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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1 年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成果 

第 1 篇-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11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及成果 

強化性別平等之政

策及治理機制 

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民主

治理功能，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採

取透明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關團體

推薦民間委員，公開委員名單，會議紀

錄全文上網，並開放民間提案。透過中

央與地方性別平等座談與諮詢會議等

機制，各部會與各縣市民間委員進行政

策對話與經驗交流；各部會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相關委員會或性平會之委員邀

請，應提升原住民、新移民、老年、身

心障礙、勞動、農村及偏遠地區等不同

身分女性及多元性別之代表性，以增進

其參與治理機會。 

1.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接受推薦民間委員並公布委

員名單，且各次會議相關紀錄全文上網，以透明公開

方式運作，促進民主平等治理效能。 

2.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成員組成，除由本會內部聘

任委員，亦由各單位提供民間性別平等相關領域之專

家，並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委員名單，聘請多位

民間專家學者擔任委員，使得機關與民間對於性平議

題有更多交流及對話之機會。此外本會性平小組亦注

重性別比例，111 年維持達成任一性別比例 40%以上

之目標，使得不同性別之委員均有平衡的參與率。 

深化性別統計相關

資訊 

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組織、與家庭生活

相關領域中參與及決策情形的性別統

計，以及國際比較分析，說明分析比較

依據，並據以規劃政策。 

本會官網性別統計專區依本會業務系統化各項性別統計

資料，包含客語認證及教學、人才輔導及培訓計畫、獎

補助計畫、客家交流活動、公私部門決策參與性別比例

等相關性別統計，提供經濟、社會、組織及生活等方面



之性別統計資料作為施政規劃參考。 

第 2 篇-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11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及成果 

結合就業與福利政

策思維，建構友善的

就業與創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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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視女性創

意工作者集中的手工藝與文化創意產

業之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知能的取得，以

及各項商品檢驗、驗證、智財權等資

源，相關知識或申請程序的友善性與可

近性。 

本會「補助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以吸引創造性人才

移居（含返鄉）客庄地區，並安排專家學者輔導陪伴移

居青年實施計畫、微課程等活動，促進移居者學習互動，

另協助提升客語溝通能力，循序達成客庄地方創生目

標，並積極輔導女性人才打造自有品牌及行銷在地，並

結合數位科技加強推廣自有產品，在本會輔導下儘速建

立商業及營運模式，以達長期深耕地方之目的。第1、2

屆獲選30件，其中女性17位，比例達56.7%，本計畫將

於112年結束，後續將以計畫推動之成功經驗，持續朝性

別平權方向努力。 

第 4 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11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及成果 

建立女性及各種性

別弱勢族群在公共

領域中的可見性和

主體性 

強化與提供各種性別弱勢群體（如農漁

村婦女、原住民、新移民、身心障礙者、

高齡者、受暴婦女、多元性別族群）性

別平等意識能力建構與培力，依族群或

地區特性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並鼓勵各

族群性別文化之探究與研究。 

1. 本會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補助研究計畫即於受理時

鼓勵有關客家性別平權相關主題研究優先，亦鼓勵其

他與族群性別平權多元議題探討，提升推廣性平之研

究。111年度計有「客庄新住民微型創業在結構與行

動之間」、「世代、性別與年齡：竹科周邊客庄女性的

生命史敘事與個人、社區韌性初探」、「清末到日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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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六堆客家女性社會角色的變遷」及「日治時期臺灣

