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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性平方案執行成果 

(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 

一、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二、性平亮點方案名稱：公私協力作綠化 認養巷弄綠家園 

三、辦理期程：106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實施內容： 

為防止土地遭占用、衛生及治安問題，且為減輕公部門維護管

理成本，本市有土地於無處分利用計畫前，得同意他人認養綠美

化，代為整理維護環境，查本市 103 年至 106 年 8 月認養情形，男

性申請認養比率較女性高(66.7>33.3)，且申請人於認養過程經常遇

到認養相關資訊不足、認養人整地經費不足或綠美化經驗不足等困

境，為有效突破既有制度，以本局經管土地示範，建置友善認養機

制、整合各局處可用資源、多元行銷管道及結合民間力量等下列 4

項新策略加強推動並滾動調整實施，以深化綠美化成果、提高女性

對於公共事務參與及促進環境友善。 

（一） 設置專屬服務平台，打造友善認養機制 

本局設置認養聯絡諮詢窗口，並成立輔導團隊(本局、景觀

處、區公所等組成)安排有認養意願者至現場實地勘查，協助

規劃綠美化、提供種植建議、媒介各局處可用資源及解說簽

約注意事項，使認養意願者於第一時間即能透過單一窗口諮

詢及輔導團隊建議獲得充分資訊，降低認養障礙，並於認養

期間持續協助聯繫相關資源，輔導團隊共同訪視輔導種植情

形等，藉此單一窗口及輔導等友善流程服務推動認養，已確

實有效提升認養意願及加強綠美化效益。 

 

 

 

  107 年 4 月 3 日、107 年 9 月 27 日輔導團隊輔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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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域整合各方資源，推動環境綠化工作 

本局於推廣認養綠美化過程中，認養意願者經常反映有經費

補助等需求，為提高認養誘因，本局主動接洽媒合社會局性

別友善社區計畫、綠美化景觀處之免費苗木配撥、綠美化競

賽材料費補助、可食地景輔導及城鄉局社區規劃師計畫等他

局處可用資源。另配合市府政策，開放部分認養土地面積供

認養者施作可食地景，以提升女性參與認養意願。 

（三） 推動多元行銷機制，建構密集資訊網絡 

1. 平日巡查作業宣導： 

本局藉由平日土地清查巡檢過程詢問可供認養土地附近住

戶認養意願、輔導原承租人或占用人轉為認養，積極鼓勵民

眾參與認養並宣傳性別平等意識。 

2. 綠美化相關課程及說明會等活動場合宣導： 

於綠美化課程、社區規劃師講座及辦理社區或婦女團體相關

活動時，加強推廣認養。 

 

 

 

 

 

 

 

機關 社會局 城鄉局

機制 性別友善社區
苗木

配撥
社區綠美化競賽

可食地景

輔導
社區規劃師

經費
上限20萬

(須自籌25%)
免費

上限8萬(可食地景)

上限6萬(綠美化)
免費 上限50萬

景觀處

本府他局處可用資源一覽表

本府城鄉局社區規劃師說明會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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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美化績優社區參訪活動宣導： 

本局於推廣前期持續請區公所協助尋找有認養意願之里

長、里民及志工，並於 107 年 5 月邀集有認養意願之里長、

里民與區公所、本府綠美化景觀處等輔導團隊成員共同參訪

本市三德及興華活動中心辦理開心農場、綠屋頂等利用，藉

由參訪加強推廣認養機制，積極媒合認養，並同時宣導性別

意識，鼓勵女性參與認養。 

三德活動中心綠屋頂農場 綠美化環境景觀處宣導綠美化輔導機制 

里長分享可食地景經驗 本局宣導認養機制及性別意識 

積極媒合主動參與活動之新莊區昌平里里長代表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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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網站增設「土地認養資訊」連結 

4. 結合他局處網站宣導： 

除本府網站連結本

局網站宣導外，他

局處網站協助合作

宣導認養土地資

訊。 

 

 

 

 

 

 

 

 

 

 

 

 

 

 

 

 

  

 

 

 

 

本府城鄉局網站宣傳財政局可供認養土地資訊 

新北市政府網站熱門主題蒐尋→公設認養→可供認養市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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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合新北市公共資訊整合平台宣導： 

新北市 iMAP 網站 107 年 8 月起增設「環境資訊」主題「可

供認養綠美化土地」搜尋功能，民眾可透過新北市公共資訊

整合平台迅速查閱土地資訊，提升認養資訊曝光率。 

（四） 結合社區資源，促進民間參與 

推廣初期，為有效連結社區資源，本局請區公所協尋有參與

認養意願之里長及志工，再由本局主動聯繫里長或志工說明

可利用資源及輔導機制。至推廣中期，為擴大民間參與，本

局主動篩選可供認養土地附近之婦女團體、社區大學、社區

發展協會、學校等 47個目標團體，主動發函通知鼓勵參與認

養，接獲許多洽詢電話，並於接洽及諮詢過程加強鼓勵女性

認養，積極培力女性社會參與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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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規劃師入選公告及初步設計圖說 

