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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促進婦女福利、維護婦女權益及提升婦女地位，係政府實現公平正義

社會過程中重要且基本的工作，近年來政府考量女性角色及對各項福利服

務之需求日趨多元化，亦積極推動相關具體措施。因此，本文乃針對基隆

市女性人口概況、婦女福利服務、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就業保險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等進行分析，俾利外界瞭解本市相關婦女福利概況，

並作為施政規劃之參據。 

 

貳、 婦女人口概況 

一、 女性人口 

106年底本市總人口數為 37萬 1,458人，其中男性計 18萬 5,870人(占

50.04%)，女性計 18 萬 5,588 人(占 49.96%)。106 年底本市總人口數，較

105年底之 37萬 2,100人減少 642人(或-0.17%)，較 97年底之 38萬 8,979

人減少 1萬 7,521人(或-4.50%)。(詳表 1) 

106年底本市女性人口比率為 49.96%，較 105年底之 49.87%增加 0.09

個百分點，較 97 年底之 49.39%增加 0.57 個百分點。近十年本市女性人口

比率呈增加趨勢。(詳表 1) 

性比例係指每百位女性相對的男性人口，按行政區別觀察，本市 106

年底除仁愛區、安樂區及信義區之性比例低於100，呈現女多於男之現象外，

其餘各區均高於 100。(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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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占率(%) 人數 占率(%) 人數 占率(%)

    97年底 388,979 100.00 196,877 50.61 192,102 49.39 102.49

    98年底 388,321 100.00 195,932 50.46 192,389 49.54 101.84

    99年底 384,134 100.00 193,573 50.39 190,561 49.61 101.58

   100年底 379,927 100.00 191,367 50.37 188,560 49.63 101.49

   101年底 377,153 100.00 189,951 50.36 187,202 49.64 101.47

   102年底 374,914 100.00 188,649 50.32 186,265 49.68 101.28

   103年底 373,077 100.00 187,605 50.29 185,472 49.71 101.15

   104年底 372,105 100.00 186,942 50.24 185,163 49.76 100.96

   105年底 372,100 100.00 186,524 50.13 185,576 49.87 100.51

   106年底 371,458 100.00 185,870 50.04 185,588 49.96 100.15

      中正區 52,163 100.00 26,653 51.10 25,510 48.90 104.48

      七堵區 53,972 100.00 27,114 50.24 26,858 49.76 100.95

      暖暖區 38,708 100.00 19,424 50.18 19,284 49.82 100.73

      仁愛區 44,314 100.00 21,967 49.57 22,347 50.43 98.30

      中山區 47,908 100.00 24,272 50.66 23,636 49.34 102.69

      安樂區 82,358 100.00 40,722 49.45 41,636 50.55 97.80

      信義區 52,035 100.00 25,718 49.42 26,317 50.58 97.72

男性 女性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表1、基隆市歷年現住人口及性比例
                                                                     單位：人、%

年底及行政區別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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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基隆市性比例—按行政區別
106年底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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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5歲以上女性人口及育齡婦女(15~49歲)婚姻狀況 

106年底本市 15歲以上女性人口計 16萬 6,569人，婚姻狀況以有偶者

計 7萬 5,564人(占 45.36%)最高，未婚者計 5萬 3,418人(占 32.07%)次之。

(詳表 2) 

106年底本市15歲以上女性有偶者比率為45.36%，較105年底之45.61%

減少 0.25個百分點，較 97年底之 48.99%減少 3.63個百分點；106年底本

市 15歲以上女性未婚者比率為 32.07%，較 105年底之 32.21%減少 0.14個

百分點，較 97年底之 31.62%增加 0.45個百分點。近十年本市 15歲以上女

性有偶者比率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詳圖 2) 

106 年底本市育齡婦女計 8 萬 9,917 人，其中，未婚育齡婦女計 4 萬

8,095人，占育齡婦女之比率為 53.49%，較 105年底之 53.06%增加 0.43個

百分點，較 97 年底之 46.43%增加 7.06 個百分點。近十年本市未婚育齡婦

女比率呈增加趨勢，顯示女性不婚或晚婚之情形逐年增加。(詳表 3及圖 3) 

 

 

 

 

 

 

 

 

 

 

合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合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97年底 162,722 51,453 79,712 14,227 17,330 100.00 31.62 48.99 8.74 10.65