桃竹苗地區的女性醫者研究」等 4案。 

2. 本會於 111 年 7 月 30 日起至 9 月 23 期間假新北、新

竹、苗栗、臺中、嘉義、屏東、臺東等地區辦理辦理

2022 精緻客家大戲《海東奇逢》7 場次演出，突破傳

統刻版印象及性別角色，敘述勇敢的女祭司的故事，

除保留了客家傳統採茶戲熱鬧、詼諧的風格，並帶有

濃厚的兒童劇色彩，藉此提升大、小朋友的性平意

識，並讓民眾體驗不同的客家文化。 

3. 委託公視基金會辦理客家電視營運，其邀請明理法律

事務所李瑞敏律師主講「性平法實務」、臺灣力人關

係促進協會秘書長陳基榮先生主講「職場霸凌與人際

關係經營」及方念萱女士主講「電視、網路、數位性

別暴力與青少年」，透過法律、政策與案例分享提升

同仁性平意識以及製作節目時應注意的性平觀點，3

場講座共計 91 人次參加。 

4. 本會與各部會合作拍攝「向用心的人致敬」客語聲望

系列影片，其中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合作拍攝之「幸福

巴士篇」主角之一為具有新住民身分之巴士預約專員

尹海霞，她飄洋過海嫁到台灣，因緣際會擔任花蓮富

里地區幸福巴士的預約專員，每天為偏鄉民眾解決交



通問題，展現一位新住民女性融入台灣社會，並為公

共服務貢獻之用心。 

5. 辦理客語數位學習教材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規劃性

別平等意識內容，講述 CEDAW 相關資訊，以教育及

平等主題講述家庭、校園、職業性別平等及尊重多元

性別議題，協助種子師資將性別平等教育帶入教學活

動，共 2 場，計 141 人次報名參與。 

積極突破父權文化

的束縛，建構無性別

歧視的文化禮俗儀

典 

持續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

念，例如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

節習俗等範疇中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

部分，並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性別文

化；透過輔導、獎勵或評鑑地方政府、

文化禮俗儀典服務業者及文化資產相

關民間團體，推展具性別平等精神之文

化禮俗儀典，並提升相關從業人員及工

作者之性別平等意識。 

1. 於客庄節慶相關補助計畫規定，申請單位執行活動時

強調性別平等意涵，鼓勵以符合現代精神作法，推展

性別平權意識，111年度客庄節慶活動共核定 11案，

共有 3案融入性平做法，說明如下： 

(1)臺中東勢新丁粄節推出「新丁粄」與「千金粄」，

破除以往重男輕女的觀念，符合性別平等精神。 

(2)「苗栗𪹚龍」節慶活動中，已有女性親身參與，

打破過往多僅男性參與此項節慶活動的刻板印

象。 

(3)「義民祭」推動性平觀念，在祭祀活動儀式中，

已有女性主管或地方首長擔任祭祀科儀的禮生或

主祭。 

2. 本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自108年起針對未婚或離婚女

性設立姑婆牌或入祖牌、入祖塔(家塚)、女性禮生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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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實地調查，透過座談會、文章及出版品等博物

館論壇平台，於 108年至 111年間陸續將相關調查紀

實及研究成果分享推廣。111年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1)客發中心客家社會祭儀女性平權議題紀錄片拍攝

案成果-《廳下火》，入圍 2022年第 29屆「Women 

Make Waves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獎，又

獲得第五屆「新北市女性影展」開幕片之殊榮！

此拍攝案自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初，透過多元

視角，反思當代臺灣客家姑婆入祀現象，聚焦於

客家宗族、女性、多元平權等議題式討論，詳實

當代客家社會文化變遷。 

(2)110-112年辦理「客家祭儀的性別平權議題紀錄片

拍攝委託專業服務案」，透過紀錄片保存並記錄客

庄祭儀性別的轉變，並請相關專家學者參與審

查，未來產出成果將列入性平推動議題素材，透

過博物館平台傳遞運用。 

(3)111年 12月 28日全國客家日辦理《廳下火》紀錄

片放映暨座談會，與鄭慧玲導演、及影片受訪者

之一范姜群敬，與民眾一同探討本片呈現不同性

別認同的觀點，以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宗族祭儀的

性別議題。 



第 7 篇-環境、能源與科技篇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11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及成果 

