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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2組「勞動與經濟」 

第6屆第3次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賴主任秘書緣如 

四、 出席者及列席者：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工作報告： 

(一)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請列管單位將相關提報業務納入本組政策方針

重點工作辦理情形，本案解除列管。 

 

(二) 本組政策方針重點工作110年度辦理情形。 

委員建議： 

1. 有關重點工作「提供一般及弱勢婦女促進就業措施，配

合不同族群屬性需求，協助適性就業。」建議提報單位

呈現辦理情形時，統整族群類別並增加投入金額。 

2. 有關重點工作「結合企業推動中高齡女性的職務再設

計，強化不同職能的配套訓練措施。」建議增加中高齡

女性之就業成果，並考慮與其他局處合作辦理職業訓練

班(例如：電商網路行銷專班與農業局(第二專長)職業

訓練合作)。 

3. 另外建議經發局、農業局及原民會，在提報「破除傳統

刻板印象之就、創業限制，消除職業性別隔離，開拓女

性就業領域。」應聚焦於重點工作指標與提報內容之關

聯性。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依委員建議事項辦理，另請就業服務處於下次會

議提供「弱勢女性(家庭暴力被害人、二度就業婦女、遊民

及新住民)就業成果專案報告」。 

 

 



七、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勞工局 

案由：有關本組110年度及111年度跨局處合作議題乙案（附件1/附

件2），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5屆第3次定期會議決議辦理。 

辦法：討論後如有修正事項，依決議修正。 

委員建議： 

1. 110年度跨局處合作議題： 

(1) 建議社會局補充「編聚工作坊」及「青少女培力計畫」辦

理情形，並呈現與性別目標之關聯性。 

(2) 建議社會局補充「GoFunGoJump」就業培力服務之執行成

果。 

2. 111年度跨局處合作議題： 

(1) 「計畫緣起」建議納入原住民及新住民女性青年之就業情

形分析。 

(2) 性別目標「友善就創業環境」建議增加勞動權益相關申訴

管道。 

(3) 建議增加非典型就業女性青年相關資源投入議題，亦請經

發局協助思考與青商會、扶輪社研議提供女性青年加入社

團實習的機會。 

決議：請依委員建議事項辦理(修正計畫內容如灰底所示)，餘照

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上午11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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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勞動與經濟組 

110年「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成果報告 

壹、 計畫依據： 

一、 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第2組勞動與經濟組重點工作

(一)提供一般及弱勢婦女促進就業措施，配合不同族群屬性需求，協

助適性就業」。 

二、 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2組勞動與經濟組第5屆第3次分工小組會

議。 

三、 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近20年女性在教育程度提升、服務業就業機會增加及政府實施母性保護

措施下，女性勞動參與率由87年45.60%上升至109年51.41%，計提升5.81個

百分點。可見女性進入職場的比例逐年持續上升，女性勞動力已是社會發展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惟相較109年男性勞動參與率為67.24%，仍有再精

進空間。 

參、 性別目標： 

縮減性別經濟落差，並兼顧多元族群職能女性之發展，提供跨機關整合服務

措施。 

肆、 主責機關：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伍、 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陸、 實施期程：110年至111年 

柒、 執行策略： 

一、 建構友善就業創業環境：提供青年女性相關補助資源並整合跨局處訊

息。 

二、 培力女性青年職涯知能：協助女性青年釐清職涯規劃，並提升其投入

就業創業所需具備之知能。 

三、 加強多元族群職能輔導：扶助多元族群之女性青年，鼓勵多元就業。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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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內容及成果: 

備註: 
1. 方案包含計畫、政策、措施等。 
2. 執行成果應包含量化(場次、人數、執行經費)及質性(符合在地情形、成效、檢討與工作建議)成果，並應包含性別主流

化工具應用情形，如性別統計、是否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等。 

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主 責 機
關： 
勞工局 
執 行 機
關： 
勞 工 局 、
經 濟 發 展
局 、 農 業
局 

1. 性別目
標: 縮減
性別經濟
落差 

2. 方案名
稱:建構
友善就業
創業環境 

1. 計畫目標: 
提高女性就業及創業
能力。 

2. 辦理方式: 
(1)提 供 創 業 諮 詢 服

務，辦理企業投資
媒合會、創新交流
會及講座，培育女
性創業力。 

(2)辦理青年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提升女
性經濟力。 

(3)協助本市女性青年
於貸款申請書件準
備、創業計畫書撰
寫輔導及轉介其他
政府資源。核貸成
功者後續將轉由勞
工局提供貸款利息
補貼。 

(4)輔導農會依各區生
產特性及農村產業
發展辦理職業第二
專長訓練課程。 

3. 參與對象:本市女性
青年、勞工、農民。 

勞工局提供
創業諮詢服
務，辦理企
業投資媒合
會、創新交
流 會 及 講
座，農業局
協助農村產
業發展辦理
職業第二專
長 訓 練 課
程，並整合
經濟發展局
處資源提供
本市女性青
年就業創業
資金需求。 

 