98年底 164,467 52,444 79,564 14,807 17,652 100.00 31.89 48.38 9.00 10.73

99年底 164,503 52,939 78,365 15,316 17,883 100.00 32.18 47.64 9.31 10.87

100年底 164,390 52,928 77,599 15,714 18,149 100.00 32.20 47.20 9.56 11.04

101年底 164,422 53,314 76,607 16,164 18,337 100.00 32.43 46.59 9.83 11.15

102年底 164,477 53,218 76,175 16,546 18,538 100.00 32.36 46.31 10.06 11.27

103年底 164,692 53,235 75,797 16,937 18,723 100.00 32.32 46.02 10.28 11.37

104年底 165,476 53,548 75,718 17,346 18,864 100.00 32.36 45.76 10.48 11.40

105年底 166,167 53,530 75,795 17,808 19,034 100.00 32.21 45.61 10.72 11.45

106年底 166,569 53,418 75,564 18,349 19,238 100.00 32.07 45.36 11.02 11.5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十五歲以上人口 婚姻狀況比率

表2、基隆市15歲以上女性人口婚姻狀況
                                                                            單位：人、%

年底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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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基隆市近十年15歲以上女性人口婚姻狀況
有偶 未婚
離婚 喪偶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年底別

年底別 育齡婦女 未婚育齡婦女 未婚育齡婦女比率

97年底 105,280 48,882 46.43

98年底 104,657 49,645 47.44

99年底 102,659 49,888 48.60

100年底 100,342 49,597 49.43

101年底 98,232 49,650 50.54

102年底 96,039 49,248 51.28

103年底 94,224 48,933 51.93

104年底 92,915 48,882 52.61

105年底 91,447 48,526 53.06
106年底 89,917 48,095 53.49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表3、基隆市育齡婦女未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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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勞動參與狀況 

106年本市勞動力人口約 18萬 5千人，其中男性約 10萬 6千人，女性

約 8 萬人。106 年勞動力人口，較 105 年之 18 萬 6 千人減少約 1 千人(或

-0.54%)，較 97年之 17萬 8千人增加約 7千人(或 3.93%)。(詳表 4) 

106年本市女性勞動力人口約 8萬人，較 105年之 8萬人相同或增減不

及 500人，較 97年之 7萬 3千人增加約 7千人(或 9.59%)。(詳表 4) 

    106年本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即勞動力人口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

率)為 47.8%，較 105 年之 48.2%減少 0.4 個百分點，較 97 年之 45.1%增加

2.7個百分點。近十年本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係呈現增減互見情形，其比率

約介於 44%至 49%之間。(詳表 4) 

    106 年臺灣地區 20 個縣市(含直轄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以臺南市

54.0%最高，嘉義市 53.5%次之，本市 47.8%居第 19位，最低為澎湖縣 42.6%。

(詳表 5及圖 4) 

    106 年本市女性失業率為 3.2%，較 105 年之 3.7%減少 0.5 個百分點，

較 97年之 3.0%增加 0.2個百分點。近十年本市女性失業率係呈現增減互見

情形，其比率約介於 3.0%至 4.5%之間，且女性失業率均較男性低。(詳表

4) 

    106 年臺灣地區女性失業率以澎湖縣 5.8%最高，南投縣 4.7%次之，本

市 3.2%居第 15位，最低為臺東縣 2.8%。(詳表 5及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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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97年 178 105 73 55.4 65.9 45.1 4.3 5.2 3.0

98年 177 105 73 54.6 65.1 44.4 5.7 6.6 4.5

99年 181 106 75 55.6 65.7 45.6 5.2 6.3 3.7

100年 179 103 76 55.2 64.3 46.2 4.5 5.4 3.2

101年 181 103 78 55.6 63.9 47.4 4.3 5.0 3.3

102年 182 104 78 55.9 64.5 47.6 4.2 4.9 3.4

103年 184 105 78 56.5 65.6 47.6 4.0 4.7 3.1

104年 183 105 78 56.2 65.2 47.4 3.9 4.2 3.6

105年 186 106 80 57.0 66.0 48.2 4.0 4.2 3.7

106年 185 106 80 56.5 65.4 47.8 3.8 4.3 3.2

表4、基隆市勞動力狀況
 

年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備    註：部分資料尾數因四捨五入致總計稍有誤差。

勞動力人口(千人)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比率 排序 比率 排序

新北市 51.3 8 3.1 17

臺北市 51.6 6 3.4 9

桃園市 51.2 9 3.4 9

基隆市 47.8 19 3.2 15

新竹市 53.1 3 3.5 7

宜蘭縣 50.1 12 3.4 9

新竹縣 51.5 7 3.2 15

臺中市 50.3 10 3.7 5

苗栗縣 49.4 17 3.1 17

彰化縣 49.6 15 3.3 13

南投縣 52.4 4 4.7 2

雲林縣 50.2 11 3.9 4

臺南市 54.0 1 3.6 6

高雄市 49.6 15 3.3 13

嘉義市 53.5 2 3.5 7

嘉義縣 51.7 5 3.4 9

屏東縣 49.8 14 4.5 3

澎湖縣 42.6 20 5.8 1

臺東縣 50.0 13 2.8 20
花蓮縣 47.9 18 3.1 17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女性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5、106年臺灣地區各縣市女性勞動參與狀況

