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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05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103至 106年度）」辦理。 

二、 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至 106年度）辦理。 

貳、 計畫目標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 鼓勵女性推廣客家語言或藝文活動。 

(二) 積極培育女性人才投入客家產業。 

(三) 培育女性客家傳播領域人才。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強化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二）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及管考性別目標達成情形。 

（三）施政規劃、執行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 

（四）擴大性別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明。 

（五）加強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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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辦理成果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 1：女性參與推廣客家語言或藝文活動人次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1.【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開班之女性人次/總開

班人次】x100% 

2.【參與客家藝文活動之女性人次/總參與人

次】x100% 

目標值(X) 
1. 74 75 76 77 

2. 30 32 35 40 

實際值(Y) 
1. 

2. 

85 

52 

86 

53 

87 

53 
 

達成度(Y/X) 
1. 

2. 

1.15 

1.73 

1.15 

1.47 

1.14 

1.51 
 

2、重要辦理情形： 

本會 105 年度共計補助客語薪傳師開辦 945 個傳習計畫班，其中 826

個傳習計畫班係由女性薪傳師開辦，占全年度開班比例 87%。另外，

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客家文化禮俗，鼓勵女性參與，補助客家藝文活

動，總參與人次 438萬 9,851人，其中女性參與人次 231萬 6,005人，

為傳統客家禮俗作時代新解，減少性別歧視並發揚客家文化。 

3、檢討及策進作為： 

在客家相關網站及網路社群中多加露出客家藝文活動訊息，並鼓勵女

性參與。 

（二）關鍵績效指標 2：協助女性投入客家產業人次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女性參與本會產業計畫人次/總參與人次】

x100% 

目標值(X) 300 320 34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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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實際值(Y) 504 527 632  

達成度(Y/X) 1.68 1.65 1.85  

2、重要辦理情形： 

105 年度辦理「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人才培訓計 558 人，其中女

性 300 人(53.8%)，男性 258 人(46.2%)；「青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暨

媒合輔導計畫」分區說明會及研習講座計 188 人，其中女性 86 人

(46%)，男性 102 人(54%)，另鼓勵優秀創業青年共 44 人報名參賽，

其中女性 21人(48%)，男性 23人(52%)；「『客家美食 HAKKA FOOD』餐

廳第 3期輔導計畫」客家美食培訓課程，共計 455人參訓，其中女性

225 人(49.5%)，男性 230 人(50.5%)，包含人才培訓、創業競賽及研

習講座等，積極協助女性投入客家產業。 

3、檢討及策進作為： 

為鼓勵女性投入客家產業，將賡續邀集女性積極參與，藉由推辦各項

產業輔導及推廣計畫，包含人才培訓、創業競賽及研習講座或工作坊

等方式，以精進女性職能及專業能力，達成實質性別平等的目標。 

（三）關鍵績效指標 3：培育女性客家傳播領域人才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培育女性人數/總培育人數】x100% 

目標值(X) 30 33 36 40 

實際值(Y) 75 78 82  

達成度(Y/X) 2.5 2.36 2.28  

2、重要辦理情形： 

委託客家電視辦理培訓課程，包括「中央大學客家媒體與傳播」課程

計 35 人參加，其中女性 29 人(82.9%)，男性 6 人(17.1%)；                              

「大專院校學生學期間實習」計 2人參加，其中女性 2人(100%)；「後

生提攜計畫」計 16人參加，其中女性 15人(93.8%)，男性 1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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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媒體行銷」課程計 42人參加，其中女性 29人(69%)，

男性 13人(31%)；「南四縣客語配音人才培訓班」計 19人參加，其中

女性 17人(89.5%)，男性 2人(10.5%)；「臺北客家書院人才培訓」計

25人參加，其中女性 22人(88%)，男性 3人(12%)。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持續培育客家傳播領域女性人才，未來製作相關廣播及電視節目時，

納入性別平等觀點；製播本會文宣短片時，適當融入性別平等觀點，

以破除傳統刻板印象。 

二、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關鍵績效指標 1：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

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 /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

職員總數〕x100% 

目標值(X) 80 81 82 83 

實際值(Y) 81 83 83  

達成度(Y/X) 1.01 1.02 1.01  

2、重要辦理情形：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

度，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本會暨所屬客

家文化發展中心 105 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計 7 場次，參加本會

(含所屬)及其他機關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為 98 人(職員總數

118人)，本會(含所屬)辦理情形臚列如下： 

(1)本會於 105 年 4 月 7 日辦理「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家庭、工作

