茜表示，人們對於照顧的既定印象，多半止於替長輩擦澡、拍背等生理層面的服務，

而到咖手的生活老師則試圖欲兼顧長輩的生理與心理層面，令他們活躍老化。我們不想取

代外籍勞工，也不想被貼上看護的標籤。我們希望用最平易近人的、生活化的方式，來讓

長輩獲得更多的精采。 

 

本文節錄自社企流原文標題：需要幫忙時，就有人來「到咖手」：讓主婦們發揮照顧專業，成為職

場女性的溫柔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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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qual treatment is 
integrated into steering 

processes

Women and men are equally involved 
in decision making

Gender-sensitive language
Equal access to and 

utilisation of services

Gender-specific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64



a.

b.

/
c.

9

d.

e.
/

f.

1065



66



????

???

67



a.

b.

/
c.

15

d.

e.
/

f.

1668



1.

2.

3.

4.

69



1

2
3

4

5

19

6
/

7

8

9
10

11

2070



21

22

/ / ....

71



23

24

•

•

•

•

•

•

•

•

•

•

•

•

•

•

•

72



25

26

1
2

3
4

5
6

73



HARVARD ANALYTICAL FRAMEWORK

Dpu FRAMEWORKS
◦ Moser (tripe roles) framework (
◦ Levy (web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framework
Gender analysis Matrix (GAM) (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framework (Longwe)
Capac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framework (CVA) (

)
Prople oriented framework (POP)

Social relations approach framework (SRA) (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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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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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n et al., 1987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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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Master‘s Tool

will never dismantle 
Mater’s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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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Improvement

1.  
2.  
3.  
4.  

79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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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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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 Kettn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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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of service

service completions

83



reliability

responsiveness

(accessibility)

(assurance)

(empathy)

(security) 

(tangibles)

84



(numeric counts)

(standardized measures)

(level of functioning scales)

(client satisfaction)

(cost per unit)

Index of Self-Esteem, ISE
Index of Peer Relations, IPR

Index of Family Relations, 
IFR

Index of Parental Attitudes, 
IPA

Child’s Attitude toward Mother,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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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s Attitude toward Father, CAF

Index of Brother Relations, IBR

Index of Sister Relations, ISR

Children’s Behavior Rating Scale, CBRS

Fischer, J., & Corcoran, K. (1994). Measur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 Free Press.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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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 Evalua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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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方案設計與評估研習 

分組討論二：方案的目標與目的 

方案名稱

本方案所要

解決的問題

或所要滿足

的需求為

何？

方案的目標

與目的

目標一：

目的 1-1： 

目的 1-2：

目的 1-3： 

目標二：

目的 2-1： 

目的 2-2：

目的 2-3： 

目標三：

目的 3-1： 

目的 3-2：

目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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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五：評估指標與測量工具

方案名稱 

     指標與測量    

工具 

  目  的 

效率

Efficiency 
成果

Outcome 
品質

Quality 

運用哪些測量

工具？ 

designed by 許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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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六：過程評估設計 

方案名稱

過程評估

的主要目

的為何？

我們預計

採用哪一

種方法作

過程評

估？

我們預計

如做過程

評估？

designed by 許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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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七：總結性評估－質化還是量化？ 

方案名稱

我們的方

案為什麼

適合質化

或量化評

估？

評估對象

是誰？

（請說明選擇評估對象之方法）

資料蒐集

方法

（請說明資料蒐集過程）

資料分析

方法

（請說明如何分析資料） 

designed by 許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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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名單          

 (組內依姓氏排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1 
組 

孔昭懿 高雄市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 主任 

王秀珍 桃園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 科長 

吳翠蓮 雲林縣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科長 

莊彩鴦 嘉義市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科長 

陳怡杏 臺北市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 

陳彥蓁 臺北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股長 

彭美玉 新竹縣社會處婦幼福利科 科長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2 
組 

王  婕 
臺中市西大墩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
會) 

社工員 

江梅申 臺東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社工督導 

李穎倩 
臺北市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
會) 

社工督導 

范惠淵 新竹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竹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社工督導 

張寧純 南投縣埔里區婦女服務站(南投縣樂活婦女關懷協會) 社工員 

楊亞芝 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社工師 

駱識安 
臺中市三十張犁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天主教曉明社會福
利基金會) 

社工督導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3 
組 

姜欣妤 新竹市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社工師 

高玉姍 基隆市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 社工員 

黃珮婷 屏東縣社會處婦幼科 社工員 

楊巧雯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廖佩盈 臺中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社工師 

