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行政局性別分析指引 

 1.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新北市原住民族表演藝術人才培力計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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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各族群有著豐富且形式多元的樂舞文

化，不僅在藝術、音樂、舞蹈等項目之天賦與能力相當

出眾，表現也十分出色。然而這些外顯的民族文化表現

與符號，實際上更蘊含著深層的民族文化認同、族群歷

史記憶等內涵。 

    為能持續扎根本市原住民表演藝術人才及團體穩定

發展的基礎，本局持續辦理原住民族藝術團隊培力補助

計畫，藉由一系列之培訓課程及演出相關經費之挹注，

逐步培養優質之演藝人才及藝術團隊，除持續深化原住

民族人對自身文化歷史根源、脈胳情節、文化意涵的認

識，且能提升原住民族藝術人才於表演藝術市場上之競

爭力，並進一步拓展原住民文化藝術在新北市都會區的

傳播能量。 

    然而，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男性不論在生活、祭

典等都有其腳色特殊性，惟在108年度開辦以來，每年度

參與計畫之藝術團隊男性團員比例皆偏低，參與年度成

果展演活動更以女性表演者居多，此外，展演之舞碼或

戲劇內容也以原住民族女性之傳統樂舞居多，呈現女性

參與人才培力高於男性以及缺乏對男性傳統樂舞的展

演。 

    以都會區原住民族人就業現況而言，男性就業率普

遍較女性高，且多為重勞動力之工作內容，做為主要家

計負擔者，或許是男性成員比例較低的原因。因此，本

年度計畫改採藝術團隊自主規劃辦理培力課程（包含授

課內容、時間及地點）提案之方式，讓藝術團男、女性

成員可以經過討論做成培力課程之相關規劃及決議後，

向本局提案申請補助款項，目的即是希望讓藝術團男、

女性成員針對培力課程、表演內容有共識後，再行辦理

本計畫。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至少分析1項統計指標) 

統 計 指 標 分 析 1:

「分析參與本計畫

藝術團成員性別比

例」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參與本計畫藝術團之成員性別比例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

選)： 



□是  █否 

(填否，請續填附件新增性別統計指標作業檢核表) 

文字說明 

本計畫自108年度起以補助本市立案之原住民族藝術團隊

之方式辦理，尚屬新辦理之計畫，因此相關數據仍相當

不足，未能觀察出長期之變化。但回顧108年度共男、女

性別比例為39：61；至109年度男女性別比例為38：62，

由前揭數據可發現參與本計畫之男性漸退，因此有待本

局提出更具體的因應改善措施。 

圖表說明 

 

 2.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新北市受補助原住民族藝術團隊男性參與者性別比例差異

改善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1.指標定義：原住民族男性參加藝術團隊培力計畫及成果

展演之比例。 

2.計算方式：依新北市原住民藝術團隊培力補助計畫參與

人數，計算男性學員人數，其公式=男性學員人數/新北

市原住民藝術團隊培力補助計畫參與人數*100%。 

3.110年度目標值：男性成員比例應提升至45%。 

(三)相關法規 本計畫無相關法規或無涉及法規。 

 3.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至少須訂定2個以上的方案，並進行各項方案內容描述。)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1 開辦適合男性

學員之表演藝

表演藝術相關之專業培力課程，舉凡肢體

開發、聲音訓練、服裝及化妝技術等，參



術專業培力課

程 

與者多為女性學員，然而為提升男性學員

之參與率，可進一步開設舞台技術、道具

製作、導演技巧等與表演藝術相關之技術

性、領導性課程，藉此吸引男性學員參

與。 

方案2 鼓勵藝術團規

劃適合男性學

員演出之成果

展演劇本及形

式 

回顧過去之展演，因原住民族女性之傳統

樂舞表現較為活潑且熱鬧，爰其腳本、舞

碼、傳統音樂演出皆以女性為中心，男性

則多為點綴式之展演。因此，可鼓勵藝術

團隊返回原鄉、進入田野，調查並挖掘出

屬於男性的傳統故事及樂舞，將其融入至

成果展演之劇本中，展現以男性傳統舞碼

或生活經驗為主軸之展演劇本，藉以吸引

男性學員參與成果演出。 

(二)延伸議題(有助於提升方案品質或優化的議題，供機關未來可再精進改善之

方向，請至少填寫1項) 