                                                單位：%

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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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本市女性非勞動力人口計 8萬 7千人，究其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以「料理家務」計 3萬 8千人(占 43.68%)最多，「高齡、身心障礙」計 2萬

7千人(占 31.03%)次之，其餘依序為「求學及準備升學」計 1萬 5千人(占

17.24%)，「其他(含賦閒、退休、傷病及待役等) 」計 5千人(占 5.75%)，「想

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計 2千人(占 2.30%)。近十年本市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未

參與勞動原因係以料理家務及高齡、身心障礙為主，兩者比重占 7成以上。

(詳表 6及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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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臺灣地區各縣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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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基隆市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原因 

單位：千人、% 

年別 
非勞動 

力人口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求學及 

準備升學 

料理 

家務 

高齡、 

身心障礙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97年  89  2  2.25  19  21.35  43  48.31  21  23.60  4  4.49  

98年  91  2  2.20  18  19.78  45  49.45  22  24.18  4  4.40  

99年  89  2  2.25  18  20.22  43  48.31  23  25.84  4  4.49  

100年  88  2  2.27  17  19.32  43  48.86  22  25.00  4  4.55  

101年  87  1  1.15  18  20.69  41  47.13  23  26.44  4  4.60  

102年  86  2  2.33  17  19.77  39  45.35  24  27.91  4  4.65  

103年  86  2  2.33  17  19.77  39  45.35  24  27.91  5  5.81  

104年  87  2  2.30  16  18.39  39  44.83  25  28.74  5  5.75  

105年  86  2  2.33  16  18.60  38  44.19  25  29.07  5  5.81  

106年  87  2  2.30  15  17.24  38  43.68  27  31.03  5  5.7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備    註：百分比=人數/非勞動力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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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基隆市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原因
106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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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婦女福利服務 

 一、婦女福利服務機構 

    106年底本市婦女福利服務機構共計 2所，包含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1所

及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 1 所。其中，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係提供本市婦

女(含未成年子女)有關親職教育、輔導諮詢、生活輔導及就業經濟轉介等

福利服務。而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係提供受性侵害、被虐及其他不

幸之婦(少)女短暫庇護及收容服務，106年最高可收容人數為 10人，與 105

年同為近十年來最低；106年收容個案數共計 95人次，較 105年之 74人次

增加 21人次(或 28.38%)。(詳表 7) 

    106 年底臺灣地區婦女福利服務機構計 122 所，其中以臺中市 28 所最

多，桃園市 25所次之，本市為 2所，僅高於新竹縣、嘉義縣、臺東縣及澎

湖縣之 1所。(詳表 8及圖 7)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機構數

(所)

機構數

(所)

最高可收容人數

(人)

全年收容個案數

(人次)

97年底 1        -             -             -

98年底 1 1 15 43

99年底 1 1 15 87

100年底 1 1 15 90

101年底 1 1 20 94

102年底 1 1 20 60

103年底 1 1 20 81

104年底 1 1 20 43

105年底 1 1 10 74

106年底 1 1 10 95

表7、基隆市婦女福利服務機構概況
 

年底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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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所)

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所)

婦女中途之家、

庇護中心(所)

辦理次數

(次)

參加人次

(人次)

總計 122 71 51 4,354 1,982,873

新北市 6 4 2 1,456 226,056

臺北市 11 8 3 2,610 52,114

桃園市 25 23 2 1,311 300,565

臺中市 28 8 20 5,287 127,844

臺南市 4 1 3 7,667 491,480

高雄市 6 4 2 2,901 539,808

宜蘭縣 2 1 1 19 1,645

新竹縣 1            - 1 67 3,460

苗栗縣 2 1 1 261 15,427

彰化縣 5 2 3 484 43,104

南投縣 4 3 1 115 10,609

雲林縣 3 1 2 334 24,377

嘉義縣 1 1              - 44 12,091

屏東縣 11 8 3 36 5,115

臺東縣 1 1              - 42 1,305

花蓮縣 2 1 1 113 14,303

澎湖縣 1 1              - 158 5,877

基隆市 2 1 1 23 774

新竹市 2 1 1 1,004 90,449

嘉義市 5 1 4 201 16,470

婦女福利服務機構

表8、106年臺灣地區各縣市婦女福利服務概況

 