蔡宛庭 臺南市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 社工師 

蔡昇倍 雲林縣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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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4 
組 

李翊寧 南投縣草屯區婦女服務中心(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社工員 

邱莉茹 南投縣埔里區婦女服務站(南投縣樂活婦女關懷協會) 職員 

莫雅寒 臺東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社工員 

陳思妤 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研究員 

陳韋廷 南投縣南投區婦女服務中心（南投縣家長關懷教育協會） 社工員 

劉素蓉 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 社工員 

劉淑淇 臺東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社工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5 
組 

李姍儒 臺北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科員 

林美宜 嘉義縣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科員 

陳宜芬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婦女及新住民事務科 科員 

陳盈秀 雲林縣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科員 

陳傳怡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黃美珠 澎湖縣社會處社工婦幼科 科員 

蔡依芬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師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6 
組 

吳采蓉 高雄市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阮庭卉 屏東縣女性夢想館(公辦公營) 社工員 

游虹芝 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曹湘筠 連江縣衛生福局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湯忻蓉 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專案人員 

蕭詩怡 嘉義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韓忠懷 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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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修

註：若有誤植或更動請隨時告知，謝謝

編

號

中心所在縣市及中心

名稱
承辦單位 聯絡電話 住址 FB粉絲頁名稱

1 臺北市婦女館
台北基督教女青

年會
02-23023691 臺北市萬華區艋舺

大道101號3樓
臺北市婦女館－台

北好人家

2 臺北市內湖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中華民國肯愛社

會服務協會
02-26349952 臺北市內湖區康樂

街110巷16弄20號7
臺北市內湖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3 臺北市大安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愛鄰社區服

務協會
02-27007885 臺北市大安區延吉

街246巷10號5樓
大安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4 臺北市大直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婦女展業協

會
02-25321213 臺北市中山區大直

街1號2樓
臺北市大直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5 臺北市文山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愛鄰社區服

務協會
02-29359595 臺北市文山區景後

街151號3樓
文山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6 臺北市北投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婦女展業協

會
02-28961918 臺北市北投區中央

北路一段12號6樓
北投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7 臺北市松德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天主教善牧社會

福利基金會
02-27599176 臺北市信義區松德

路25巷60號1樓
臺北市松德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8 臺北市萬華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北基督教女青

年會
02-23030105 臺北市萬華區東園

街19號4樓
萬華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9 臺北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

中心

天主教善牧社會

福利基金會
02-25580170 臺北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7樓
臺北市西區單親家

庭服務中心

10 臺北市東區單親家庭服務

中心

臺北市觀音線心

理暨社會關懷協
02-27685256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251巷46弄
臺北市東區單親家

庭服務中心

11 臺北市新移民婦女暨家庭

服務中心

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
02-25580133 臺北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7樓
臺北市新移民婦女

暨家庭服務中心

12 新北市婦女服務中心
新北市志願服務

協會
02-89519029 新北市板橋區區運

路111號3樓
新北市婦女服務中

心

13 桃園市婦女發展中心
桃園市基督教女

青年會
03-3648213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

路147號2樓
桃園市婦女發展中

心

14 新竹市婦女館
新竹市政府社會

處
03-5351312 新竹市東區中央路

241號8樓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15 新竹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新竹市基督教女

青年會
03-6570892 新竹縣竹北市縣政

二路620號
新竹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6 苗栗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生命之愛文教基

金會
037-336823 苗栗縣苗栗市水源

里金鳳街22號
苗栗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7 臺中市大甲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04-26762655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

里水源路169號 大甲婦女館

18 臺中市西大墩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聖母聖心修女會 04-24527113 臺中市西屯區光明

路160號2樓
西大墩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9 臺中市三十張犁婦女福利

服務中心

天主教曉明社會

福利基金會
04-24377155 臺中市北屯區旱溪

西路三段260號1樓
三十張犁婦女福利

服務中心

20 臺中市犁頭店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瑪利亞社會福利

基金會
04-24713535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

路一段450號 犁頭店婦女中心

21 臺中市綠川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晚晴婦女

協會
04-22800015 臺中市東區東光園

路100巷6弄161號1
台中市綠川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22 臺中市豐原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灣陽光婦女協

會
04-25250972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

北路一段355號4樓
臺中市豐原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各縣市婦女中心/館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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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心所在縣市及中心

