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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鼓勵農村婦女社會參與，培訓第二專長與經營副業之

性別分析 

109年 6月 

壹、 前言 

在臺灣，目前農村社會處於人口嚴重老化階段，而農村主要產業

為農業，屬於需大量投入勞動力之產業，常讓人留下「務農主要勞動

力為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為消除此情形，並活化農村人力，鼓勵

現有農村婦女人力資源，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勢在必行。 

本局輔導農會促進當地農業發展，其在推廣業務方面包含農事、

家政、四健等 3大部分，其中家政部分係鼓勵農村婦女參與社會活動

(例如：參選農會選任人員，增加決策參與機會)或直接投入農業生產；

依據當地環境、產業、文化及歷史等，開設相關培訓課程(例如：培

力研習課程、教育訓練等)，教學相長及培養第二專長，達到經營副

業(例如：經營田媽媽班)，提升農村經濟收益。 

貳、 近年相關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 近年當選之選任人員男女比例： 

本市所轄各級農會及漁會，詳如下：(選任人員任期為 4年) 

 上級農會(計 1家)：臺中市農會。 



第 2頁 共 19頁 

 基層農會(計 22家)：臺中地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大里

區農會、太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

區農會、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

區農會、潭子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會、石岡

區農會、外埔區農會、大安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肚

區農會、龍井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和平區農會。 

 漁會(計 1家)：臺中區漁會。 

(一) 各級農會及漁會總幹事： 

108 年底本市轄下各級農會及漁會總幹事總計 24 人，

男性 21位(比率為 87.5%)，女性 3位(比率為 12.5%)。

歷年性別分析如圖一。 

 

圖一、各級農會及漁會總幹事歷年性別分析。 

(二) 各級農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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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底本市轄下各級農會理事總計 223人，男性 219

位(比率為 98.21%)，女性 4 位(比率為 1.79%)。歷年

性別分析如圖二。 

 

圖二、各級農會理事歷年性別分析。 

(三) 各級農會監事： 

108年底本市轄下各級農會監事總計 75人，男性 75位

(比率為 100%)，女性 0位(比率為 0%)。歷年性別分析

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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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各級農會監事歷年性別分析。 

(四) 各級農會會員代表： 

108年底本市轄下各級農會會員代表總計 856人，男性

825 位(比率為 96.38%)，女性 31 位(比率為 3.62%)。

歷年性別分析如圖四。 

 

圖四、各級農會會員代表歷年性別分析。 

二、 農業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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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3,857 位(比率為 49.66%)，女性 44,460 位(比率為

50.34%)。歷年性別分析如圖五。 

 

圖五、農業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歷年性別分析。 

三、 農會家政班班員： 

108年底本市轄下農會家政班班員總計 12,002人，男性 210

位(比率為 1.75%)，女性 11,792 位(比率為 98.25%)。歷年

性別分析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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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農會家政班班員歷年性別分析。 

四、 108年度臺中市各區農會性別平等宣導成果統計： 

表一、108年度臺中市各區農會性別平等宣導成果統計。 

序號 農會別 名稱 場次 參與人數/比例 

1 大安區農會 

農村性別平等理解

學習新世紀性別新

觀念 

1場 

參與人數約 96 人。女

性 92人(比例為 96%)；

男性 4人(比例為 4%)。 

2 大甲區農會 

談農村性別平等~營

造家庭和諧~攜手向

前 

1場 

參與人數約 80 人。女

性 78人(比例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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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雅區農會 農村性別平等講座 6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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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09 人 ( 比 例 為

92%)；男性 18人(比例

為 8%)。 

4 后里區農會 

營造農村家庭平權

分工座談 
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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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94 人 ( 比 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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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柑仔店讓家亮

起來培訓宣導課程 
1場 

93%)；男性 9 人(比例

為 7%)。 

6 沙鹿區農會 兩性平權課程 1場 

參與人數約 205人。女

性 205 人 ( 比 例 為

100%)。 

7 烏日區農會 
性平與法律、生活法

律新亮點 
1場 

參與人數約 120人。女

性 116 人 ( 比 例 為

97%)；男性 4 人(比例

為 3%)。 

8 龍井區農會 

農會 108 年度辦理

「農村性別 -你我

他」性別平等宣導講

座 

5場 

參與人數約 310人。女

性 280 人 ( 比 例 為

90%)；男性 30人(比例

為 10%)。 

9 臺中地區農會 
108年度兩性法律教

育講座 
1場 

參與人數約 160人。女

性 152 人 ( 比 例 為

95%)；男性 8 人(比例

為 5%)。 

計 26 場次，總計參加人數 1,573 人，男性 129 位(比率為

8.20%)，女性 1,444位(比率為 91.80%)。 

參、 推動農村婦女社會參與，培訓第二專長與經營副業業務重點 

一、 農村婦女性別平等意識培力宣導 

(一) 輔導本市各級農會舉辦農村性別平等意識講座、訓練或

座談會共 26場次，總計參加人數 1,573人(男性 129人，

比率為 8.20%；女性 1,444人，比率為 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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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梧棲區農會舉辦辦理『男女都一樣！從婦權角度

