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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民間參與環境教育推動之性別分析 

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坐擁多元地貌景觀及豐富自然資源，更是匯集逾 400萬人口

的全國第一大城市，各行政區皆具有獨特的人文特色與生態環境，在地居民環保觀念的

內化及與實踐是環境永續發展重要關鍵。而隨著人口過度成長，環境負荷也隨之增加，

我們深知唯有民眾自發性的維護，才能讓本市的環境變得更好。 

新北市為深耕環境教育在地網絡，透過多元學習管道(如公民環境教育推廣課程、

環保小學堂、環保英雄遴選表揚等)不僅拉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

更可深植公民對於環境保護的思維及對土地的認同。但過去對於性別定型概念，潛移默

化的建構著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和價值取向，也因女性的社會文化期待是愛心的、關懷的、

耐心的，相對很自然就將社群服務工作與女性產生鏈結。相較男性多屬擔任協助治安維

護或勞力工作的角色，對此女性投入參與環保服務之意願較男性高。 

然而，本市為將環境教育與國際議題接軌，特以鏈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內

之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永續城鄉、氣候行動相契合，本案與各目標之關係如下： 

1.健康與福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環境保護服務是健身及利人的工作，

先以個人為出發點身體力行，再逐漸影響身邊的人，最後伴隨著更多人投入環保服務

的領域。藉由人民團體深入社區辦理環境教育，透過環境的知識、觀念、態度、行為、

倫理及價值觀的傳達，並融入性別平等教育，更能促進大家身心靈的健康及多元角色

參與公共事務。 

2.優質教育：確保所有的男女都有公平、負擔得起、高品質的技職、職業與高等教育的

受教機會。人民團體可做為環境教育的重心，教學推廣地區廣佈，深植環教理念於社

會各角落，各性別、各年齡層均能參與，讓環保力量持續茁壯，使新北市成為永續城

市，以行動帶領市民環境意識的提升，實踐環境正義，與 108 年課綱所提到之環境素

養不謀而合，更是實踐終身學習最佳典範。 

3.氣候行動及永續城市：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及其影響，並建構具包容、

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的鄉村。氣候變遷為全球最重視的環境議題之一，為趨

緩此現象，減少都市對於環境污染十分重要。人民團體辦理各種環教課程，藉由改變

生活習慣減少碳排放量，並協助辦理或參與環境友善活動，將永續發展理念推廣至鄰

里間，逐漸建構出永續發展的城市。 

環境保護工作經常是藉由個人去影響身邊的人群，以「小舉動足以改變世界」，藉由

「人民團體性平 1/3 翻轉環境素養」，除提升氣候變遷永續教育外，更提升市民環境素

養，實踐環境正義，以 1+1大於 2的能量持續推動至全民參與，讓永續低碳的觀念深植

人心，達到環境教育扎根、性平無差別的目的。 

一、報名統計分析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環境教育補助計畫中，涵蓋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環

保小學堂推廣計畫、環境教育活動補助計畫等項目，以環境教育活動補助計畫為例，本

年度(110 年)計畫相較於去年，將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列為經費查核之重點，每申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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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規劃性別平等宣導活動或課程至少 1需場次，且學員簽到表需含性別欄位。若核銷時

未檢附性別平等宣導資料者，將扣除總補助經費 1%之款項，並擬規劃於新年度計畫申

請時，將性平宣傳做為評分重點之一，如:海報設計、影片拍攝或戲劇演出、展出等方

式，並加以審核活動參與者性別比例，其中排除性別過於單一之可能性。此外，分析課

程對於各性別之吸引程度也將納入審核機制內，提升課程或活動對於兩性間參與之意願。 

(一)110 年度報名情形 

今(110)年度新北市環境教育活動補助計畫中，申請共 26 案申請、17 案入選(含 1

案未完成審核)，其規劃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場次計有 105場，推廣人數預估達 5,570人。

每申請案需辦理至少 1場次(含)性別平等政策宣導活動，其辦理方式多元，可張貼海報、

DM宣導、講座、戲劇宣導、融入教學課程、影片欣賞等，以顯現政府部門對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之重視與積極，故本案含性平推廣場次預估辦理 70場、推廣人數預估達 4,350人。

110年度辦理場次與推廣人數詳如表一及圖一。 

表一 110 年預估辦理活動場次及性平活動場次表 

申請單位名稱 
活動預估 性平宣導 

場次 人數 場次 人數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8  480  8  480  

社團法人生命勵樂活輔健會 3  200  1  70  

新北市石碇區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5  590  1  300  

坪林青年茶業發展協會 6  90  1  15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 9  250  9  250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4  75  1  15  