與人身安全」數位課程。 

(2)本會於 105年 5月 11日辦理「解謎性騷擾」數位課程。 

(3)本會於 105年 6月 27日辦理「識讀媒體中的性別再現－從性別平

等出發」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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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會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之意涵與訓練目的」

數位課程。 

(5)本會於 105年 11月 2日辦理「性別主流化－認識多元性別」數位

課程。 

(6)本會所屬客發中心 105 年 7 月 7 日於六堆園區辦理「對換冤家」

影片賞析活動。 

(7)本會所屬客發中心 105 年 7 月 7 日於苗栗園區辦理「對換冤家」

影片賞析活動。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會暨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將持續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培養同仁性別平等意識，發揚性別意識。 

（二）關鍵績效指標 2：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

件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

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註：性別考核指標係指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

形所訂之績效指標。) 

目標值(X) 4 4 4 4 

實際值(Y) 4 4   

達成度(Y/X) 1 1   

2、重要辦理情形： 

本會訂有性別考核指標之計畫或措施計有 4 項，分別為：「女性參與

推廣客家語言人次比率達 74%」、「女性參與客家藝文活動人次比率達

30%」、「協助女性投入客家產業人次達 300 人」、「培育女性客家傳播

領域人才比率達 30%」，各項計畫或措施實際值皆達 104年度所訂定之

目標值。 

3、檢討及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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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畫或措施實際值皆達 104 年度所訂定之目標值，105 年賡續依

原定計畫積極辦理。 

（三）關鍵績效指標 3：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

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目標值(X) -- 1 1 1 

實際值(Y) 1 1   

達成度(Y/X) 1 1   

2、辦理情形說明： 

本會業自 97 年度起將性別統計項目，加以分類並逐年更新擴充，茲

參酌本會施政計畫目標就客家政策主要推動領域，分以：推動客語教

學復甦客家語言、創造客家文化復興環境、創造傳播媒體新客家風

潮、提升客家社會經濟力、建構國際全球客家交流平台、本會及所屬

機關組織人力概況等 6類統計指標，考量部分單位所提業務活動統計

項目非持續性辦理，為利區辨，業於統計指標類別向下再分為「經常

性業務活動」及「非經常性業務活動」。本會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原

有 77項（統計至 102年 6月底止），105年 2月更新前一(104)年度性

別統計指標項目以及各項指標之統計內容，為聚焦本會現行業務推動

與性別主流化契合情形，經檢討部分業務項目之指標項數，修正為 53

項(詳如附表 1)，相關內容已公告於本會性別主流化專區，以供相關

施政規劃參考及民眾查詢。 

3、檢討及策進作為： 

各項計畫或措施實際值皆達 104 年度所訂定之目標值，105 年賡續依

原定計畫積極辦理。 

（四）關鍵績效指標 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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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衡量標準 

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 (機關

預算數-人事費支出-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

出)〕x100% 

增加數=當年度比重-前年度比重 

目標值(X) 0.78 0 0 0 

實際值(Y) 0.63    

達成度(Y/X) 0.81    

2、辦理情形說明： 

因預算審定結果刪減影響計算比重。 

3、檢討及策進作為： 

將依預算核定情形，檢討相關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 

肆、 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 辦理補助及活動納入性別平權觀念之活動 

(一) 辦理「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計畫」，105年計補助新北市

深坑區婦女會等 9個團體辦理 10項計畫(詳如附表 2)，以協助

女性社團成長，及鼓勵女性多元參與課程，拓展女性生活之深

度與廣度，促其探索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進而增取自身權益 

(二) 本會持續推展平權文化，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相關活動，透過

客庄節慶、民俗活動之舉辦，鼓勵兩性共同參與，如「東勢千

金粄」活動等，於禮俗儀典中逐步推動性別平權意識。 

二、 獎（補）助性別議題研究計畫及論文 

(一) 105 年度獲本會補助之 35 校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中，有 3 項計畫與性別議題相關，研究主題分別為：「親屬與

性別：閩西、粵東、北臺灣客家家族史與女性口述史料蒐集與

整理(3)」、「黃娟的客家意識與地景文化之文學表現」及「客

語課程之性別平等議題探討-以教育政策面向評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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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獲本會獎助之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中，有 2 件研究主題與