縣市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婦女福利服務之內容包含婦女福利與婦女權益活動、婦女團體組織能力

          培訓、婦女團體領導人培訓、性別意識培力活動性別師資培訓課程、婦

          女相關議題之溝通平台或公共論壇及其他。

各項婦女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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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灣地區各縣市婦女福利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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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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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福利服務內容 

    106年本市各項婦女福利服務參加人次計 774人次，其中，以婦女相關

議題之溝通平台或公共論壇計 311 人次(占 40.18%)最多，性別意識培力活

動計 272人次(占 35.14%)次之，最少則為婦女團體領導人培訓計 32人次(占

4.13%)，而 106年本市並無辦理性別師資培訓課程。(詳表 9及圖 8) 

    106年臺灣地區各項婦女福利服務參加人次計 198萬 2,873人次，其中

以高雄市計 53 萬 9,808 人次最多，臺南市計 49 萬 1,480 人次居次，最少

為本市計 774 人次，究其原因為 106 年本市多以小型的宣導活動為主，相

關培力課程規劃採小班教學制，以確保其品質及成效，且部分活動、課程

係以人數計算而非人次，爰婦女福利服務參加人次較其他縣市少。107年本

市業已辦理大型性別意識培力活動(婦女節)，亦將逐步增加培力課程參與

之對象，並調整為以人次做計算，期能提升本市婦女福利之深度及廣度。(詳

表 8及圖 9) 

 

 

 

 

 

 

 

 

 

 



  -14- 

年別

法律

諮詢

(人次)

諮商

輔導

(人次)

參加人次

合計

(人次)

親職

講座

(參加

人次)

婦女福

利(服務)

活動

(參加

人次)

婦女學苑

(成長教育)

(參加人次)

97年 521 1,305 15,976 698 13,131 1,679

98年 426 166 5,347 298 2,744 1,620

99年 97 702 4,449 737 1,311 2,066

100年 213 1,143 12,593 980 9,195 2,118

101年 219 355 5,247 1,243 2,558 1,446

102年 124 322 17,008     - 7,285 9,555

年別

諮詢

服務

(人次)

個案

管理

服務

(人次)

參加人次

合計

(人次)

婦女福

利與婦

女權益

活動

(參加

人次)

團體方

案服務

(參加

人次)

婦女組織

培力活動

(參加人次)

性別意識

培力活動

(參加人次)

其他

(參加

人次)

103年 5,555 4 18,427 16,348 1,251 114 134 580

104年 3,701   - 8,542 6,745 1,372 144 62 219

105年 4,425    - 9,921 7,730 1,594 183 348 66

年別

參加人次

合計

(人次)

婦女福

利與婦

女權益

活動

(參加

人次)

婦女團體

組織能力

培訓

(參加

人次)

婦女團

體領導

人培訓

(參加

人次)

性別意識

培力活動

(參加

人次)

性別師資

培訓課程

(參加人次)

婦女相關

議題之溝

通平台或

公共論壇

(參加人次)

其他

(參加

人次)

106年 774 91 68 32 272         - 311     -

占參加人次

合計比率(%) 100.00 11.76 8.79 4.13 35.14        -- 40.18    --

表9、基隆市婦女福利服務內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本表之服務項目係依據衛生福利部規定編製，該部於103年及106年修訂婦女服務項目。

其他

(參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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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基隆市婦女福利服務內容—參加人次比率
106年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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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服務包含緊急生活扶助、傷病醫療、法律訴訟補助及子

女生活津貼等項目，106年本市共計扶助 887人次，較 105年之 846人次增

加 41 人次(或 4.85%)，較 97 年之 560 人次增加 327 人次(或 58.39%)。近

十年本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係呈現增減互見情形。(詳表 10) 

    106年各項扶助項目中，以子女生活津貼計 764人次(占 86.13%)最多，

緊急生活扶助計 110 人次(占 12.40%)次之，兒童托育津貼計 12 人次(占

1.35%)再次之。(詳表 10) 

    106 年臺灣地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人次計 12 萬 7,124 人次，其中

以臺中市計 1萬 9,602人次最多，彰化縣計 1萬 3,368人次居次，本市 887

人次居第 18位，最少為臺東縣僅 521人次。(詳表 11及圖 10)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97年 560     - 560   - 174   -   -      - 5   - 367   - 14