五、成果效益： 

（一） 參訪活動推廣成果： 

參訪活動現場宣傳里民人次達 150 餘人，且當日積極媒合並

辦理後續會勘 1 案。 

（二） 綠美化相關課程及說明會宣導成果： 

可食地景說明會、課程、社區綠美化競賽頒獎典禮、社區規

劃師培力說明會及徵件說明會，宣導場次共 7 場，宣導達 630

餘人次。 

（三） 輔導團隊推動成果： 

本局結合他機關組成輔導團隊，共計現勘輔導 3 場次，輔導

24 人次，簽約 2 案，推廣後期，輔導經驗漸趨成熟，其中 1

案結合老人共餐作業規劃中(後表第 7 案)，另 1 案成功引介

參與城鄉局社區規劃師計畫「巷弄裡的綠田園」(後表第 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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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認養績效： 

1. 量化績效： 

本局 106 年 9 月起推動精進認養，共辦理 10 次會勘，合計

14 筆土地簽訂認養契約，認養比率女性高於男性 

(71.4>28.6)，較推動前(103 年至 106 年 8 月)女、男性認養比

率(33.3<66.7)，績效顯著，有效增加女性認養誘因，提升女

性社會參與及決策。 

2. 質化績效 

(1) 提供婦女、兒童及老人更加安全及友善之社區環境 

藉單一諮詢窗口、輔導團隊機制、跨域資源、多元行銷

及結合民間力量等新策略加以推動認養，降低認養障礙

及提升認養件數、增加女性認養比例外，並可透過規劃

改善友善社區環境。例如前述第 6 案，係參與本府社區

規劃師計劃提案通過，該案認養者為社區大學，由該社

大之自然農法及原生樹種專業老師共同策劃，可帶來高

品質認養效益，提供安全及友善之社區環境。 

(2) 輔導可食地景，公私協力提高認養效益並兼作公益 

透過本局主動篩選通知之目標團體，快速窗口接受諮詢

認養規定及資源，並安排輔導團隊會勘，提供綠美化意

區 地段 地號

1 北投區
新民段

一小段
388 176.34 106/11/1-108/10/31 李麗寅 女

平日巡查

作業宣導

一般認養者

(鄰居)

2 淡水區 長興段
1189.1191.11

92.1193
85.60 106/11/1-108/10/31 吳孟真 女

平日巡查

作業宣導
原占用人

3 八里區 楓林段
1591.1592.15

93.1594.1595
249.92 106/12/1-108/11/30 洪啟誠 男 區公所協尋 里長

4 士林區
力行段

二小段
223 440.18 106/12/1-108/11/30 徐進玲 女

平日巡查

作業宣導

原承租人

(鄰居)

5 林口區 建林段 1361 474.30 107/5/1-109/4/30 藍進發 男 區公所協尋 一般認養者 V

6 新店區 安德段 922 314.98 108/2/1-110/1/31
潘怡安(新店崇

光社區大學)
女

篩選民間團

體主動通知
目標團體 V

V(社區

規劃師)
V

7 板橋區 力行段 391-4 530.20 108/1/1-109/12/31
紀月霞(新北市

善心關懷協會)
女

篩選民間團

體主動通知
目標團體 V V

14筆 2271.52合   計

規劃可

食地景

認   養   成   果

輔導

團隊

經費補助

資源利用

序

號

土地座落 認養面積

(㎡)
認養期間 認養人 性別 認養者背景認養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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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說明用地限制、相關局處資源及經費補助方案等，

提升民眾參與認養意願。例如第 7 案結合老人共餐規劃

可食地景籌備中，將由輔導團隊持續協助規劃輔導可食

地景。認養機制漸趨成熟，綠美化成果質量並重，藉公

私協力提高治理效能，亦能讓認養者透過可食地景享受

田園樂趣並兼作公益。 

3. 認養成果前後照片： 

序號 3 

認養前為路口閒置坡地，易遭停車占用 認養後成為里民休憩之友善社區空間 

序號 4 

認養前為閒置空地 認養後成為認養者家前方小花園 

序號 5 

認養前為閒置空地 認養後全區整地鬆土種植松樹、仙丹、及桂花

樹，並以藤架種植瓜類打造可食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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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 序號 7 

認養前為道路旁閒置坡地，目前以《巷弄裡的 

綠田園》通過社區規劃師提案規劃施作中 

認養前為圍籬(防止占用)空地， 

目前結合老人共餐規劃可食地景籌備中 

六、策進作為： 

（一） 持續加強宣導認養、結合他局處資源及輔導機制，並促進環

境友善、綠化市容。 

（二） 將精進認養機制經驗擴大推廣至他局處可供認養土地，以提

高民眾參與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