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109年婦女福利服務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營造性別友善城市，強化婦女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本府

從婦女社會參與、勞動與經濟、福利與脫貧、教育媒體與文化、健康與醫

療、人身安全與性別友善環境六大面向關注婦女福利與權益，促進本縣婦

女自我意識、提升婦女福利服務品質、強化弱勢婦女支持服務。

貳、 需求評估：

一、 人口、婚姻與家庭

(一)人口

107 年底本縣總人口計 13 萬 9,273 人，其中女性 6 萬 9,779 人（占50.1

%），男性 6 萬 9,494 人（占 49.9%），性比例為 99.59（亦即每 100 個女

性就有 99.59 個男性），低於 106 年底之 99.98，可見本縣女性人數已高於

男性。另 107 年本縣嬰兒出生登記人數計 1,254 人，其中女嬰 605 人，男嬰

649 人，性比例為 107.27，低於 106 年底之 111.74，而女嬰人口數已逐漸與

男嬰人口數接近，期盼未來嬰兒性別比例可趨於100。

( 二)人

口年

齡結

構

107 年底本縣女性人口中老年比率 13.25%，較男性高約 1 個百分點，幼年及

青壯年人口結構皆略低於男性，與 103 年底比較，女性及男性之老年比率皆上

升 1.5 個百分點以上，青壯年比率相差不大，幼年比率呈現下降趨勢。



 

(三 )

婚 姻

狀況

107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人口以有偶比率最高，女性與男性有偶比率分別為 

52.28%及 55.92%，女性低於男性 3.64 個百分點，與 103 年底比較，女性及

男性分別減少 0.74 及 0.72 個百分點；另男性未婚、離婚及喪偶比率皆高於 

103年底，亦可看出男性單親的人數增加，故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宣導可針對男性

部分再多做努力；男、女性未婚及有偶比率皆低於 103 年底，除男性喪偶比率

外，其餘離婚及喪偶比率皆呈現上升趨勢，故單親的議題仍需重視。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勞動力狀況

107 年本縣勞動人口計有 23.1 千人，其中女性 10.07 千人（占 43.6％），

男性 13.03 千人（占 56.4％），與 103 年比較，女性增加 15.5％，男性增

加 6.7％。若就勞動力參與率觀察，女性為 46.05％，男性為 66.67％，兩性

勞動力參與率之差距，由 103 年之 23.5 個百分點降至 107 年 20.62 個百分



點，顯示女性進入職場已漸普遍。

另依 107 年失業率來看，女性為 0.79％，男性為 1.29％，與 106 年

底比較，女性失業率減少 0.15 個百分點，男性減少 0.13 個百分點

(

二 )

