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局性別分析指引 

一、 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金牌農村再生社區鼓勵務農人口回流計畫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請說明）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

情形之描述 

三芝共榮社區如同其他農村社區出現環境破壞嚴重及人口外移

與減少，100 年專業務農者人數為 24 人、兼職務農者人數為

17 人，透過參與農村再生計畫的過程中，不但改善了農村環

境、提升社區意識、營造社區多元生態，耕作人口亦逐漸增

加，107 年專業務農者人數增為 46 人，較 100 年增加 91.7%;

兼職務農者 52 人，增加約 2.1 倍。 

(四)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專業務農及兼職

務農性別統計」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本項指標係指農村社區務農者之不同性別

人數及比率。 

(2) 時間數列資料：靜態資料(107年底)。 

文字說明 

100年專業務農者24人中，男性16人、女性8人，男女比例

為2:1;兼職務農者17人中，男性11人、女性6人，男女比例

約為1.8:1。107年專業務農者與兼職務農者，女性比率均

較100年大幅增加，分別增加12.5個百分點及12.8個百分

點，且男女比例有逐漸拉至1:1，顯示近年來女性投入務農

比率均有大幅增加趨勢。 



 

圖表說明 

表一 100 年及 107 年專業務農及兼職務農性別統計 

單位：人、% 

年度 總人數 

農村社區務農人數 

男性 女性 
女性務農 

比率 

100年 41 27 14 34.15% 

107年 98 51 47 47.96% 
 

二、 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不分男女，皆適合農村。  

(二)達成目標之統計

指標訂定 

鼓勵務農人口回流，專業務農者及兼職務農者的男女比例

逐漸拉升至 1:1。 

(三)相關法規 無 

三、 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1 

輔導社區自主

辦理性別意識

培力訓練 

輔導社區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相關課

程，鼓勵社區無論男女皆可務農。 

(二)延伸議題 

提升農村女性積

極參與農村工作

之決策意識 

透過相關的培訓課程，鼓勵農村女性除積極參與農業工

作，更強化其積極參與農村工作之決策意識。 

 

四、 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輔導社區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 

(二)方案之選定：方案 1  
 

 



五、 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僅本機關                 2.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無  

六、 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農業局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翁主怡/農業工程科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金牌農村再生社區鼓勵務農人口回流計畫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新北市三芝區共榮社區為 2018 年全國金牌農村社區，但進行農村再造前，

如同其他農村社區一樣，年輕人口外流，留在村莊內的老人家年老力衰，土地

也只能任其荒廢或使用化學除草劑管理，土地遭受汙染、生態環境破壞，嚴重

傷害土地，但在社區居民的努力下，參加農村培根教育後，按部就班的推行在

地化、生活化、生態化及多元化的農村再生社區，逐漸展現出不同的風貌。在

農村再生的過程中，環境逐漸改造，溪流與土地慢慢恢復健康，進而耕作人口

也隨之增加，本文將略述該社區務農人口回流的概況。 

一、 100 年專業務農者 24 人、兼職務農者 17 人，其中女性從事務農比率偏低 

共榮、安康社區，分別座落八連溪上、下游，在民國 93 年以前，因居民缺

乏環境保護認知，以及外來不當的開發行為，導致在地物種消失、生命力枯竭、

水源區破壞殆盡，災害造成居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也影響在地產業發展。

觀察該社區於 100 年專業務農者 24 人、兼職務農者 17 人，其中女性務農者分

別為專業務農 8 人(占 33.33%)，兼職務農 6 人(占 35.29%)，顯示女性從事務農

比率偏低(詳表一)。 

表一  100 年農村社區男女務農人數 
單位：人 

性別 

100 年 

專業務農 兼職務農 

合計 24 17 

男性 16 11 

女性 8 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二、 輔導社區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使女性務農者人數增加  

透過參與農村再生計畫的過程中，不但改善了農村環境、提升社區意識、

營造社區多元生態，耕作人口亦逐漸增加，107 年專業務農者增為 46 人，較

100年增加 22人(增加 91.66%)、兼職務農者亦增為 52人，較 100年增加 35人

(增加 205.88%)。 

再以性別觀察，107年專業務農者男性 24人、女性 22人；兼職務農者男性

27 人、女性 25 人(詳表二)，顯示輔導社區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鼓勵女

性積極參與務農工作，不僅務農人數整體增加，女性參與務農人數亦較 100 年

大幅提高，107 年較 100 年女性參與專業務農人數增加 14 人，兼職務農人數增

加 19 人，男女務農比例逐漸拉至 1:1，顯示近年來女性投入務農比率均有大幅

增加趨勢(詳圖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表二  107 年農村社區男女務農人數 
單位：人 

性別 

107 年 

專業務農 兼職務農 

合計 46 52 

男性 24 27 

女性 22 2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三、 現況及未來展望 

共榮社區在進行農村再生的過程中，不僅是只有環境的改變，進而影響社

區居民主動營造社區的多元生態環境，讓生態旅遊成為社區的特色，創造在地

就業機會，吸引居民回流農村服務，107年專業務農的人口數為 100年的將近 2

倍，而 107年兼職務農的人口數為 100年的 3倍，而男女比例由 2：1提升到將

近 1：1，未來期望能透過社區舉辦性別意識相關培力課程，鼓勵務農人口回流，

更希望將來能提升社區女性積極參與農村工作之決策意識。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專業務農 兼職務農 專業務農 兼職務農 

100年 107年 

男性百分比 

女性百分比 

線性(女性百分比) 

圖一  100 年及 107 年專業務農及兼職務男女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