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推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暨與民間組織或企業 

共同推動性別平等執行成果 

「水環境巡護志願服務暨推動性別平等計畫」 

壹、 依據： 

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5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

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7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

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可參加有關本國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非政府

組織和協會。 

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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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

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四、本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五、(六)、4：落實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公民

參與和審議機制，確保女性充分參與，尤其是不利處境者。 

五、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度水環境巡守管理暨績效評核獎勵計畫」 

貳、 問題說明： 

一、 水環境巡守隊志工性別結構比例失衡 

本市水環境巡守隊係由鄰里、民間團體及企業單位推薦籌組成立，截

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志工人數已達 2,602 人，男性及女性志工比例為

43:57，整體人數女性占比較高，惟細部統計後發現，年齡層介於 0~49 歲

之間，其女性人數(145 人)明顯少於男性(183 人)，故擬規劃相關改善作

為，以平衡青、中壯年男女之比例。 

表 1 巡守隊類型及人數 

巡守隊類型 鄰里 民間團體 企業 

志工人數 996 人 1,536 人 70 人 

 

  



表 2 水環境巡守隊志工年齡 

縣市 性別 全年齡 
各年齡層 

19 以下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 以上 

桃園市 

男性(人數) 1125 5 28 51 99 176 433 333 

男性(%) 43% 45% 61% 60% 53% 36% 40% 47% 

女性(人數) 1477 6 18 34 87 309 640 383 

女性(%) 57% 55% 39% 40% 47% 64% 60% 53% 

 

 
圖 1 水環境巡守隊志工各年齡層人數 

二、 水環境巡守隊管理權責 

本市水環境巡守隊目前組織編制、職務權責內容及其職務安排之制

度，除隊長職務係由隊員推舉(兩年 1 次)產生外，其餘職務皆由隊長指派

(含副隊長、管理員及財務人員)。 

表 3 水環境巡守隊管理職務及權責分配 

職務 業務權責 

隊長 負責綜理全隊事務 

副隊長 協助隊長處理隊務相關事宜 

管理員 
負責文書行政工作（如：建立完整組織名冊、彙整工作成果表及志

工服務時數、協助訪查及評鑑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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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人員 
負責財務管理工作（如：各項補助費用申請及核銷、製作財務報表

及協助召開年度財務會議） 

三、水環境巡守隊管理幹部性別分析 

水環境巡守志工，雖整體人數女性占比較高，惟細部統計後發現，擔

任管理職務之整體性別，其女性人數(128 人)明顯少於男性(152 人)，其中

又以隊長職、副隊長職差距最大，男女比約 7:3。 

表 4 水環境巡守隊決策層級男女比例 

縣市 性別 全職務 
各管理人員 

隊長 副隊長 管理員 財務員 

桃園市 

男性(人數) 152 50 48 26 28 

男性(%) 54% 71% 69% 37% 40% 

女性(人數) 128 20 22 44 42 

女性(%) 46% 29% 31% 63% 60% 

 

 
圖 2 水環境巡守隊決策層級男女人數 

四、 地域及性別交叉分析 

進一步依地域類型進行分析，桃園市各行政區大致可分為都市、鄰

山、鄰海 3 種類型，鄰山地區包含大溪區及龍潭區；鄰海地區為大園區、

觀音區、新屋區；其餘皆為都市型(桃園區、中壢區、蘆竹區、龜山區、

八德區、平鎮區、楊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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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地域類型之行政區，其中鄰山及都市行政區男女比率約 1:1，

其反應於水巡守隊決策層級男女比例上，男性占比較高之隊伍計 4 支隊

伍，女性占比較高之隊伍計 5 支隊伍，近性別平衡狀態。 

惟鄰海地區，其行政區男女比例皆以男性佔比較高，亦反應於水巡守

隊決策層級，男性比例高於女性，其差距最大的行政區為新屋區，男女占

比約達 8:2，其餘行政區(觀音區、大園區) 男女占比亦達 6:4。為改善水

環境巡守隊伍決策層級之男女比例性別決策參與落差，故擬規劃相關改

善作為。 

表 5 桃園市行政區及各區別水巡守隊決策層級男女比例  

類型 
區域別 

行政區 

 
水巡守隊決策層級 

總計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鄰山型 
大溪區 51% 49% 38% 63% 

龍潭區 50% 50% 44% 56% 

鄰海型 

新屋區 53% 47% 81% 19% 

觀音區 52% 48% 63% 38% 

大園區 51% 49% 58% 42% 

都市型 

桃園區 48% 52% 46% 54% 

中壢區 49% 51% 58% 42% 

楊梅區 50% 50% 57% 43% 

蘆竹區 49% 51% 40% 60% 

龜山區 50% 50% 56% 44% 

八德區 50% 50% 55% 45% 

平鎮區 49% 51% 13% 88% 

 



 
圖 3 桃園市行政區及各區別水巡守隊決策層級男女比例 

參、 計畫目標： 

一、 改善水環境巡守志工，青、中壯年參與，性別比例失衡現象 

二、 改善水環境巡守隊，各決策層級之性別比例失衡現象，並推廣及深化志工

性別平權觀念，期能藉此影響他人，進而提升本市性別平等友善度。 

三、 依區域類型(鄰山、鄰海、都市)，針對不同性別族群進行隊務管理教學，

期可平衡各性別決策層級之機會。 

四、 針對本市水環境巡守隊長及負責人員召募之幹部，推廣及深化性別平等

概念；並積極培力女性決策參與及訓練。 

五、 為提升企業志工人數，針對桃園市重點流域周邊企業進行輔導或訪視並

公告召募簡章邀請企業加入水環境巡守隊行列。 

肆、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伍、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土壤保護科 

