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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公所優化防災社區參與民眾性別比例 

一、 辦理期程：112年 2月至 5月 

二、 實施內容： 

(一) 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據本市統計資料顯示，無論是天然災害或是人為災害，協助搶災、救災人數性

別以男性具有較高之比例，因為傳統觀念上，女性認為協助救災的事物應屬於

男人的工作，事實上以過去實務宣導、參與防災社區之經驗中，女性參與的比

例確實較少；然而，依據本所統計發現，本市 112年度防災社區參與民眾之男

女比例為 41:59(女性在鼓勵之下，願意參與防災技能訓練的趨勢，已逐漸踴

躍。) 

(二) 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 

近來全球暖化氣候不斷變遷，面對各類災害之威脅與挑戰，僅仰賴政府力量而

缺乏社區防災意識，那是絕對不足的。透過推廣自主型防災社區，持續強化災

害防救各項性別參與比例，提高本區男性民眾之參與度(男女參與百分比差距

≦20％/次)，除強化社區災害防救能力，也有助於提升個人災害防救知能，進

而降低災害傷亡風險。 

(三) 開發及運用資源情形： 

邀請臺大協力團隊規劃輔導各次課程，並協助依社區特性建立防救災組織編組

並規劃任務分工。 

(四) 創意性： 

由性別參與程度探討編組成員組織及年齡層分布情形(如防災社區推動之性別

參與情形統計資料)。 

(五) 影響程度： 

透過自主型防災社區推動，針對不同性別的參與程度進行評估，以發展多元且

在地化之防災社區，促使社區民眾提高認同感並強化防災應變能力，落實推廣

永續防災社區。 

三、 重要成果(性別統計、成果效益)： 

(一)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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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要能在災時即時採取適宜之應變行動，靠的並非臨場反應；社區要能掌握

所面臨的災害風險，甚至執行減災措施或進行整備工作，也非一蹴可幾，因此

如何促進社區居民積極參與防災工作，以增進社區防災意識，凝聚社區防災共

識，編組社區防災組織，進而強化社區自主防救災管理能力，為當前災害管理

面之重要課題。 

惟為更進一步瞭解推動防災社區之性別參與程度，以 112年本區推動過田里及

維德里防災社區為例，以最後一次成果演練發表來看，女性參與比例已經比男

性參與比例提高約兩倍；以往認為男性應該主要負責外面的工作、應酬、辦理

重要活動等等，如今在性別平等的宣導之下，社區內女性也在漸漸從家庭領域

中解放出來，願意參與防災的事務，可以更有自信的去接觸或者參與不同的事

物。 

本案相關性別統計資料已公布於本所網站。 

 

表一、三重區過田里、維德里防災社區課程參與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資料來源：本所役政災防課 

備註：性別比例=(男性比例/女性比例)x100% 

(二) 新聞報導：無 

 

日期 課程名稱 
人數 百分比(%) 

性別比值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計 -- 23 55 78 41% 59% 0.69 

112.05.07 
防救災演練暨成

果發表 
6 19 25 24% 76% 0.31 

112.05.31 
防救災演練暨成

果發表 
17 36 53 32% 68%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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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過田里-臺大協力團隊游振棋土木技師宣導防災不分性別，全民動起來之觀念 

 

 
圖說：過田里-依組別特性與專業度建立防災社區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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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過田里-防救災講習。 

 

 
圖說：過田里-消防分隊教導防救災技能(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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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過田里-消防分隊教導防救災技能(使用滅火器) 

 

 
圖說：過田里－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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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維德里-臺大協力團隊游振棋土木技師講解防災課程。 

 

 
圖說：維德里-里內災害潛勢調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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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維德里-消防分隊教導防救災技能(CPR) 

 

 

 
圖說：維德里-辦理防災社區防災演練暨成果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