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由市有建物活化過程
促進女性及多元族群參與社區決策

—友善性平牆2.0

⾃製「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案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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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牆2.0活化公有建物打造專屬性平空間
2



財政局核⼼業務之⼀為閒置公有建物活化
思考將硬體(公有建物)結合軟體(性平意識)
並透過機關與市⺠參與的互動，在行動中

傳達性平意識，是⼀件很值得去探
討的事！

財政局主要為公產管理、財稅及公庫業務
因應近年性別平等意識的倡導，逐漸地去

思考：
如何在生硬的「公有財產」中體現性平？
性平意識宣導的對象是誰?

# 如何融入公產活化
外牆是性平溝通平台；
內部空間是
性平意識發展的據點

#性平跟業務都可有相關

公有建物活化結合性平宣導

財政局跟性平有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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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市有建物成為性平友善空間?

機關自行以勞務採購整理
裝修後出租

由上而下決定

四川路⼀段325巷2弄1號
本計畫延續108年完工之性平彩繪牆，
透過整合閒置市有建物外牆與內部空
間，由社區⾥⺠共同參與實作建物之
修繕、布置，提升周邊環境「可見度
」，以打造具地方特色之性平友善空
間，作為社區性平意識宣導、發展之
據點。

榮獲行政院110年金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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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市有建物成為性平友善空間?

STEP1 協調跨域合作對象

STEP2 爭取地方認同，號召志工團隊

勞工局

社會局財政局

STEP3 建物基礎構造加固整修
STEP4 建物內部修繕佈置

由上而下決定 由下而上主導

「新北女性居家水電工班」指派新北女
性居家水電工班2位水電專業講師，率
領女性志工團隊，以教學實作方式，協
助辦理建物內部水電修繕工程。

機關自行以勞務採購
整理裝修後出租

⺠眾DIY自發參與，
共同發想、參與實作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實現

現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統計資料庫（單位：千人）

工藝性家務分工存在性別刻板印
象：
水電修繕傳統印象被認為是男性的工
作，實務統計確實存在性別落差，顯
示女性從事技藝類水電工作人數比例
較少，對相關知識較為陌生，居家空
間的簡易修繕維護多為男性成員處理，
女性參與居家水電修繕比例低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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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實現

第5條(性別刻板印
象和偏見)a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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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 號⼀般性建議
：婚姻和家庭關係
中的平等
⼀般⽽⾔，事實上
的結合關係完全不
獲法律保護。婦女
應在家庭生活及共
同受到法律保障的
收入、資產方面，
享有與男性平等的
地位。婦女在照料
、哺育受撫養子女
或家庭成員方面，
應享有與男性平等
的權利和責任。

CEDAW相關條文
第36號⼀般性建議
：受教育權
建議締約國確保教
育制度允許兩性擁
有平等的機會，自
由選擇學習科目和
職業：(e) 確保在單
⼀性別學校提供各
種學科，特別是在
技術職業領域，以
便女童有機會參加
由男性主導的領域
，反之亦然，從而
提供更廣泛的職業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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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就業)第1
項c款：
保證在男女平等的
基礎上享有自由選
擇專業和職業，提
升和⼯作保障，⼀
切服務的福利和條
件，接受職業培訓
和進修，包括實習
培訓、高等職業培
訓和經常性培訓的
權利相同權利。

第3條：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
所有領域，特別是
在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領域，採
取⼀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保
證婦女得到充分發
展和進步，以確保
婦女在與男子平等
的基礎上，行使和
享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



職業訓練、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實現

新北市性別平等方針
貳、就業、經濟與福利(⼀)促進女性就
業參與、提升婦女職能發展：
消除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開拓女性就業
領域，減少職業性別隔離。

教育宣導措施

水 電 修 繕 工 程
由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新北女性居家
水電工班」協派專業水電講師，帶領女
性志工團隊於110年10月14日至110年
11月2日期間辦理建物內部水電管線拉
佈、開關設置及燈具安裝等工程，共計
9日約120人次參與。

新北女性居家水電工班2位
水電專業講師，率領女性志
工團隊，以教學實作方式，
協助辦理建物內部水電修繕
工程，打破傳統性別刻板印
象，確保女性職業訓練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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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實現

新北市性別平等方針
參、人口、婚姻與家庭(三)強化家庭內
性別平等價值：
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分擔家務及照顧分工