性別議題相關，研究主題分別為：「台灣『客家』女性視覺藝

術：女人、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Ⅱ」及「臺灣客家女性

就業的社會階層與家庭組成(1905-1945)」；另，獲獎助者有 14

位為女性，占總受獎助人數 46.7%。 

(三)  105年度獲本會獎助之件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中，有 3件

研究主題與性別議題相關，研究主題分別為：「桃竹苗地區印

尼客家外籍配偶的認同變遷」、「六堆客家婚姻禮俗變遷研

究」、「回家創業：四位客庄女兒經營家族傳統事業之創新經營

歷程」；另，獲獎助者有 29位為女性，占總受獎助人數 69.9%。 

三、 多方培植女性文化人才 

(一) 辦理「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於全臺開辦客家產業人才培訓

課程，提供創業相關課程及創業輔導，協助青年完成創業，5

期培訓課程共 558人參加，其中女性 300人(53.8%)，男性 258

人(46.2%)；另 5期專案輔導完成創業共 59名學員，其中女性

29人(49%)，男性 30人(51%)。 

(二) 辦理「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補助民間團體

及地方政府，協助輔導培訓客家工藝、服飾、美食、客語導覽、

產品設計及品牌開發等領域人才，鼓勵女性學員參與客家產業

相關計畫，並將性別比例相關資料納入成果統計，相關課程計

3,129 人參與，其中女性 1,777 人(56.8%)，男性 1,352 人

(43.2%)。 

(三) 辦理「青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暨媒合輔導計畫」，協助青年新創

客家事業，帶動客家產業發展，計有 188人參與分區說明會及

研習講座，其中女性 86 人(46%)，男性 102 人(54%)，另鼓勵

優秀創業青年共 44 人報名參賽，其中女性 21 人(48%)，男性

23人(52%)。 

(四) 積極輔導及推廣客家美食產業，並鼓勵不同性別及族群參與，

辦理「『客家美食 HAKKA FOOD』餐廳第 3 期輔導計畫」客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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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培訓課程，共計 455 人參訓，其中女性 225 人(49.5%)，男

性 230人(50.5%)。 

(五) 辦理「客家文化繪本講說人才培訓計畫」，培育文化繪本講說推

廣人才，並鼓勵不同族群參與。105年度課程共計 263人參與，

其中女性 239人(90.87%)、男性 24人(9.13%)。 

伍、 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4年 11月 25日函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計畫」，請各機關視業務

內容不同而製作不同之教案，完成 CEDAW教育訓練教材製作，爰配

合請本會綜合規劃處、文化教育處、產業經濟處、傳播行銷處及客

家文化發展中心以故事性案例呈現方式製作具客家元素之教材，計

有「日久他鄉變故鄉，管汝哪位來」、「客庄性別平等意識先鋒－新

丁粄與千金粄」、「『益新茶行』九蒸九曬九品嘗・客家手作酸柑茶」、

「『晴耕雨讀小書院』，開一家讓生活更美好的書店」、「酷客歷險記」

及「生生不息－客家生育禮俗」等教材(如附件)。(人事室) 

  本會 CEDAW教育訓練教材已提報本會 105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並依會議決議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請各單

位修正後，簽奉作為本會 CEDAW教育訓練運用，並上載本會官網性

別平等專區；惟於 105年度第 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上

次會議辦理情形時，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第 2次提供意見請本會修正

前開教材；前開教材刻正請相關單位修正中，待提報 106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以作為本會 CEDAW教育訓練運用。(人

事室) 

  105年度持續積極改善園區設施，優化性別友善環境。為提供媽

媽們 友善、親切及舒適的哺集乳空間，園區以明亮及繽紛的色彩營

造哺集乳室溫馨環境，讓哺集乳室之使用者感受親善及舒適之空間

氛圍，苗栗園區更獲「105年苗栗縣優良哺集乳室競賽」全縣評比優

等奬。(客發中心) 

  六堆園區於 105月 9月 30日起展出「六堆女子映‧像特展」，

透過攝影作品呈現六堆女性動人的生命光影，同時搭配客家詩作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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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客家女性對土地與家人的無私奉獻，至 12月 31日止共計有 32,487

人次參觀。另搭配於 105年 12月 25日辦理「遊唱客家詩」教育推

廣活動，由屏東大學鍾屏蘭教授以「曾貴海《原鄉、夜合》詩集中

的客家女性書寫」為主題進行分享。(客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