融入性別觀點之

展演內容 

原住民族傳統樂舞之內容，皆是提淬自原住民族傳統之日常

生活、性別分工或傳統信仰中之祭司、巫覡等元素並轉化融

入為展演舞蹈、音樂等素材。透過辦理成果展演之公開展演

形式，讓一般社會大眾「看見」並「聽見」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以及傳統性別之角色與分工。 

 

 4.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計畫)1：開辦適合男

性學員之表演藝術專業培

力課程 

方案(計畫)2：鼓勵藝術團規劃

適合男性學員演出之成果展演劇

本及形式 

實施時間 1年 1年 

計畫之效益 

除藉由肢體開發、聲音訓

練、服裝及化妝技術之課

程培力表演者外，進一步

開設舞台技術、道具製

作、導演技巧等技術性、

領導性課程，除能吸引男

性學員參與，亦可同時達

過去因原住民族女性之傳統樂舞

較為活潑且熱鬧，故其腳本本、

舞碼、音樂皆以女性為中心，若

能鼓勵藝術團隊返回原鄉、進入

田野，調查並挖掘出屬於男性的

傳統故事及樂舞，將其融入至成

果展演之劇本中，並增加男性之



成藝術團整體能力之提

升。 

傳統舞碼或生活經驗為主軸之劇

碼，更能平衡地展現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中男、女性別分工、舞碼

之樣貌。 

(二)方案之選定：由於方案一及方案二可以相輔相成，並提高本計畫之執行成

效，提升藝術團隊整體之藝術行政、企劃與行銷及團務營運與管理之能力，爰

採方案一及方案二同時並行。 

 
 

 (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8年 109年   
 預算數 200萬 200萬   

 決算數(執行數) 200萬 -   

 類型 3 3   
 附 註： 

1.性別預算類型說明如下： 

(1)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單一男性、女性、青少年女性或老年男性等所編列的預算。 

(2)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執行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 

(3)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指本府編列預算或制定辦法，以促進不同性別在各類職場的平

等就業機會與參與決策機會，從制度環境面補充條件或解除限制。 

(4)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指前述3項預算以外，且非專為特定性別所設計，但對性別

平等具有重大影響所編列的預算。 

2.若計畫屬中(長)期性計畫案，則須填列計畫執行各年之預算數、決算數及預算類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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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執行 尚未執行 

 

 6.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賴昱錡/經濟建設科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四)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1.會議情形 尚未執行 

2.會議決議重點 尚未執行 



3.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

間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尚未執行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作業檢核表 

統計指標名稱 問項1:是否提供會(統)計室資料 

問項2:是否已於公務行政管理

系統建立完成 

(該項目由各局處會(統)計室填寫) 

(範例1) 

發展遲緩兒童通

報個案數性比例 

■是，請接續完成問項2 

□否，請說明未能提供資料原因: 

                              

□是   

■否，請說明未能建立原因: 

可由社會局已建立之性別統計

資料查詢，故無需建立。    

(範例2) 

學齡前(2-6 歲)家

長最常從事之親

子休閒活動型態 

□是，請接續完成問項2 

■否，請說明未能提供資料原因: 

屬非常川性調查資料，僅1年數值

可供參考，故未提供。                              

□是   

■否，請說明未能建立原因: 

                              

統計指標1：分析

參與本計畫藝術

團成員性別比例 

□是   

■否，請說明未能提供資料原因: 

屬非常川性調查資料，至109年度

僅2年數值可供參考，故未提供。 

□是 

□否，請說明未能建立原因: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