教育宣導措施

由財政局洽請板橋區大豐里里辦公處
號召⾥⺠於110年10月16日至110年11
月22日期間辦理建物內部清潔、粉刷
、天花板及地板整新工程，共計13日
約220人次參與。

水電修繕的家務工作存在既
定性別刻板印象，藉由建物
內部修繕工程，提倡家務平
等分擔，女性亦可完成水電
修繕工作，無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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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物 內 部 修 繕 工 程



社會決策參與之實現

現況
社會決策參與性別比例落差：
因為社區老舊建物的活化活動，係以
新北市政府建立之平台，由下而上以
社區自主發展討論，但在社區發展組
織上，主導社區發展者多為男性，因
此女性參與是項決策機會相對為少。
實務統計性別落差確實存在，依地方
政府及社區發展決策者性別比例，顯
示女性參與社會決策比例低於男性。

資料來源：新北市統計資料庫（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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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決策參與之實現

第3條：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
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
、經濟、文化領域，採取
⼀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
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
發展和進步，以確保婦女
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
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

第7條(政治和公共生活)c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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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有
關本國公共和政治生活的
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CEDAW相關條文
第23 號⼀般性建議：政
治和公共生活
締約國應採取⼀切適當
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
和公眾事務中對婦女的
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
在與男性立於平等條件
下：(c)參與有關本國公
眾和政治事務的非政府
組織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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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經濟和社會福利)c
款：
締約各國應採取⼀切適當
措施，保證在男女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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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決策參與之實現
新北市性別平等方針
壹、社會參與(二)培力女力：
培⼒女性在社區、組織、原住⺠部落及宗教團體
等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教育宣導措施

伍、人身安全與環境：（二）提升公共環境之安
全設計，保障不同性別及多元團體參與機制
推動環境與交通之公⺠參與和審議之機制，確保
相關資訊的公開透明

本案各階段活動總計73人參與
其中男性23人(佔32%)

女性50人(佔68%)

活動名稱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社區說明會 25人 9人 36% 16人 64%
水電修繕作業 11人 2人 22% 9人 78%
建物修繕、佈置 37人 12人 32% 25人 68%

合計 73人 23人 32% 50人 68%性平友善空間從前端討論修繕方案到後續
實際進行修繕工作，都係⿎勵社區與⺠間
團體自發性無償參與，且參與者不分男女
老少，不僅彰顯男女「作伙」共事的良好
互動，亦成功凝聚社區性平意識，創造社
區共融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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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性平牆 成果特色2.0

由視覺傳達進階至實質使用

市⺠主導市有建物活化

從108年性平牆到本案性平友善空間
，已將市有建物活化，由圖像視覺
傳達，進階到空間實質利用，不僅
更貼近⺠眾，也更加深化社區性平
意識。

以往係由機關委請廠商進行市有建物
裝修，活化過程缺乏市⺠參與，本案
性平友善空間，透過市⺠主導活化方
式，自主參與活化過程，以促使⺠眾
積極參與投入政府業務決策，增添政
府與市⺠寶貴的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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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性別友善使用空間

給予職業訓練實作機會

友善性平牆 成果特色2.0

⾥⻑邀集志⼯團隊⾄現場參觀，共同
討論內部整修構想、社區活動未來分
區可使用的空間規劃，如銀髮共餐、
讀經班或舉辦佳節⾥⺠活動，藉由不
同性別參與者之交流互動，瞭解性別
差異，建立性別友善空間。

本案市有建物原為閒置老舊空間，
透過活化過程進行建物內部簡易水
電修繕工程，由水電工班講師率領
社區志工團隊，以教學實作方式，
打造性平共融空間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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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區共融氛圍

性平種子作為後續參考

友善性平牆 成果特色2.0

本案性平友善空間從前端討論修繕方案到
後續實際進行修繕工作，都係鼓勵社區與
⺠間團體⾃發性無償參與，且參與者不分
男女老少，不僅彰顯男女「作伙」共事的
良好互動，亦成功凝聚社區性平意識，創
造社區共融氛圍。

現已移交本市板橋區公所，提供里辦公處
作為⾥⺠活動及社區進修上課空間，並與
社區共同維護周邊環境，永續經營作為社
區友善性平空間。本次建物修繕全程以照
片或攝影方式完整紀錄，藉由此計畫成功
推展經驗，讓性平觀念的種子，播散在其
他鄰里社區，並可作為其他機關市有建物
活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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