1. 辦理場次： 

(1)預計辦理3場企業投

資媒合會及7場創業

講座。 

(2)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110年度預計核

准新增100人。 

(3)專家學者訪視輔導

申貸人40案次。 

(4)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程：預

計6場次。 

2. 參與人數： 

(1)10場活動共計150人

參與。 

(2)貸 款 訪 視 參 與 人

數：40人。 

(3)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程：

151人次。 

1. 辦理場次： 

(1)110年提供女性青

年創業諮詢輔導服

務計51人次，性別

比佔50%，並完成3

場創業資源媒合會

及4場創業講座，其

中男性62人次(佔

48%)，女性為66人

次(佔52%)。 

(2)110年核准新增青年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86人申請案，另延

續補助108年及109

年申請案，合計補

助782人次。補貼延

長1年紓困措施：

110年共受理申請68

案，補助金額96萬

餘元。 

1. 符合在地情形： 

(1)透過創業諮詢輔導

過程及講座課程滿

意度調查回饋機

制，提供符合本市

女性青年需求之就

創業服務。  

(2)與臺中商業銀行、

臺灣銀行及臺灣中

小企業銀行合作辦

理貸款專案；並委

託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臺中產業

服務中心結合在地

產業專家及在地大

專院校老師組成輔

導團隊提供女性創

業家更容易獲取創

業貸款輔導管道。 

2.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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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4. 定期檢討機制: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議
討論辦理情形。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有助本市青年女性提
升就業及創業能力，
並整合本府相關局處
資源。 

3. 執行經費： 

(1)「臺中市青年一站

式創業服務站」運

作 經 費 ： 247 萬

5,538元整。 

(2)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500萬元。  

(3)青年申貸輔導業務

費：200,000元。 

(4)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程：

農會預算。 

(3)110年協助有意願申

貸之業者營運計畫

書輔導，諮詢輔導

完41案。 

(4)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程：

實際辦理6場次。 

2. 參與人數： 

(1)創業職能培力講座

課程，計128人參

與，其中男性62

人次(佔48%)，女

性為 66人次 (佔

52%)。 

(2)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110年新申

請86人，其中男

性58位（佔67.44

％）、女性28位

（佔32.56％）。 

(3)110年協助有意願

申貸之業者營運計

畫書輔導，其中為

女性負責人者計11

案，女性比例為

提供女性青年客製

化創業諮詢，辦理

創業職能培力講座

課程及創業資源對

接媒合會。 

3. 檢討與工作建議： 

已研議滿意度調查

表供女性創業青年

填答。 

4. 性別主流化工具運

用情形： 

性別統計、性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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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26.8%，與109年女

性負責人計11案相

同。 

(4)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程：

男 性 82 人 次

(2.52%) ， 女 性

3,167 人 次

(97.48%)。 

3. 執行經費： 

(1)「臺中市青年一站

式創業服務站」

運作經費：110年

執行經費計239萬

5,920元整。 

(2)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 :110年執行

經費 354萬 3,660

元，執行率71%。 

(3)青年申貸輔導業務

費：200,000元。 

(4)農業局辦理職業第

二 專 長 訓 練 課

程：農會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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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主 責 機
關： 
勞工局 
執 行 機
關： 
教 育 局 、
社會局 

培力女性青
年職涯知能 

1. 計畫目標: 
協助女性青年職涯
知能提升。 

2. 辦理方式: 
(1)協助女性青年釐清

職涯規劃，並提升
其投入就業創業所
需具備之知能。 

(2) 婦女及新住民培力
中心：盤點不同處
境婦女之需求，針
對微型創業、財務
素養、攤位達人等
議題規劃講座或工
作坊，使服務方案
更貼近臺中市婦女
需求以提升女性經
濟力。 

(3) 女兒館：鑑於臺灣
女生在進入青春期
後，容易因社會對
女性的刻板印象與
性別角色框架，受
到壓力和束縛而喪
失自信，為改善職
場性別隔離，使年
輕女性得以適性發
展，規劃女孩培力
計畫。 

3. 參與對象:本市女性
青 年 、 學 生 、 勞
工。 

4. 定期檢討機制: 

整合教育局
及社會局資
源，提供女
性青年釐清
職涯規劃，
並提升其投
入就業創業
所需具備之
知能。 
 

1. 辦理場次：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座談109學年度
預計辦理4場。 

(2) 預計辦理20場次
婦女就業支持服
務方案。 

(3) 青 少 女 培 力 計
畫：預計辦理20
場次，服務受益
280人次。 

2. 參與人數：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座談計250人。 
(2) 婦女就業支持服