低

收

入戶

107 年底本縣低收入戶人數 527 人，其中女性 252 人（占 47.8%），男性 

275 人（占 52.2%），性比例 109.1（亦即每 100 個女性就有 109.1 個男

性），低於 106 年之 112.6。；另 107 年低收入戶戶數計 278 戶，其中女性

戶長 108 人（占 38.8%），男性戶長 170 人（占 61.2%），性比例 157.4，

高於 106 年之 154.7，呈上升趨勢。

(三 )身心障

礙

107 年底本

縣 身心障

礙者人數共計 5,854 人，其中女性 2,623 人（占44.8%），男性 3,231 人

（占 55.2%），近 5 年男性均高於女性，與 106 相較，男性增加 11 人，女



性增加 47 人，身心障礙者人數年增 1%。

參、 推

展 之

願 景

一、 積

極擴大宣導性別平權理念，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倡導性別平權，讓婦

女照顧者角色轉換，藉由婦女女性主義發展，讓婦女地位能提升且受

到應有之尊重。

二、 加強單親及弱勢家庭之各項福利服務，辦理單親、隔代教養家庭基本

資料建置，提升單親家庭經濟支持，基本生計及子女受教育權利，家

庭結構得以鞏固，弱勢家庭得以脫離貧窮。

三、 建立政府與民間資源建立資源網絡，推動親職教育、學習成長、社會

參與，開闢婦女更多元之學習機會，並讓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婦女福利

服務以維永續發展。

四、 整合相關單位行政資源，強化婦女福利服務網絡輸送系統，落實社會

福利精神。婦女服務社區化：規劃普及性、可近性及可獲性之服務網

絡，達到福利社區化理念。

五、 擴增及培力在地婦女團體，提升其能量與創新能力，並增進團體間連

結與合作。

參、 婦女福利服務工作項目：

　  一、辦理婦女需求調查：委託專業團體辦理研究案，係為了解本縣婦女需 

 求並作為本府未來規劃本縣婦女福利服務相關措施之參考依據。

    二、辦理婦女權益/福利服務與性別平等相關方案：

(一)專題宣導講座/活動：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計6      場，針對打破傳統

家庭性別分工、身心障礙者婦女權益、新住民婦女權益、原住民

婦女權益、中高齡婦女權益、懷孕婦女權益等議題，每項議題僅

由一個民間團體辦理，每個議題僅辦理一次為限。

(二)婦女就業成長團體活動：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府自行辦理計4      場次，

以提升婦女專業技能，並增進婦女就業機會。

(三)女性影展：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府自行辦理計1      場次，透過女性影

像的視角，開拓自己的視野，看見多元文化，激起討論與行動，



把由女性出發的影像，傳遞到金門地區各個角落。

(四)婦女團體培力：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府自行辦理計1      場次，透過講

座、研習或喘息活動方式，增進轄內婦女團體專業知能。

三、新住民及特殊境遇/弱勢家庭福利服務：

(一)服務對象：單親家庭、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婦女、未婚媽媽、

新住民配偶等脆弱家庭之婦女及其子女。

(二)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婦女生育津貼、托育及安置費用、特殊境

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

津貼、法律訴訟補助。

(三)基層服務窗口在職訓練：加強各公所村里幹事及業務承辦人員協

助辦理社會福利申請之能力。

(四)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相關服務業務。

(五)辦理新住民相關服務措施：包含權益保障、生活適應輔導、家庭

關係、多元文化、互助支持網絡、種子師資培訓等相關業務。

肆、計畫目標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的婦女服務網絡，如透過各福利中心或據點提供婦女福利

   服務、建構弱勢家庭關懷網絡，增加弱勢家庭資源，提升家庭功能、關懷新

   住民家庭生活，提供支持性服務及藉由經濟扶助措施，保障婦女經濟安全；

   另安排成長培力課程與活動等，扶植本市在地婦女團體，提升能量。

一、 核心理念：將「性別友善觀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中，照

顧弱勢婦女，提升婦女權益與推動性別平權。

二、 策略目標

(一)辦理婦女需求調查，並作為本府未來規劃本縣婦女福利服務相關

措施之參考依據。

(二)透過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兒童及青少

年中心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本縣婦女社區化及便利性福利服

務及辦理相關活動課程，促進婦女成長。

(三)照顧弱勢家庭，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助服務、房屋津貼等經

濟扶助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權益，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四)藉由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有效執行各項性別平權工作，致

力推展「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等政策與計畫，並鼓勵各

單位加強性別友善觀點融入業務，達到性別平等目標。

(五)提升婦女團體參與公共事務與知能，規劃婦女團體領導人培力、

社工員在職訓練及各項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並透過業務聯繫會議

建立溝通平台，提供交流機會。

(六)積極與在地婦女團體合作，盤點其資源與整合服務網絡，並透過

方案經費補助方式扶植與增加團體能量，以齊力為本縣婦女提供

多元且周延之福利服務。

伍、經費配置



項目
經費來源        (單位：千元)

合計
中央補助 縣庫預算 公彩盈餘 其他

婦女福利服務 0 7,005 4,535 11,540

新住民家庭服務 2577.2 741.6 0 0 3318.8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955 622 0 0 1,577

合計 3,532.2 8,368.6 4,535 0 16,435.8

陸、本案奉核後據以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