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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實地訪評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9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00分至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縣府三樓會議室 

訪評委員：黃委員瑞汝、伍委員維婷、何委員振宇、趙委員惠文 

性別平等處列席長官：鄧副處長華玉、容諮議怡仙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陳參議書福                                                                                    記錄：蔡佩玲 

壹、 受評機關主持人致詞：略 

貳、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代表致詞暨介紹評審委員：略 

參、 性別平等業務簡報：略 

肆、 資料檢閱及人員訪談：略 

伍、 訪評委員討論：略 

陸、 綜合座談： 

伍委員維婷： 

謝謝大家，大家辛苦了，首先要先稱讚本次的承辦單位，人事處處長及同仁，

再來要給幾個建議，透過剛剛的訪談發現大家似乎對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有一些

誤解，例如將性別影響評估理解成環境評估，但性別影響評估的操作和環評是

完全不同的，所以建議在性別主流化的相關訓練部分要從主管開始，另外各縣

市的工作都是希望讓民眾有感，性別主流化是讓民眾有感的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應該要重新理解性別主流化的操作如何讓政府想照顧的民眾感受到他被

照顧了，這是性別主流化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故以下四點建議: 

1. 請縣長將來能主動出席婦權會的會議。 

2. 拜託縣長能召集跨局處的會議，在未來的兩年間能有一件跨局處的計畫通過，

在此重申性別主流化是為了幫助政府的施政能讓民眾有感的工具，所以跨局

處計畫的推動能使連江縣的居民能夠直接感受到縣長照顧民眾的美意。 

3. 關於性別意識培訓及性別影響評估都需要被落實，因為我發現同仁對性別影

響評估有很大的誤解，將他理解成環評。 

4. 期待婦權會的編制能擴大納入更多的局處，同時如果局處的委員無法出席的

話，可以由各局處的性別聯絡人或性別窗口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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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員振宇: 

來連江很多次，每次來是不同的任務，但都有相同感覺，在人力編制及資源一

直都是不夠的，故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還能做到一定的效率是我們可以追求的

方向，在此有兩個部分可以提供給大家，CEDAW 教育訓練缺少整體的規劃，

需要盡快補上，另外跨局處工作的氛圍也需要再重新打造，在此提供一個具體

的做法給大家參考，是不是可以邀請縣長支持並推動如全縣的性平月、各島的

性平週等運動，縣府可以組成跨局處的團隊到各島去巡迴做聯合的宣導活動，

這些宣導的活動規劃可以包含對公務員的教育訓練，這可以由人事處負責，對

學校學生的性平宣導可以由教育處負責、對社區民眾有一般性的宣導活動，如

電影院等，還有對雇主勞工的宣導，以及其他各局處有相關的活動，如文化、

觀光旅遊甚至警察等都可以納進來，這樣的團隊可以把原本整年度應該要做的

活動一次做起來成為一大亮點，就不至於發生各局處每個承辦人各自到各地方

去做，產生人力單薄，資源抓襟見肘的情形，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在實施這

樣的團隊合作之前，要請縣府先找外聘講師重新建構有關性平推動的觀念及實

作的制度，把團隊先養起來，如此才能開展真正落實的方案及政策。 
 

黃委員瑞汝： 

婦權會的運作需要一個完整的架構，一個專為連江縣打造、適合連江縣的架構，

但是必須要銜接政策，在此看到文化處沒有進來，這很可惜，也看到幾位局處

首長沒有參加會議、也沒有代表的人及性別聯絡人列席，外聘委員的聘用也沒

有多多善用，沒有看到提案，這跟架構有很大的關係，想要做得好，這件事應

該是刻不容緩的，以下幾個建議: 

1跨局處的合作議題，婦權會雖然是跨局處的合作，但他不是一個議題的合作，

這是兩碼事。 

2.要拜託人事處，在公務人員的培訓方面，比例要提高而且要盡量用實體的課

程，課程的內容除了人事總處規定之外，最重要的是連江需要甚麼?用連江的

角度來看，如何讓課程更生動。 

3.有些委員會的性別比例沒有達到任一性別比例要三分之一的原則，出資的基

金會董監事全部都沒有達到，這很可惜，另外像是工會，今天稍早去參觀酒廠

時看到很多女性員工，還有像是女性計程車司機，每一個都很會介紹馬祖，他

們除了交通運輸的功能外還能夠做觀光的介紹，這是屬於連江的特色，我覺得

需要把他們請進來，成為縣府的協力單位，當然他們的福利就不能忽略，所以

駕駛工會的相關理監事有關女性的拔擢與促進也是我們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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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委員惠文: 

