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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平等業務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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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內而外融入性平觀念

宣導品

共計辦理10場
105-109年



三、性別平等業務推廣情形

1070918南投服務區

1101012台中市政府

中秋節剝柚子比賽

1080420南投服務區

南投梅子節

1100506南投服務區

母親節

配合活動辦理性平業務推廣，迄今共計辦理46場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4,082人次

宣導主題
「家務分工、幸福平權」、「多元服務、跨越性別」及「愛~就是一起做家事」

道路交通安全月

1101006中國醫藥大學

友善校園週

1090215臺灣燈會森林園區

臺灣燈會

「家務分工、幸福平權」

發揚CEDAW第5條精神，改變社會文化模式，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多元服務、跨越性別」 「愛~就是一起做家事」



PART THREE

築底 深耕 永續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1/10)



1.導入親和性停車導引-從入口到停車場連續不間斷的行車指引

103年設置親和性指標

108年智慧導引ePARKING系統

109年獲德國萊茵認證
建置經費2,315萬元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2/10)



2.建構友善停車環境

107年孕婦及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107-109年遏止不當占用精進作為

製作統一告示2.0版

製作統一告示3.0版
109/10

增設Qrcode與國道公路警察
局線上檢舉系統

發現占用情事

夜間婦女停車位 夜間安心停車位 孕婦及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109/5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3/10)



3.打造無礙通行的空間

無障礙停車格 設置風雨走廊

設置行車導引標記設置勿低頭看手機標誌建置友善通道

-友善行動不便及親子族群

建置經費50,000元

通行空間

打造有愛無礙的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4/10)



4、營造安心友善的用餐環境(1/3)

關懷

友善

行動不便族群

親子同遊族群

106-110年

105-109年共計使用1,970人次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5/10)



智餐點系統-減少用餐接觸

1點餐 2結帳 3付款

請選擇商店 選擇付款方式 現金支付找零中……

1看 2掃 3取

「請取餐」螢幕訊息 取餐單上 QR code 餐櫃門開請取餐看 掃 取

4、營造安心友善的用餐環境(1/2)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6/10)



1 2 3

智餐點系統-減少用餐接觸4、營造安心友善的用餐環境(2/2)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7/10)



5、打造優質的如廁空間(1/2)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8/10)



5、打造優質的如廁空間(2/2)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9/10)



6、滿足隱私及多元需求的整備休息空間

106年-駕駛人休息室-女性駕駛人隱私保護

109年-尊重多元宗教-穆斯林祈禱室

考量女性駕駛人休憩的需求，於106年設置駕駛人休息

室採單間設計並用磁卡管制拒絕偷窺，讓每一個女性的

隱私都可以確實地受到保障，充分享受休息的自在

105-109年共計使用2,955次

109年增設穆斯林祈禱室，除有空調

設備，標示麥加正確方位，提供必要

的禮拜毯之外，尚規劃等候區、溫水

的小淨設施及烘乾機等，提供舒適優

靜獨立空間的祈禱場域。

一、築底-營造優質平權空間(10/10)



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1/6)

1.外部空間-逐年深化打造原民美樂地意象

設立「LAMUNGAN」天招

布農族畫曆 原民勇士迎賓地

營造原民主題空間及原民互動的體驗，並透過室內外空間融為

一體的獨特室內美學，提供用路人休憩購物的舒適空間與建立

了解南投原鄉特色的文化平台。

壯麗山川公共藝術

原住民圖騰裝飾

92.1.23日開始營運

97年

98年

93年

103年

92年

92年



2
內
部
空
間

遊購館販賣原民相關周邊商品 超商在地農產品推廣遊購館販入口原民意象

貓頭鷹客席區客席大廳原民圖騰意象柱子

原民風織布裝飾服務大廳原民風格 服務大廳原民風格吊燈

穆斯林祈禱室布農族風裝飾

藝遊館原民工藝販售占整體營業額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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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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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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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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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2/6)



3.發揚原民風情特色-導入原民特色服裝及支持女性就業

女性原民設計

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3/6)