名稱
承辦單位 聯絡電話 住址 FB粉絲頁名稱

23 臺中市海線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私立弘毓

社會福利基金會
04-26887810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

路169號2樓
臺中市海線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24 臺中市東勢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私立弗傳

慈心社會福利慈
04-25772899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

路七段366號
東勢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26 彰化夢想館
中華民國基督教

女青年協會
04-7624922 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656號4樓 彰化夢想館

26 彰化縣政府田中區婦女中

心

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
04-8762967 彰化縣田中區斗中

路一段222號3樓
彰化縣政府田中區

婦女中心-承辦單

27 南投縣草屯區婦女服務中

心

南投縣基督教青

年會
049-2009996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

街55號3樓
幸福築夢園 南投

縣草屯區婦女中心

28 南投縣南投區婦女服務中

心

南投縣家長關懷

教育協會
049-2247805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

二路85號2F
南投縣政府婦女服

務中心

29 南投縣埔里區婦女服務站
南投縣樂活婦女

關懷協會
049-2995428 南投縣埔里鎮東興

一街79號
南投縣樂活婦女關

懷協會

30 雲林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雲林縣政府社會

處
05-5522572 雲林縣斗六市府文

路22號
雲林性別平權基地

站

31 嘉義市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嘉義市政府社會

處
05-2340828 嘉義市西區德安路6

號

嘉義市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32 嘉義縣婦女暨青少年福利

服務中心

嘉義縣紫藤婦幼

關懷協會
05-3621763 嘉義縣朴子市祥和

二路西段2號4樓
嘉義縣婦女暨青少

年福利服務中心

33 臺南市婦女服務中心
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
06-2985885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

西路二段315號7樓
臺南市婦女中心

07-7466900 高雄市鳳山區光復

路二段120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

心☉親子

07-397967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

一路777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女館

35 屏東縣女性夢想館
屏東縣政府社會

處
08-7385188 屏東縣屏東巿華正

路95號3樓
屏東縣女性夢想館

36 基隆市婦幼福利服務中心
基隆市政府社會

處
02-24314284 基隆市安樂區麥金

路482號

基隆市婦幼福利服

務中心

37 宜蘭縣婦女暨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宜蘭縣政府社會

處
03-9328822 宜蘭市同慶街95號4

樓

宜蘭縣婦女暨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

38 花蓮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花蓮縣政府社會

處
03-8246385 花蓮市文苑路12號3

樓

花蓮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花好學

39 臺東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台灣安心家庭關

懷協會
089-336367 臺東市豐榮路53巷1

號

台東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40 澎湖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澎湖縣政府社會

處
06-92686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

路242號

澎湖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41 金門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金門縣婦女權益

促進會
082-334166 金門縣金湖鎮瓊徑

路35號

社團法人金門縣婦

女權益促進會

42 連江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連江縣政府衛福

局

0836-
25022#311

連江縣南竿鄉清水

村131號5樓
連江縣婦女福利讚

3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

少年活動中心/婦女館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

104



~筆    記~ 

                                                       

                                                             

                                                             

                                                       

                                                             

                                                             

                                                       

                                                             

                                                             

                                                       

                                                             

                                                             

                                                       

                                                             

                                                             

                                                       

                                                             

                                                             

105



~筆    記~ 

                                                       

                                                             

                                                             

                                                       

                                                             

                                                             

                                                       

                                                             

                                                             

                                                       

                                                             

                                                             

                                                       

                                                             

                                                             

                                                       

                                                             

                                                             

106



~筆    記~ 

                                                       

                                                             

                                                             

                                                       

                                                             

                                                             

                                                       

                                                             

                                                             

                                                       

                                                             

                                                             

                                                       

                                                             

                                                             

                                                       

                                                             

                                                             

107



~筆    記~ 

                                                       

                                                             

                                                             

                                                       

                                                             

                                                             

                                                       

                                                             

                                                             

                                                       

                                                             

                                                             

                                                       

                                                             

                                                             

                                                       

                                                             

                                                             

108


	封面
	目錄
	108年婦女中心進階培力-手冊全(已有夾板)
	108091819進階議程
	福利性別觀點的重要性2-1
	20190918婦女就業的困境與支持(婦權基金會)2-1
	杜瑛秋講義2-1
	單親婦女就業協助(臺北市)2-1
	方案設計與評估研習作業表單
	分組名單
	筆     記
	筆     記
	筆     記
	筆     記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