務方案，預計服
務受益200人次。 

(3) 青 少 女 培 力 計
畫：服務受益280
人次。 

3. 執行經費: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座談會 64,000
元。 

(2)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講座 36萬
元。 

(3) 女 兒 館 培 力 計
畫 ： 12 萬 7,735
元。 

1. 辦理場次：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座談110學年度
共計辦理6場。 

(2)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 
各婦女及新住民
培力中心規劃辦
理8案就業培力服
務 方 案 ， 包 含
「攤位小達人-四
部曲」女性就/創
業 工 作 坊 、
「  Work ， We 
Can！」就業培力
計畫、「我的職涯
藍海」中高齡婦
女 就 業 支 持 、
「 培 」 你 勇 往
「職」前、扭轉
窮忙人生：創造
專屬於你的職涯
報告書、Go Fun 
Go Jump!、微型
創業、職家平衡
等方案，共計44
場次。 

(3) 青 少 女 培 力 計
畫： 
培力青少女編輯
女兒館專屬刊物
「好感」刊物，
110年共計辦理

1. 符合在地情形: 
邀請本市職涯講者女
性比例達到 50% ，
110學年規劃於新一
期標案之中，標案期
程自110學年度開始
(110年8月1日 )，未
來持續注意講者性別
比例，俾利提升女性
青年經濟力。 

2. 成效: 
經滿意度調查，成員
對於講師溝通表達能
力及與參與者互動、
活動內容是否符合需
求、活動時間安排之
各項滿意度達  96% 
以上。成員透過參與
課程後，皆能釐清導
正觀念，使百分比有
顯著提升。 

3. 檢討與工作建議： 
結 合 多 種 心 理 測
驗、多元媒材職涯
探索，獲得成員的
滿意評價。90%以上
的成員認同課程內
容 規 劃 對 其 有 助
益。 

4. 性別主流化工具運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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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
議討論辦理情形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盤點青年女性之需
求，針對職涯知能
議題規劃講座或工
作坊，使服務方案
更為完備。 

13場次「編聚工
作坊」，由女兒
館專員帶領青少
女 針 對 刊 物 主
題、內容、美編
等進行討論，引
導 完 成 刊 物 製
作 ， 服 務 受 益
126人次。刊物
主題亦涵蓋多元
職業達人單元，
由女孩親自採訪
女性職人，如：
女拳擊手、女性
健身教練及女性
足球員等，透過
採訪內容，促進
女孩看見職涯選
擇的多元面向，
提升對職業的想
像。 110年共計
發 行 2 期 《 好
感》刊物，總計
印製 1.000本，
並 放 置 於 圖 書
館、藝文空間、
合作學校等。 

2. 參與人數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座談計510人。 
(2)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110年共辦
理44場次，服務

性別統計、性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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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受益人次達857人
次。 

(3) 青少女培力計畫
共計服務受益309
人次。 

3. 執行經費:  
(1) 職涯達人經驗分

享 座 談 會 9 萬
6,000元。 

(2)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講座44萬
520元。 

(3) 女 兒 館 培 力 計
畫：18萬元。 

主責機關: 
勞工局 
執行機關: 
原 民 會 、
勞 工 局 、
民 政 局 、
社會局 

加強多元族
群職能輔導  

1. 性別目標: 
扶助多元族群之女
性青年，鼓勵多元
就業。 

2. 辦理方式: 
(1) 辦理原住民職業訓

實施計 畫－ 大客
( 貨 ) 車 駕 駛 訓 練
班，參與學員完成
考取駕照後，即可
投入運 輸公 司就
業，穩定家庭經濟
來源，改善家庭經
濟。 

(2)職能前導課程：協
助新住民對於各產
業職能專業能力有
基礎了解及認知，
以順利銜接後續專

原住民參加
職業訓練後
可由勞工局
協助工作媒
合，民政局
若遇新住民
有求職需求
或困難，將
轉介至本府
勞工局協助
輔導。 

1. 辦理場次: 
(1) 原住民職業訓實

施計畫：110年8-
9月開課2梯次。 

(2) 職能前導課程：
預計辦理3梯次，
每梯次規劃6場次
課程，共計 18場
次。 

(3) 辦理產業鏈工作
坊：預計開設 18
班。 

(4)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預計開
辦10班。 

(5) 「 GoFunGoJump」
就業培力服務：
預計辦理8場次。 

 

1. 辦理場次: 
(1) 原住民職業訓實

施計畫：110年度
共辦理 6項分別
為：照服員考照
培訓、照服員抽
痰訓練、大貨客
車訓練（共 2梯
次）、聯結車訓
練、美容訓練、
美髮訓練。 

(2) 110年辦理3梯次
職能前導課程，
課程主題為「新
住民跨境電商數
位學習專班」、
「新住民總鋪師
飲食行銷推廣專
班 」 及 「 3D+6D

1. 符合在地情形: 
設置新住民就業服
務窗口：110年度本
市就業服務處、大
甲、大肚、大里、
東勢、西屯區、東
區 設 置 就 業 服 務
台，並受委辦豐原
就業服務站(含轄下
就服務台)及沙鹿就
業服務站(含轄下就
服務台)，共計23個
就服台，就近提供
新住民在地化之就
業 服 務 資 訊 與 諮
詢，並辦理開發就
業機會及推介就業
媒合，以提升新住
民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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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業職業訓練課程，
進而強 化就 業能
力，並促進其投入
相關產業之意願。 