台灣原住民文化推廣協會 8  800  8  800  

新北市環境永續發展協會 3  180  3  180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12  360  2 60  

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7  335  1  60  

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文教協會 6  120  6  120  

財團法人景文科技大學 4  160  4  160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15  600  15  600  

中華文創藝術公益協會 6  600  6  600 

五洲園今日掌中劇團 3  600  3  600  

社團法人新北市愛鄉協會 6  130  1 40 

合    計 105  5,570  70 4,35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圖表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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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10 年預估辦理活動場次與性平宣導場次 

(二)現地訪查情形 

依規劃於今年度針對 17 個補助申請案進行執行進度追蹤及現場輔導查核，共已完

成 20 場次輔導查核作業(每案至少查核 1 次)。因疫情延宕各單位活動辦理時程及活動

參與人次，截至 9 月 30 日統計，共完成性別平等宣導 53 場次，參加人員共 2,272 位，

其中女性 1,302位、男性 970位(如圖二)，性別比為 74.50。現地訪查已辦理性平宣導場

次及男女參與人數性別比詳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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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訂定目標 

過去既定的印象認為服務他人、從事家務為女性的天職，自然而然認為女性為主

要參與族群，而男性較少參與相關活動。歷經本局近年來透過各申請單位積極鼓勵與

宣導，男性參與環境教育活動及公共事務的意願已大幅提高，兩性參與比例已近均衡。 

於年度規劃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時，設定目標至少完成 6 場次性別平等宣導，總參

與人次達 600人次，亦或完成 2場次學員課程之參與民眾男女性不低於三分之一。 

(二)推展規劃 

針對環保服務的面向進行多元宣導及資訊傳遞，例如：里內廣播、招募志工海報資

訊張貼於里辦公室公佈欄、協請里長鼓勵夫妻結伴共同參與環保事務，亦可提高男性

參與環保服務比率，翻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故建議以下二個方案： 

方案一、型塑環保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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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人數(左標) 131 36 25 151 138 16 29 71 192 26 139 16

女性人數(左標) 437 62 20 244 129 9 19 49 176 26 107 24

場次(右標) 8 1 1 9 5 1 1 6 15 2 3 1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人 場

圖二 110 年已完成場次之性平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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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動新北市環境教育推廣行動力，及鼓勵多元專業應用於環教教育，以實務議

題為導向，故於環境教育補助計畫申請期間，擬透過辦理經驗分享會(如性別議題)方

式扮演交流橋樑的角色，並結合分享案例與教法，亦期能增進社會大眾性別平等之意

識。 

隨時代演進，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方式也隨之改變，從原本將傳統性別歧視調整到

現今兩性平權、多元性別，多元性別專業經驗也成團體參考之重點，此外，於年度規劃

補助作業申請計畫時，亦可增列將多元性別之經驗、專業及特別技藝傳承等課程主題，

並由單位提出申請時，應針對課程組織性別比例等進行說明，以利機關評估並列為加

分或優先補助對象，以增益性別平等教育推動之成效。 

方案二、資源擴展與共享平台 

透過群體力量推動環境教育與性平理念，以擴散學習效應為目的，故於環境教育

補助計畫申請期間，可將相關的資源掛置在網路雲端平台上，供各申請單位在進行環

境教育及性平推廣時，共同學習相關專業知識與性平態度，同時也以行動面進行實踐，

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平等的意識。 

以公民種子講師作為推導參考，將講師授課情形拍攝成課程影片方式，掛置機關

平台，供里長或市民進行 E 化培訓及推廣；未來，亦可透過資源擴展與共享方式，提

升人民性平意識並回歸鄉里分享給更多民眾視為最終目標，期望以各申請補助單位將

性平活動編製成短片，並分享成性平講師之課程主軸，彙整歷年性平案例成手冊或是

建構分享平台提供更多人看，達到資源擴展之宗旨。 

(三)未來展望 

環境教育及性別平等為現今重要議題，為使本市市民對環境教育有深層認識，後

續於計畫推動之時，亦可提升申請補助單位於推廣各類課程、活動之性別教育比重，並

建議以多元組織架構做為建構方針(如團體組織架構、志工、講師等)，以提升申請補助

單位的性別比例，以落實實質性別平等，並鼓勵市民投入環保活動，同時擴大影響力，

從自身開始進而影響周遭的人事物，共同參與地方環境保護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