談性別歧視』講座情況。 

(二) 108年 10月 5日由楊瓊瓔副市長邀集本市所轄各級農、

漁會召開研商「提升農、漁會女性參與決策性別平等」

座談會，女性總幹事及業務主管皆列席參與討論。 

 

圖八、楊瓊瓔副市長邀集本市所轄各級農、漁會召開研

商「提升農、漁會女性參與決策性別平等」座談會情況。 

(三) 108 年 12 月 17 日府授農輔字第 1080303675 號函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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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級農漁會加強於所屬社群網站、官網、粉絲團、各

項會議、活動中協助宣導性別平等業務主動規劃創新推

展性別平等措施、鼓勵女性參與農會事務，推動性別主

流化，舉辦各項會議時，惠請協助於會議紀錄中標註會

議參加男女人數及宣導性別平等業務相關訊息。 

 

圖九、本府 108年 12月 17日府授農輔字第 1080303675

號函。 

(四) 製作性別平等花精靈-希朵宣導易拉展或立牌，提供本

市各級農、漁會於信用部營業廳、各項會議、農民節或

產業文化活動中擺設宣導，倡導「主動創新推展性別平

等措施、鼓勵女性參與農會決策及積極消除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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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本市轄下各級農、漁會於信用部營業廳、各項會

議、農民節或產業文化活動中擺設「性別平等花精靈-

希朵宣導易拉展或立牌」宣導。 

二、 培訓農村婦女第二專長與經營副業 

(一) 輔導及補助農會辦理農村產業第二專長職業，提升農村

婦女就業創業須具備之知能，充實家政推廣教育，加強

農村婦女多元職業技能。共辦理 28場次，參訓人員 842

人(女性 784 人，比率為 93.11%；男性 58 人，比率為

6.89%)。例如:長期照護及生活技能研習等農業推廣課

程，輔導農村婦女參與訓練並考取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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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臺中地區農會辦理 108年度家政推廣教育計畫

-兩性法律教育講座。 

(二) 108 年 7 月 8 至 7 月 12 日邀請中區農業改良場、大學

教授等專家、學者專案輔導各區農會家政班學員經營地

方田園特色料理或農產品加工事業，運用在地農業資源

經營副業，目前已輔導創立 18 家田媽媽餐廳，透過就

業培力促進農村婦女創業機會(女性 266 人，比率為

82.1%；男性 58人，比率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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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專案輔導各區農會家政班學員經營地方田園特

色料理或農產品加工事業，運用在地農業資源經營副業。 

(三) 落實食農教育推廣並結合本市地方農產特色，108 年 9

月 27 日舉辦「從產地到餐桌」食農教育繪本競賽，讓

農村婦女深入體驗農村文化結合飲食生活教育，製作布

書及繪本文創商品比賽，將前 10 名編印食農教育繪本

500套分贈本市各小學(女性 435人次，比率為 96.67%；

男性 15人次，比率為 3.33%)。 

 

圖十三、臺中市農會於 108 年 9 月 27 日舉辦「從產地

到餐桌」食農教育繪本競賽。 

(四) 巧藝-麻藝染織商品研習：推動與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結合麻藝的“編”與“染”工法，以生活美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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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提袋、手帕、書套等開創一系列生活實用文創商品，

將傳統農業賦予新的創意生機(女性 188人，比率為 94%；

男性 12人，比率為 6%)。並於臺中地區農會(臺中市忠

明路 372 號)1 樓農特產品展售中心門市展售，增加農

村婦女副業收入。 

 

圖十四、臺中地區農會辦理 108年度農村巧藝文創商品

研習計畫–麻藝染織商品研習班。 

三、 促進農村婦女社會參與及決策力 

(一) 108年 12月 26日邀請市政顧問(農業組)及農漁會三長

參加農業政策座談會議，透過會議平台與女性市政顧問

及民間團體代表交流座談，俾以制定各項農業政策時，

均能符合農民及農村婦女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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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臺中市政府農業組市政顧問業務交流座談會。 

(二) 透過農民節、休閒農遊體驗、一區一特色產業文化活動，

邀請農村婦女參與舞台表演及田園料理、手工藝品展售

共計 44 場次，參加人數總計約 9,000 人(女性 7,800

人，比率為 86.7%；男性 1,200人，比率為 13.3%)。 

 

圖十六、透過農民節、休閒農遊體驗、一區一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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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邀請農村婦女參與舞台表演及田園料理、手