(3)產業鏈工作坊：結
合對新住民有需求
之事業單位或當地
特色產業，帶領新
住民至各產業工作
現場，由資深主管
或員工進行解說，
並透過體驗實作模
式，增進新住民對
於各產業上下游鏈
結認知及職涯規劃
路徑，以鼓勵新住
民加入該產業。 

(4)開辦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班，內容施
以通識性之基礎生
活適應知能及主題
性課程，並適時提
供本市勞工局相關
就業及職訓資訊，
以增加新住民接觸
多元課程的機會。 

(5)「培新。培力」新
住民創 業培 力服
務：於新住民創業
前透過專業講師提
昇其對市場運作知
能、品牌建立、思
考產品定位及通路

 
 
2. 參與人數: 
(1) 原住民職業訓實

施計畫：預計招
收40人。 

(2) 職能前導課程：
預計總人數達300
人次參加，活動
後參與職訓人數
為 3 梯 次 8 人 以
上。 

(3) 產業鏈工作坊：
每班預計招收 16
名學員，共計至
少 招 收 288 名 學
員，每班次至少
辦理3位新住民求
職者求職登記，
全年度預計辦理
90位新住民求職
者求職登記，以
利本處提供後續
就業服務資源。 

(4)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預計招
收150名學員。 

(5) 「 GoFunGoJump」
就業培力服務：
100人次。 

3. 執行經費: 

多層次美睫繡眉
創業班」，共計
18場次。 

(3) 110年辦理18班次
產業鏈工作坊，
課程內容包含美
容美髮業、醫美
業 、 電 子 商 務
業 、 照 顧 服 務
業、花藝設計、
飲食行銷等等。 

(4)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開辦 3
班。 

(5) 「GoFunGoJump」

就業培力服務：

計辦理8場次，並

拍 攝 12 支

Youtube 影片，

包含「為何要做

社 福 影 音 推

廣？」以及以下

系列主題： 

A.餐桌 Fun 什麼

系列：越式炸春

捲 、 創 意 薑 黃

飯、來自緬甸的

創意香柳雞、原

住 民 馬 告 鹹 豬

 
 
 

2. 成效: 
(1) 辦理原住民職業

訓實施計畫：針
對原住民之就業
屬性，開設有關
職業訓練或第二
專長之課程，提
升其就業之競爭
力 及 激 發 其 潛
力，以增加原住
民 女 性 之 經 濟
力。 

(2) 職能前導課程：
藉由認識職業基
礎概念到職場技
能深入應用，以
逐步提升學員對
其產業的了解程
度，進而引導其
參加後續相關的
職訓課程。 

(3) 辦理產業鏈工作
坊：促進學員更
加瞭解各類工作
知 能 與 職 場 環
境，有效跳脫新
住民僅能從事部
分職業之刻板印
象及減少職場性
別隔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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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設定，增加其創業
自信，並在創業實
習中由社工人員及
督導老師與參與成
員討論面臨困境及
策略修正，藉以符
合市場需求。 

3. 參與對象 :本市勞
工、原住民、新住
民。 

4. 定期檢討機制: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
議討論辦理情形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為跳脫新住民僅能

從事部分職業之刻

板印象及減少職場

性別隔離現象，透

過多元類別職能前

導課程，輔導新住

民對於各產業相關

工作之職能專業能

力 、 基 本 勞 動 權

益、就業歧視概念

有初步理解認知及

建立性別工作平權

概念，以順利銜接

後續專業職業訓練

課程。 

(1) 辦理原住民職業
訓實施計畫：149
萬680元。 

(2) 臺中市政府110年
度新住民就業促
進計畫：121萬62
元 ， 執 行 率 為
95.16%。 

(3)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 導 班 ： 50 萬
4,373元。 

(4)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12萬200
元。 
 
 

肉 、 越 式

PIZZA、越式海鮮

炒泡麵、印尼地

瓜 圓 、 娘 惹 糕

等。 

B. 女 性 職 人 系

列：女性工務忙

什麼、來個蹦蹦

沖床工作～女力

沖 床 實 做 給 裡

看、熱愛450度的

鋅鑄女力。 
2. 參與人數： 
(1) 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照服員考照培訓：
受訓人數計30人，
男性2人(6%)，女
性28人(94%)、照
服員抽痰訓練：受
訓人數計15人，男
性2人(13%)，女性
13人(87%)、大貨
客車訓練（共2梯
次）：受訓人數計
43人，男性 34人
(79%)，女性 9人
(21%)、聯結車訓
練：受訓人數計15
人 ， 男 性 14 人

(4) 辦理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班，藉
由結合跨機關資
源，培養新住民
職 能 發 展 之 機
會，進而提升其
在臺生活適應能
力。 