縣府本次提供的專責人員共 2 位、兼辦人員 1 位，在訪談的過程中覺得三位承

辦人的態度是積極的，對工作內容也很熟悉，以下有一些建議，例如訪談到婦

權會的承辦人，他提到一個困境:外聘的委員要從台灣本島來不容易，提案數也

很有限，我建議他要培力當地的婦團，在地的力量也會是最接近在地的需求。

再來是性平工作法的承辦人，除了雇主勞工之外，他也對小朋友進行宣導，我

提醒她對小朋友的宣導可以結合教育處，用不同的、多元的方式去宣導效果會

更好，也許還能深入到家庭、家長，所以可以去跟各局處結合，用不同的形式

去辦，在經費、人力、構思上可以產生不同的火花，像是環保、交通等都可以，

以交通為例，交通部就辦了很多像是女性駕駛、女性拖船等議題，又如產發處

有很多觀光休閒的宣導等，跨局處的合作，資源可以共享，方式也可以更多元。 

三位承辦人的訪談之後，我也納悶，性別統計不是主計處要參與加入的工作嗎?

為何沒有主計處的兼辦同仁?又如性別平等教育法不是應該由教育處主責嗎?為

何都沒有兼辦同仁?主辦和兼辦差別只是在於份量多寡，各局處應該都要有性

別平等的業務，各局處一起動起來。再來是人事處的承辦人，有一些困擾就是

不了解其他局處的業務，在蒐集資料時有其難處，我建議婦權會的會議應該要

請婦權會的承辦人邀請各局處性平相關業務承辦人一起進來，如此六大工具才

能一貫的培力到位，也才能蒐集到相關的資料，並利用這樣的會議使各主管能

協助業務的推展，由各局處一起合力推動性平。另外六大工具要先做起來，像

是性別統計要先做起來，先了解各種落差之後進一步分析，才能將性別預算配

置下去，並藉由婦權會的機制才能進入措施、方案及計畫。 

整體性來講，性別平等專區網頁已建置起來，但希望內容能更加豐富，像是性

別統計專區的資料最好是能整合在一起，另外像是其他委員建議的，如婦權會

的機制、府內同仁加強性別意識培立，跨局處橫向之間的聯繫，這都是必須要

去加強的，還有縣府目前規畫 108 年的 CEDAW 教育訓練涵蓋率不足，建議未

來兩年要規劃 CEDAW 教育訓練的時候要能符合成效評核實施計畫，要包含直

接與間接歧視、暫行特別措施及跟各局處相關的案例，以達到 CEDAW 教育訓

練的標準，今天我覺得非常好的是，宣導的部分非常多元，這樣的起頭是非常

好的，慢慢再去結合民間團體，成效是會慢慢被看見的。 

 

林處長承澤: 

謝謝各位委員能抽空來本縣指導，針對委員的部分，我做一個簡要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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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紀錄一定會以逐字稿方式完整呈現，下次委員再來訪評的時候我們一定

會有具體改善措施。 

2. 意識培力課程在今年跟明年應該會有蠻大幅度的提升，委員特別提到師資在

地化的問題，我們這一兩年下來針對不同領域的課程，都是希望先找馬祖這

邊的師資，找不到再從台灣去找，另外，因為本府有蠻大比例的公務員都是

透過國家考試進來的，有沒有可能透過保訓會的協助，將性別意識培力議題

加入考試分發人員受基礎訓的四週課程中，如此應該更有成效。 

3. 今天要感謝各局處的配合，也要請各局處承辦人將委員所提的意見反映給各

首長參考處理。 

 

鄧副處長華玉： 

從各委員的發言可以看出委員們對縣府團隊在推動性平工作上有一些相當的

期許，特別在跨局處團隊合作的部分，性別平等不太可能從單一局處就能把這

項工作做好，一定要整合各局處的力量共同去推動，其實只要有開始就不會太

遲，這次來看到在宣導的部分跟兩年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而在跨局處合作

這部分，可能有些局處在一開始會不知道從何做起，各位可以參考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網頁，上面蒐整很多跟各位相對應的部會及主管機關所推動的各項工作

成果，各位可以參考他們的做法，雖然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像他們的規模，

但是我們可以花心思去想在地的特色，只要願意努力用心去做，民眾一定可以

感受到的，最後要請參議轉告委員提到的建議並請縣長多鼓勵同仁，在推動這

項業務上多給予肯定，在此也謝謝各位的努力。 

 

陳參議書福： 

縣長一向是非常重視婦女權益保障這部分，在任內已經提拔了 3位女性一級主

管，大家要對縣長有信心，將來一定有機會的。有關跨局處合作的會議，從資

料上看來性別平等的業務目前大概都是人事處在處理比較多，其他局處可能有

在做，但資料沒有呈現，將來請各局處能參與有關的活動，另外有關請縣長主

持性別平等的會議，因為縣長的行程非常忙碌，請行政處研究是否能在每個月

找一週利用週報時間，花個 5到 10分鐘特別針對性別平權主題來做報告或是

討論，因為要請縣長專門找一個時間來主持這樣的會議可能會有困難。 

 

散會: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