陸、 協力單位：桃園市水環境巡守隊 

柒、 推動策略： 

一、 統計桃園市現有水環境巡守志工性別比例，設計訪談問題，瞭解環保志工

青、中壯年男女比例失衡之因素後，據以研擬及提供召募方向及辦法，以

期能降低水環境巡守志工，青、中壯年性別比例失衡情形。 

二、 提供性別意識訓練課程，供有意願或有潛力之水環境巡守志工參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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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並深化性別平等之概念。 

表 6 CEDAW 課程辦理議程 

時間 第一場次（上半年） 第二場次（下半年） 

13:00 ~ 15:00 
CEDAW 第 5 條「社會文化之

改變與母性之保障」 

性別主流與 CEDAW 如何協助

公務 

15:00 ~ 15:10 休息 

15:10 ~ 17:10 
「性別平等，共治共決」-權

力、決策與影響力 
CEDAW 希望與導向 

17:10 ~ 賦歸 

三、將性別意識培力基礎課程及活動辦理，納入本市「水環境巡守管理暨績效

評核獎勵計畫」之評核項目，並提供相關課程予本市各水環境巡守隊，以

推廣及深化本市水環境巡守隊志工，性別平等之概念。 

四、 為了提升各性別志工對於水環境巡守隊業務執行之熟悉程度，擬依特定

區域，針對不同性別族群，辦理業務訓練課程，其包含基本隊務注意事項、

隊務安排及隊伍發展等相關課程，使其獲得更多巡檢技能及知識，使其勝

任決策層級之可能性。 

捌、期程規劃：111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年度 111 年 112 年 

月份 

項目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水環境巡守隊

志工訪談作業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成果

彙整 
性別意識訓練

課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隊務職能訓練     ˇ        ˇ 

玖、 執行預算：由本局水污染防治基金項下支應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滾動式檢討志工召募措施 

透過滾動式檢討收集分析，青、中壯年族群對於參與水環境巡守志願

服務意願及其影響因素，進一步調整召募方式及宣導方向，以達成改善

青、中壯年族群男女比例失衡之目標。 



二、 水環境巡守志工性別意識培力 

擬規劃將性別意識培力基礎課程，納入本市「水環境巡守管理暨績效

評核獎勵計畫」之評核項目，並提供相關課程予本市各水環境巡守隊，以

推廣及深化本市水環境巡守隊志工性別平等之概念。預計辦理 2 場次 4

堂課程，參與人員含隊長、副隊長、管理員或財務人員約 300 人。 

三、 提升水環境巡守志工參與決策層級之意識 

針對決策層級其性別比例失衡之區域，邀請比例較少之性別族群，加

強其本質學能，亦安排管理方面之課程，提升水環境巡守志工參與決策層

級之意識。 

四、 提升性別平等宣導廣度 

本局透過性別平等宣導課程，強化水環境巡守隊決策層級之觀念，由

決策層級於會議中宣達隊員，並透過活動辦理，將性別平等宣達予一般民

眾，期有效推廣性別平等之觀念。 

五、 提升企業志工人數 

未來將召募資訊公告至桃園市志工網，增加志工召募的曝光管道，提

升企業水環境巡守隊的志工人數，以達與企業合作之效益。 

壹拾壹、 活動成效： 

一、 性別平等訓練課程： 

活動名稱 112 年桃園市水環境巡守隊性別平等訓練課程(第一場) 

活動日期 112 年 3 月 17 日 

講師 賴文珍講師(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主任) 

參與人數 

(性別比例)： 
82 人(男 40 人：女 42 人) 

活動概述 為鼓勵女性隊員積極擔任水環境巡守隊決策角色，特邀請講師

分享「性平與社區參與」及「性平與政策」議題之課程 

活動照片 

(2 張) 

  

 

 

 

 

112/3/17 性別平等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活動名稱 112 年桃園市水環境巡守隊性別平等訓練課程(第二場) 

活動日期 112 年 10 月 24 日 

講師 何碧珍講師 

參與人數 

(性別比例)： 
77 人(男 42 人：女 35 人) 

活動概述 為鼓勵女性隊員積極擔任水環境巡守隊決策角色，特邀請講師

分享「「性騷擾防治」」及「老年的自我照顧議題」議題之課程 

活動照片 

(2 張) 

  

112/10/24 性別平等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二、 成果分析 

自 111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8月 31日止，計有 18個隊伍辦理隊長

推舉會議及幹部人選異動，改選結果經統計管理職務由女性擔任共 12位、

男性擔任共 11位，女性增加 1位。 

依據上述統計結果，水環境巡守隊辦理隊長改選可能影響管理階層

的男女性比例，惟目前僅辦理 1 場次性別平等訓練課程，尚未有明顯改

變，未來將持續宣導兩性平等議題，預計於 112 年 10 月 24 日辦理第二

場次性別平等訓練課程。 

 性別 全職務 
各管理人員 

隊長 副隊長 管理員 財務員 

111 年 11 月 
女性(人數) 117 19 20 40 38 

女性(%) 44% 28% 30% 60% 57% 

112 年 8 月 
女性(人數) 128 20 22 44 42 

女性(%) 46%(↑2%) 29%(↑1%) 31%(↑1%) 63% 60% 

 



壹拾貳、 計畫檢討及精進作為： 

一、 針對非管理階層之隊員持續宣導性別平等理念，鼓勵女性隊員投入水環

境巡守隊管理階層，提升女性的影響力。 

二、 提供女性決策者業務諮詢管道及必要協助，以解決業務執行上所遇之困

難。 

三、 除辦理相關性別平等課程之外，將透過水巡隊業務訪查工作，持續宣導性

別平等理念，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達成權力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