(5) 「GoFunGoJump」

就業培力：透過

影片經營、創意

思 考 與 行 銷 課

程，探索網路頻

道經營主題之可

行性。並針對學

員進行影片腳本

撰寫訓練、攝影

訓 練 、 剪 輯 訓

練、口語及肢體

表達訓練、社群

圖文設計訓練等

多元技能培力，

以提升自我網路

行 銷 能 力 。

youtube網路頻道

經營以「餐桌 Fun

什麼」、「女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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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94%)，女性 1人
(6%)、美容訓練：
受訓人數計13人，
男性0人(0%)，女
性13人(100%)、美
髮訓練：受訓人數
計17人，男性1人
(5%)，女性 16人
(95%)。 

(2) 職能前導課程：計
316人次參加，國
籍別以越南籍最多
(198人次)，其次
為 中 國 籍 (86 人
次)，第三為印尼
籍(22人次)，後續
參加職業訓練者計
8人。參加者皆為
女 性 (100%) ， 與
109年度相較 (計
333人次參加，皆
為女性參加)，女
性減少5.1%。 

(3) 產業鏈工作坊： 
i. 共計 316人次參
加，國籍別以越
南籍居多(156人
次)，中國籍次之
(105人次)。第三
為印尼籍 (35人
次)，參加者中男
性 4 人 次
(1.27%) 、 女 性

人 系 列 」 為 主

題，除分享異國

料 理 美 食 製 作

外，也翻轉大眾

對於女性職業之

既有印象。 
3. 檢討與工作建議: 
(1)統計參與人數 
(2)分析學員參與狀

況。 
(3)學員後續參加職業

訓鍊或辦理求職登
記情形。 

4. 性別主流化工具運
用情形: 
辦理性別統計、性
別分析及性別影響
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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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312人次(98.73%)
與109年年度年相
較(計335人次參
加 ， ( 男 性
2.99% 、 女 性
97.01%)，男性減
少60%、女性減少
4%。 

ii. 110年度共辦理新
登記求職計 498
人，其中男性16
人(3.21%)，女性
482人(96.79%)，
有效求職推介就
業人數426人，就
業 媒 合 率 為
85.54%，其中男
性14人(3.29%)，
女 性 412 人
(96.71%)。 

(4)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
導班：招收人數
185人，男性34人
(18.4%)女性151人
(81.6%)。 

(5) 「 GoFunGoJump 」
就業培力：培力女
性達206人次，其
中 男 性 13 人
(6.3%)，女性 193
人 (93.7%)，國籍
別以越南籍10人為
最 多 、 印 尼 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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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預期/執行成果 

量化 質性 

預期成果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人、馬來西亞籍及
緬甸籍皆為1人，
影片觀看人次超過
3,880人。 
 

3. 執行經費: 
(1) 辦理原住民職業

訓實施計畫：149
萬680元。 

(2) 臺中市政府110年
度新住民就業促
進計畫：121萬62
元 ， 執 行 率 為
95.16%。 

(3)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 導 班 ： 48 萬
5,120元。 

(4) 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中心：12萬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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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勞動與經濟組 

111年「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計畫書暨成果報告 

壹、 計畫依據： 

一、 CEDAW 第13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

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

權利」。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 

三、 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第2組勞動與經濟組重點工作

(一)提供一般及弱勢婦女促進就業措施，配合不同族群屬性需求，協

助適性就業」。 

四、 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2組勞動與經濟組第5屆第3次分工小組會議。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本市女性青年相關就創業環境統計數據 

依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截至111年1月，本市15歲

至29歲之女性青年人口數約計52萬5,816人；另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統計資料顯示，110年度15歲至29歲以下之女性青年

新登記求職人數共計1萬6,725人，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共計1萬1,119

人，求職推介就業率計66.48%；女性青年就業行業別中以從事製造業最

多(19,523人)、其他服務業(6,220人)次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2,848人)再次之。而統計本府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申貸核可案

件102至109年共129案，總計男性92人，占比為71.32%，女性37人，占

比為28.68%。又依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111年2月份統計資料顯示，本

市女性新住民人數為5萬4,620人(因資料尚無進行年齡統計，故暫無15-

29歲新住民女性青年之統計數據)；並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

資訊系統統計資料顯示，110年度女性新住民之新登記求職人數共計613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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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共計504人，求職推介就業率計82.21%。另

依據本府民政局111年2月份統計資料顯示，本市15-29歲女性原住民人

數為4,960人；另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統計資料

顯示，110年度15-29歲女性原住民之新登記求職人數共計232人，有效

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共計187人，求職推介就業率計80.60%。 

 