消除各領域的性別

隔離，並讓女性與弱

勢的多元價值與知

識得以成為主流或

改變主流 

與社區、農村、婦女團體，如社區發展

協會、部落發展協會或農會家政班、產

銷班等合作，推動節能減碳與生態教

育，同時進行性別意識的培力，或透過

終身學習系統或社區讀書會等方式，推

動具性別敏感度之環境、能源、科技領

域資訊學習與宣導。 

1. 辦理「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補助作業」，協助培育

各地客庄之客家產業人才，如補助嘉義縣中埔鄉公所

「Hakka粄味餐桌-『粄禮』產業創新發展計畫」及苗

栗縣獅潭鄉公所「苗栗縣獅潭鄉三仙地方創生特色產

業加值計畫」等，課程內容以結合節能減碳的環保觀

念，提供弱勢族群參與及就業機會，並開發銀髮族市

場等相關商品，於課程中宣導性別平等概念，鼓勵不

分性別參與社區活動。 

2. 111年度辦理生態探索活動及農事學堂共計 847人，

男生 361人（約 43%），女生 486人（約 57%）。 

以具體計畫或措施提高女性、高齡者、

特殊需求者、鄉村地區、經濟弱勢居民

使用科技產品之近用機會與能力；補

助、獎勵研發改善弱勢者生活品質之科

技創新；支持農村與原住民女性推廣生

態保育的傳統智慧與知識，鼓勵社區、

農村女性以集體力量爭取決策位置，並

培育各層級在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的

女性種子師資或意見領袖。 

1. 111 年度本會賡續培力女性客語薪傳師，並協助開辦

客家語言課程，結合社區、學校、家庭傳承客家語言

及文化，提升自我價值。 

2. 本會辦理「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補助」，補助地方

政府及民間社團培育客家產業人才，以社區女性、中

高齡等經濟弱勢居民為主要招生對象，改善性別弱勢

群體從業及創業之困境，繁榮客庄產業經濟，並開發

具客家創意產品(如，客家無塑餐盒)，另安排資訊相

關課程，增加使用科技產品能力，以提升客庄產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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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為客家文化產業創造新契機。計補助民間團

體、地方政府辦理相關客家文化產業推廣課程及小旅

行體驗活動共 15案，共 1,470 人參與，其中女性 868

人(59.05%)、男性 602人(40.95%)。 

增加政府政策資訊

之可及性，讓不同性

別與弱勢處境者的

基本需求均可獲得

滿足 

政策(含性別政策)之規劃應落實政府資

訊公開透明；資料與意見蒐集，以及說

明與公布過程，均應顧及不同性別及弱

勢族群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

異，另針對性別數位落差情形，提出消

弭落差與性別隔離的具體指標，包括使

用率、可及性、資訊能力等；並提出行

動方案，包括資訊學習機會和網路的普

及、可負擔的通訊費率、性別友善與無

障礙的網路空間等措施。 

1. 本會政策、計畫、活動、研究報告等資訊均公告於本

會官網，並設置「性別平等專區」，將本會性別平等

計畫、統計及宣導等資訊公開於網站上，並透過官方

粉絲頁推廣，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並增加政府政

策資訊之可及性。 

2. 顧及不同性別及弱勢族群資訊獲取能力，以及學習資

訊之機會，本會辦理下列事項： 

(1)透過「客庄產業經濟發展指標調查評析計畫」，針

對客庄基本環境、風土及具代表性產業，進行初

始或次級資料的蒐集或調查，建立雲端資料庫及

儀表板發展客庄經濟，以利辦理社會經濟整體面

向分析客庄地區各項經濟平均受益、教育文化水

平、人口外流等影響情形，並瞭解族群間有無結

構性不平等，並作為政策訂定及政府資源挹注配

置優先順序之參據。 

(2)辦理「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補助」，補助地方政

府及民間社團培育客家產業人才，開辦資訊相關



課程，以提升弱勢者對科技產品使用能力及使用

率，增加資訊學習機會並縮減城鄉及性別資訊落

差，解決經濟弱勢者使用網路之門檻。  

(3)辦理「臺灣客家特色產業電子商務」實務課程 12

場次，協助業者提升網路使用能力，共 425 人參

與，其中女性 275 人(64.7%)、男性 150 人(35.3%)。

課程內容包含 LINE@社群行銷實務及應用等，以

推動客家特色產業業者 e 化社群為目標，結合科

技管理之跨領域知識整合，透過行動載具或上機

實務教學等方式，提振客庄產業電子商務操作及

應用能力。 

(4)客家電視於《客話新聞》、《福氣來了》、《巷弄裡的

吉光片羽》等節目製播「新丁粄演進」、「客家性

平」、「姑婆廳下火」性別平等意識單元主題與新

聞訪問，內容討論尊重多元、性別認同、性平刻

板印象等面向，共計 81 則。講客廣播電臺透過《賽

客思同學會》、《翻轉四頭四尾》(112 年節目名稱

改為永續性別力)、《愛思客 Me》…等 26 個節目

製播反思性別議題所衍生的社會現況、以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為核心，以情境劇、遊戲

方式吸引聽眾用客語學習英文與有關性平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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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括性別多元化、性別刻板印象、國際性別

平等性教育政策等內容共 611 則。 

3.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為讓民眾了解該中心相關政策，以

多元方式擴大資訊流通範圍，並縮小資訊差距，相關

政策宣導、資訊活動已公告於客發中心官網。另業務

涉及性別統計資料、相關性別推動成果等已公布於本

會官網「性別平等專區」，如客家祭儀性別平權議題

紀錄片─「廳下火」四分鐘版。另客發中心官網通過

無障礙標章2.0認證，確保身障者資訊取得，並透過官

方粉絲頁推廣，顧及不同性別及弱勢族群資訊獲取之

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