工藝品展售。 

(三) 結合 2019 新社花海活動，成立農村家政美食區，推廣

農村婦女手作商品、田園料理及農特產品，並協助行銷

販售，活動期間(11月 9日到 12月 1日)共計創造 4,100

多萬元銷售金額，增加中高齡農村婦女就、創業能力及

生活收入。 

 

圖十七、結合 2019 新社花海活動，成立農村家政美食

區，推廣農村婦女手作商品、田園料理及農特產品，並

協助行銷販售。 

(四) 結合 2020 台灣燈會活動，成立農村家政美食區，推廣

農村婦女手作商品、田園料理及農特產品，並協助行銷

販售，燈會期間(2 月 8 日到 2 月 23 日)共計創造



第 16 頁 共 19頁 

9,185,110元銷售金額，增加農村婦女經營副業能力及

生活收入。 

 

圖十八、結合 2020 台灣燈會活動，成立農村家政美食

區，推廣農村婦女手作商品、田園料理及農特產品，並

協助行銷販售。 

肆、 未來策進作為 

一、 針對農、漁村辦理女性意識培力、並加強對農漁業及農村地

區性別平等意識宣導。 

 作法：輔導並補助山城、海線及屯區農會舉辦「性別平

等意識培力工作坊」及「性別平等種子教師研習營」活

動，並培訓女性種子教師於各項農業推廣活動中宣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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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村地區性別平等意識。 

二、 給予農、漁會補助、獎勵措施、並納入農漁會評鑑或考核加

分項目。 

 作法：109 年 2 月 25 日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

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將「性別平等教育推廣」納

入補助項目，且不受補助比率 50%上限，另農漁會考核

列入加分項目。 

三、 輔導農會依各區生產環境及農村特色產業辦理農業產品推

廣之培訓或活動。 

 作法：輔導及補助農會依各區生產環境及農村特色產業

辦理拼布、手工藝品、竹編、藺草編織、插花藝術及創

意田園料理食譜研發等家政班第二專長職能訓練課程。 

四、 結合產學界辦理相關職業訓練課程並輔導考取證照，以強

化農村女性就、創業知能。 

 作法：結合產業界及技職學校資源，輔導農會辦理電腦

繪圖設計、電腦文書編輯、水電簡易維修、丙級廚藝師

及長期照護技能培訓班，輔導受訓學員參加證照考試，

強化就、創業知能 ，預計辦理 5場次，服務 400人次。 

五、 輔導基層農會家政班有意經營田園料理、地方特色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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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者，運用在地農業資源經營副業，活絡農村經濟。 

 作法：賡續輔導本市基層農會家政班經營之 18 家田媽

媽餐廳改善經營設施與營業環境及整潔，並協助運用在

地時節農特產開發創意田園料理、地方特色農產品，增

加營業績效與提升農村生活經濟。 

六、 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融入性別觀點，並鼓勵女性參

與，爭取決策位置，培訓女性種子師資。 

 作法：輔導本市各級農會舉辦農村性別平等意識講座、

訓練或座談會、並輔導學員參加性平大會考。 

七、 於制定農業政策過程中，確保女性及民間團體充分參與決

策。 

 作法： 

(一) 透過農會各項農事教育訓練活動，由女性種子教師現場

宣導性別平等意識，並鼓勵農村婦女參加產銷班及農會

事務，期能逐步增加農會選任人員女性參與決策比率。 

(二) 定期邀請市政顧問(農業組)、家政班女性幹部及農漁會

三長參加農業政策座談會議，透過會議平台進行交流座

談，俾以制定各項農業政策時，均能符合農民及農村婦

女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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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立農、漁會推動性別友善服務措施評核機制，透過獎勵補

助促進性別平等意識推廣。 

 作法： 

(一) 109年度透過性別平等意識培力工作坊及性別平等種子

教師研習營活動，凝聚農、漁會主事者共識，建立「農、

漁會推動性別友善服務措施評核機制與評分基準」，並

鼓勵農、漁會創新、主動辦理。 

(二) 110年度擬訂「農、漁會推動性別友善服務措施評核實

施計畫」，邀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及局內長官擔任評

核委員，評核績優單位給予獎勵與辦理標竿學習，促進

農、漁會對性別友善服務措施推動意願 。 

伍、 結論 

    為消除農村社會讓人留下「務農主要勞動力為男性」的性別刻板

印象，本局積極獎勵輔導農、漁會推動性別友善服務措施，並為活化

農村人力，鼓勵現有農村婦女人力資源，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亦強化

農、漁會選、聘任人員性別平等意識，並鼓勵農村女性積極參與農會

事務與決策，促進農村婦女社會參與或參加公共事務。另外，培訓農

村婦女第二專長，促進農村婦女創業機會，增加經營副業知能及及生

活收入，同時提升農村經濟收益，改善農民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