二、 計畫動機與問題研礙 

依本府歷年服務女性青年經驗發現，造成女性青年在勞動市場的就

業困境原因為無法善用政府部門尋求就業協助、求職面試技巧不足、勞

動權益知識不足、就業歧視等因素交互影響。而在女性創業最常面臨的

困境主要為人力資本不足、社會網絡與支持不足、資金不足等問題。而

資金不足往往是最大的障礙，經發局推動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藉

由提供創業資金融通、信用保證機制協助女性創業順利取得資金。又依

據內政部移民署 107 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女性新住民求職

時遭遇的困難包含雇主以無身分證為由不予僱用、職場歧視、語言溝通

能力及中文識字書寫能力較弱，為協助女性新住民解決上開問題，本市

就業服務處結合本府民政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共同合作辦理「新住民生

活職能前導班」，提供中文教學及就業職訓相關資訊與實作體驗活動，

提升職場競爭力。另外依據110年第3季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

原住民求職時遭遇的困難包含生活圈內沒有工作機會、就業資訊不足、

本身技術不合等，為協助原住民解決上開問題，本市就業服務處結合本

府原民會及行政院原民會建立原住民就業服務轉銜合作機制，提供各類

就業服務及開發多元職缺，增加就業機會。 

為協助女性青年排除就業障礙、適性就業，本計畫針對有工作能力

及工作意願的女性青年建友善就業創業環境、培力職涯知能及加強多元

族群職能輔導，協助克服就業問題及瞭解與運用就業資源，促進適性就

業及積極自立，維護女性基本經濟安全保障，進而脫離貧窮及提升經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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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性別目標： 

一、 友善就創業環境 

二、 女性青年職涯知能培力 

三、 提升多元族群背景女性之發展 

肆、 主責機關：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伍、 執行機關：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陸、 實施期程：111年至112年 

柒、 執行策略： 

一、 建構友善就業創業環境：提供青年女性相關補助資源並整合跨局處訊

息。 

二、 培力女性青年職涯知能：協助女性青年釐清職涯規劃，並提升其投入

就業創業所需具備之知能。 

三、 加強多元族群職能輔導：輔導女性青年瞭解性別平等的價值及避免職

業性別隔離，鼓勵多元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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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內容及成果: 
備註: 
1. 方案包含計畫、政策、措施等。 
2. 成果應包含量化(場次、人數、執行經費)及質性(符合在地情形、成效、檢討與工作建議)成果，並應包含性別主流

化工具應用情形，如性別統計、是否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等。 

 

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勞工局、 
經發局、 
農業局 

性別目標: 
友善就創業環境 
方案名稱: 
建構友善就業創
業環境 

1. 計畫目標: 
提高女性就業及創業能力。 

2. 辦理方式: 
(1)提供創業諮詢服務，辦理企

業投資媒合會、創新交流會
及講座，培育女性創業力。 

(2)辦理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
貼，提升女性經濟力。 

(3)協助本市女性青年於貸款申
請書件準備、創業計畫書撰
寫輔導及轉介其他政府資
源。核貸成功者後續將轉由
勞工局提供貸款利息補貼。 

(4)輔導農會依各區生產特性及
農村產業發展辦理職業第二
專長訓練課程。 

3. 參與對象:本市女性青年、勞
工、農民。 

4. 定期檢討機制: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議討論辦
理情形。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有助本市青年女性提升就業
及創業能力，並整合本府相
關局處資源。 

勞工局提供創
業諮詢服務，
辦理企業投資
媒合會、創新
交 流 會 及 講
座，農業局協
助農村產業發
展辦理職業第
二專長訓練課
程，並整合經
濟發展局處資
源提供本市女
性青年就業創
業資金需求。 
 

1. 辦理場次： 

(1)預計辦理3場企

業投資媒合會

及 7 場 創 業 講

座。 

(2)青年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110年

度預計核准新

增100人其中20

人為 30歲以下

青年。 

(3)專家學者訪視

輔導申貸人 40

案次。 

(4)農業局辦理職

業第二專長訓

練課程：預計

10場次。 

 

 

1.辦理場次: 

(1) 於 3月 17日

辦理第 1場

創業培力課

程，目前報

名錄取之男

性計 6位、

女性14位。 

(2) 111年截至3

月 3日止，

核准新增 1

人申請青年

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案。 

(3) 111 年 協 助

有意願申貸

之業者營運

計 畫 書 輔

導，諮詢輔

導完0案。 

符 合 在 地 情

形： 

(1)透過創業諮

詢輔導過程

及講座課程

滿意度調查

回饋機制，

提供符合本

市女性青年

需求之就創

業服務。 

(2)與臺中商業

銀行、臺灣

銀行及臺灣

中小企業銀

行合作辦理

貸款專案；

並委託財團

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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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2. 參與人數： 

(1)10場活動共計

150人參與。 

(2)貸款訪視參與

人數：40人。 

(3)農業局辦理職

業第二專長訓

練課程：400人

次。 

3. 執行經費： 

(1)「臺中市青年

一站式創業服

務站」運作經

費 ： 190 萬

9,552元整。 

(2)青年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500

萬元。  

(3)青年申貸輔導

業 務 費 ：

240,000元。 

(4)農業局辦理職

業第二專長訓

練課程：市預

算 20萬元及農

會預算。 

(4) 農業局辦理

職業第二專

長 訓 練 課

程：預計10

場次。 

2.參與人數: 

(1) 創業培力課

程第 1場次

預計20人參

加。 

(2) 青年創業貸

款 利 息 補

貼 ： 111 年

截至3月3日

止，新申請

1人，其中

男 性 1 位

（ 佔 100

％）、女性0

位 （ 佔 0

％）。 

(3) 111 年 協 助

有意願申貸

之業者營運

計 畫 書 輔

導，目前尚

中產業服務

中心結合在

地產業專家

及在地大專

院校老師組

成輔導團隊

提供女性創

業家更容易

獲取創業貸

款 輔 導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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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無有相關性