98年 1,085 7 1,078 7 235   -   -      - 2   - 815   - 26

99年 858 18 840 6 150    - 2      - 4 12 673   - 11

100年 931 37 894 6 105   -   -      -    - 31 784   - 5

101年 821 56 765 3 207   - 1      - 1 44 530 9 26

102年 853 76 777 41 223   - 1 -   - 35 527   - 26

103年 823 66 757 12 151   -   - -   - 54 590   - 16

104年 747 69 678 5 126   - 1 -   - 64 548   - 3

105年 846 81 765 3 95   - 1 - 1 78 662   - 6

106年 887 40 847   - 110 1   - -   - 36 728 3 9

表10、基隆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單位：人次

年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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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臺灣地區各縣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106年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縣市別 扶助服務人次 排序

  總計 127,124

新北市 4,055 11

臺北市 8,566 7

桃園市 11,208 4

臺中市 19,602 1

臺南市 11,236 3

高雄市 7,591 9

宜蘭縣 3,674 12

新竹縣 3,007 14

苗栗縣 8,395 8

彰化縣 13,368 2

南投縣 11,134 5

雲林縣 7,043 10

嘉義縣 3,275 13

屏東縣 8,618 6

臺東縣 521 20

花蓮縣 776 19

澎湖縣 1,085 17

基隆市 887 18

新竹市 1,706 15
嘉義市 1,377 16

表11、106年臺灣地區各縣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內容之項目包含緊急生活扶助、傷療醫療補

          助、法律訴訟補助、子女生活津貼及兒童托育津貼。



  -18- 

伍、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106 年本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計 393 人，其中

男性 65人(占 16.54%)，女性 328人(占 83.46%)。106年初次核付人數，較

105 年之 383 人增加 10 人(或 2.61%)，較 102 年之 309 人增加 84 人(或

27.18%)。觀察近五年資料，男、女兩性初次核付人數均呈現增減互見情形，

且申請者仍以女性居多，約占總人數之 8成以上。(詳表 12) 

    106年臺灣地區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計 8萬 4,877

人，其中以臺北市 2萬 2,056人最多，臺中市 1萬 2,037人次之，本市 393

人居第 18位，最少為澎湖縣僅 105人。(詳表 13及圖 11) 

 

 

 

 

 

 

表 12、基隆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單位：人、% 

年別 
人數 占率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102年  309  52  257  100.00  16.83  83.17  

103年  309  45  264  100.00  14.56  85.44  

104年  395  64  331  100.00  16.20  83.80  

105年  383  45  338  100.00  11.75  88.25  

106年  393  65  328  100.00  16.54  83.46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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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合計 男 女 排序

  總計 84,877 15,029 69,848

新北市 11,541 2,417 9,124 3

臺北市 22,056 3,237 18,819 1

桃園市 8,549 1,679 6,870 4

臺中市 12,037 2,393 9,644 2

臺南市 5,843 1,008 4,835 6

高雄市 7,222 1,163 6,059 5

宜蘭縣 818 123 695 13

新竹縣 2,844 496 2,348 9

苗栗縣 1,197 212 985 10

彰化縣 4,039 862 3,177 7

南投縣 761 129 632 14

雲林縣 1,006 201 805 12

嘉義縣 691 130 561 15

屏東縣 1,130 144 986 11

臺東縣 268 38 230 19

花蓮縣 631 101 530 16

澎湖縣 105 10 95 20

基隆市 393 65 328 18

新竹市 3,126 532 2,594 8
嘉義市 620 89 531 17

表13、106年臺灣地區各縣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單位：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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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灣地區各縣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106年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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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由於女性自主意識及教育程度逐漸提高，本市 15 歲以上女性有偶者比

率逐年遞減，而 15 歲至 49 歲育齡婦女之未婚比率亦逐年遞增。根據內政

部統計，本市女性初婚平均年齡自 97年之 28.6歲上升至 106年之 30.0歲，

女性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齡亦由 97年之 28.7歲上升至 106年之 30.3歲，顯

示本市女性不婚、遲婚及晚育之現象愈來愈明顯，爰如何提高女性結婚生

育意願，將是本市人口增加之重要因素。 

    106年底本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計 1所，設置於安樂區，提供婦女全方

位福利諮詢及辦理多元化之各項成長性、預防性活動，目前已規劃有婦女

成長講座、讀書會、法律講座及婦女學苑等課程，這些課程的安排，目的

是希望讓本市婦女有充實自我之機會。未來，本市將賡續宣導推廣婦女福

利服務政策，建立各式資訊管道，落實各局處推動婦女相關福祉，以保障

本市婦女知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