提升女性職能-歡迎二度就業婦女 女性同仁 男性同仁

79.4 20.6
促進女性就業

提升經濟發展



自105年起，每年8月訂為原民月，

舉行盛大活動，活動內容有女性原

住民工藝品暨弓箭編（弓織法）展

演、原住民舞曲展演及原住民樂團

表演讓用路人體驗原民文化之美，

也讓原民長輩(尤其婦女)有生活目

標與表演空間。

原民月活動-提供原民女性展演舞台

4.辦理原民月活動-體驗原民文化之美並增加揭露度

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4/6)

至109年共辦理28場



108年底南投服務區公廁改建完工5.建築融和原民風采意象

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5/6)



來

6.導入原民智慧傳承

二、深耕-融合原民文化生活的服務區(6/6)

交通部會計處參訪



三、永續-國道讓蝶道(1/3)

96-110年



96-110年

三、永續-國道讓蝶道(2/3)



南投服務區紫蝶隧道

夢幻紫蝶標本

辦理宣導活動 -共計21場

日月生態區 -紫斑蝶國道補給站

1,720

96-110年

將服務區型塑成生態保育重要節點

三、永續-國道讓蝶道(3/3)

109年設置

109年種植



四、跨機關合作機制(1/2)

103年至109年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5,956萬

109年至112年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1,161萬

109年遊購館誠實商店公益捐款 2.7萬元

醫療口罩自由捐款(109年9至12月) 3.5萬元

電梯增設 70萬元

各項活動、弱勢女性發展平台、服
務設施人員等

非直接預算經費

南投服務區公廁改建 4,824萬餘元

友善停車空間

1. 夜間婦女車位：9.5萬元。

2. 夜間安心車位： 9.9萬元。

3. 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

車位：3.6萬元。

4. ePARKING：2,315萬餘

元。

友善通道 7萬元

服務區設施改善工程
(鋪面及交通)

1. 路面:440萬元

2. 交通:80萬元

103-109年共計公私合作共計投入經費1億4,882萬元



四、跨機關合作機制(2/2)



PART FOUR

外部肯定、機關認同

用心譜出性平動人故事

用愛彈出原民深刻感受

創造萬物生命平等和諧樂章

01

02

03

04



-

-

1

-

-

( )

-

南投服務區-梅子節活動

珍珠柑評鑑頒獎暨農特產品展售

一、外部肯定、機關認同



國道就是我的日常 把每個人當成家人

曾小姐 李小姐 蔡小姐

因收費站裁撤面臨失業的李小姐，

由高公局協助轉職遠通電收，落

實政府扶持勞工政策，也讓她開

展事業第二春。

服務台工作8年的蔡小姐對旅客

的問題都能以親切良好態度立即

反應處理，感動許多用路人。

現任新東陽店長的曾小姐，曾是遭

裁撤的收費員，經高公局協助轉職，

從收銀員開始努力道擔任店長職務，

也讓她開展事業第二春

展開事業的第二春

二、用心譜出性平動人故事(1/2)



105-109年105-109年

105-109年

共計辦理181場

二、用心譜出性平動人故事(2/2)

辦理公益義賣

支持在地農產品

幫助弱勢團體

提供女性小農販售平台

銷售金額共計

新臺幣2,234萬元

勇敢逐夢

支持在地青年

105年

捐贈新台幣20萬元

支持在工藝產品
刺激在地經濟

藝遊館原民工藝販售

占整體營業額65%



三、用愛彈出原民深刻感受

家扶義賣幫助了我
讓大家知道
我的玉米最好吃

張老師
我的原民美樂地

Numa媽 黃阿姨

Numa媽媽直到來服務區參加家

扶中心義賣，才遇見能協助解決

家庭經濟問題的家扶老師，讓她

更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各種困境。

二度就業在農青市集賣玉米的黃

阿姨，因服務區友善的關懷協助，

讓她決定每天往返南投和雲林。

品質優良甜美的玉米更透過服務

區推廣而遠近馳名。

非常感謝我們提供了一個很棒的

表演舞台，讓大家能充份感受到

原民的熱情與活力，更讓原民女

性長者有機會展示她們的才能與

專業。

賽德克族織布文化工藝



四、創造萬物生命平等和諧樂章-生態保育

1

我們的保育作為讓紫斑蝶路殺致死率從96年的百分之3降至110年的千分之1.48。

積極推廣 媒體肯定

教育宣導-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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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讓蝶道

性平業務推動

成為平權、生態、最具原民特色的美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