別 統 計 數

據。 

(4) 農業局辦理

職業第二專

長 訓 練 課

程 ： 400 人

次。 

教育局、
社會局 

性別目標: 
女性青年職涯知
能培力 
方案名稱: 
培力女性青年職
涯知能 

1. 計畫目標: 
協助女性青年釐清職涯規
劃，並提升其投入就業創業
所需具備之知能 

2. 辦理方式: 
女兒館辦理性別思沙龍： 
鑑於臺灣女生在進入青春期
後，容易因社會對女性的刻
板印象與性別角色框架，受
到壓力和束縛而影響職業選
擇，為突破生活中的職業性
別刻板印象，改善職場性別
隔離。 
以講座方式進行職業類別中
女性相對少數的工作職人，
進行職業分享，倡導女孩不
設限，增加女孩對工作的選
擇，培力女孩職涯知能。 

3. 參與對象:本市女性青年、學
生、勞工。 

4. 定期檢討機制: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議討論辦
理情形 

整合教育局及
社會局資源，
提供女性青年
釐 清 職 涯 規
劃，並提升其
投入就業創業
所需具備之知
能。 
 

1. 辦理場次： 
(1) 職涯達人經

驗分享座談
預 計 辦 理 4
場。 

(2) 預計辦理 10
場次職人講
座。 

(3) 性別思沙龍
職人講座預
計辦理 10場
次。 

2. 參與人數： 
(1) 為 因 應 疫

情，未來研
擬以線上影
片研習等數
位形式以分
享職涯達人
經驗。 

(2) 職人講座，
約計150人次
參與。 

1. 辦理場次： 

(1) 職涯達人經

驗分享座談

尚規劃中。 

(2) 預 定 於 111

年 5月 27日

於明德高中

辦理高中職

教育暨國中

適性輔導教

育博覽會，

邀請職業達

人 經 驗 分

享，預計辦

理1場。 

(3) 性別思沙龍

職人講座依

據性別政策

符合在地情形: 
本市108學年大
專院校畢業生
中，有關理工
類 科 女 性 占
比，資訊技術
類科占5.25%、
電機與電子工
程 類 科 占
9.32%、機械工
程 類 科 占
8.69%，大幅低
於男性，為破
除職業性別隔
離，故辦理本
方案。 
性別思沙龍以
臺中市15-23歲
女性為主，針
對大中小女孩
需求設定不同
課程，以講座
方式邀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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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盤點青年女性之需求，針對
職涯知能議題規劃講座或工
作坊，使服務方案更為完
備。 

(3) 性別思沙龍
職人講座，
約計200人次
參與。 

3. 執行經費: 
(1) 職人講座講

座鐘點費約
6,000元。 

(2) 女兒館辦理
性 別 思 沙
龍 ： 65,000
元。 

綱領六大指

標，提供多

元化的講座

課程，提升

女孩對性別

議題的認識

與關注度，

預計於 3月

至11月辦理

10場次。 
2. 參與人數： 
(1) 職人講座，

預計81人次

參與。 

(2) 性別思沙龍

職人講座，

預 計 200 人

次參與。 

當中女性少數
的工作職人，
進 行 職 業 分
享，包含烏干
達國際志工、
非營利組織女
性 執 行 長 、
STEM 相關領域
講師等，其中
不乏臺中在地
講師，透過講
座課程，打破
女孩職業的性
別刻板印象，
倡導女孩不設
限，增進女孩
職涯選擇。 

原民會、
勞工局、
民政局 

性別目標: 
加強多元族群職
能輔導 
方案名稱: 
提升多元族群背
景女性之發展 

1. 計畫目標: 
扶助多元族群之女性青年，
鼓勵多元就業。 

2. 辦理方式: 
(1)辦理原住民職業訓實施計畫

－大客(貨)車駕駛訓練班，
參與學員完成考取駕照後，
即可投入運輸公司就業，穩
定家庭經濟來源，改善家庭
經濟。 

原住民參加職
業訓練後可由
勞工局協助工
作媒合，民政
局若遇新住民
有求職需求或
困難，將轉介
至本府勞工局
協助輔導。 

1. 辦理場次: 
(1) 辦理原住民職

業訓練實施計
畫：預計辦理
3梯次。 

(2) 職 能 前 導 課
程：111年度
預計辦理4梯
次 ( 本 市 山
線、海線、屯
區、城區各辦

1. 辦理場次: 

(1) 辦理原住民

職業訓練實

施計畫 :照

服員訓練 1

場次、大客

車訓練 2梯

次、中餐丙

符合在地情形: 
(1) 辦理原住
民職業訓實施
計畫：針對原
住民之就業屬
性，開設有關
職業訓練或第
二 專 長 之 課
程，提升其就
業之競爭力及
激發其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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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2)職能前導課程：協助新住民
對於各產業職能專業能力有
基礎了解及認知，以順利銜
接後續專業職業訓練課程，
進而強化就業能力，並促進
其投入相關產業之意願。 

(3)產業鏈工作坊：結合對新住
民有需求之事業單位或當地
特色產業，帶領新住民至各
產業工作現場，由資深主管
或員工進行解說，並透過體
驗實作模式，增進新住民對
於各產業上下游鏈結認知及
職涯規劃路徑，以鼓勵新住
民加入該產業。 

(4)開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班，內容施以通識性之基礎
生活適應知能及主題性課
程，並適時提供本市勞工局
相關就業及職訓資訊，以增
加新住民接觸多元課程的機
會。 

3. 參與對象:本市勞工、原住
民、新住民。 

4. 定期檢討機制: 
於年度分工小組會議討論辦
理情形 

5. 豐富度及完整度: 

為跳脫新住民僅能從事部分

職業之刻板印象及減少職場

性別隔離現象，透過多元類

別職能前導課程，輔導新住

理1梯次)，每
梯次規劃6場
次課程，共計
24場次。 

(3) 辦理產業鏈工
作坊：111年
度預計開設18
班次，每班次
為6小時之課
程。 

(4) 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班：預
計開辦10班。 

2. 參與人數： 
(1) 原住民職業訓

實施計畫：預
計100人。 

(2) 職 能 前 導 課
程：每梯次參
與 人 次 至 少
100人次，預
計 總 人 數 達
400 人 次 參
加，活動後參
與職訓人數為
4梯次 12人以
上。 

(3) 產 業 鏈 工 作
坊：每班次預
計招收至少16
名學員，共計
至少招收 288
名學員，18班
次預計初步媒

級等三類別

職 業 訓 練

班。 

(2) 職能前導課

程：預計於

上半年度辦

理 2梯次課

程，共計12

場次，第一

梯次預計於

4 月 份 辦

理，課程主

題 擬 訂 為

「居家照顧

服務訓練課

程專班」，

第二梯次課

程預計於 5

月辦理，現

正規劃中。 

(3) 產業鏈工作

坊：上年度

預 計 辦 理 

10 班次活

動，課程內

以增加原住民
女 性 之 經 濟
力。 
(2) 職 能 前 導
課程：藉由認
識職業基礎概
念到職場技能
深入應用，以
逐步提升學員
對其產業的了
解程度，進而
引導其參加後
續相關的職訓
課程。 
(3) 辦 理 產 業
鏈工作坊：促
進學員更加瞭
解各類工作知
能 與 職 場 環
境，有效跳脫
新住民僅能從
事部分職業之
刻板印象及減
少職場性別隔
離現象。 
(4)設置新住民
就 業 服 務 窗
口：本市就業
服 務 處 、 大
甲、大肚、大
里、東勢、西
屯區、東區設
置 就 業 服 務
台，並受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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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局處議題:提升女性青年經濟力 

辦理機關 性別目標 
與方案名稱 計畫內容 跨局處整合 

與分工 

成果(量化) 
成效(質性) 

預計辦理情形 目前執行進度 

民對於各產業相關工作之職

能專業能力、基本勞權益

益、防制就業歧視概念有初

步理解認知及建立性別工作

平權概念，以順利銜接後續

專業職業訓練課程，進而促

進其投入相關產業之意願，

另透過產業鏈工作坊，結合

對新住民有需求事業單位或

當地特色之產業，帶領新住

民至各產業工作現場並由資

深主管或員工進行解說，並

透過體驗實作模式，以實際

瞭解完整產業鏈上下游作

業，使其加深各企業間之競

合及分工，並提供基本勞動

權益、防制就業歧視概念，

挑選合適的工作機會及保障

自身勞動權益。 

合 就 業 90 人
次，未錄取者
由本處所屬就
業服務員提供
後續就業服務
資源 (如就業
諮詢、友善廠
商面試媒合等
服務)。 

(4) 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班：預
計150人。 

3. 執行經費 
(1) 辦理原住民職

業 訓 實 施 計
畫：100萬。 

(2) 臺 中 市 政 府
110年度新住
民就業促進計
畫 ： 138 萬
7,208元(尚未
核定)。 

(3) 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班：51
萬571元。 

容現正規劃

中。 

(4) 新住民生活

適 應 輔 導

班:自4月起

陸續開課。 

2. 參與人數： 
(1) 原住民職業

訓 實 施 計

畫 ： 預 計

100人。 

(2) 職能前導課

程：上半年

度預計辦理

2 梯 次 課

程 ， 至 少

200 人 次 參

加，現正規

劃中。 

(3) 產業鏈工作

坊：上年度

預計辦理10

班次活動，

現 正 規 劃

中。 

豐原就業服務
站(含轄下就服
務台)及沙鹿就
業服務站(含轄
下就服務台)，
共計 23個就服
台，就近提供
新住民在地化
之就業服務資
訊與諮詢，並
辦理開發就業
機會及推介就
業媒合，以提
升新住民就業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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