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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民間委員採視訊方式進行) 

參、主持人：羅執行秘書秉成               紀錄：廖思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26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核案。 

決定：洽悉，第 26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列為本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 2 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跨性別學生運動員參與 112 年全中運及全大運試辦實

施計畫，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請教育部體育署積極宣導推動及關注報名情形，

適時向相關單項運動協會或學校了解掌握符合資格之

潛在對象及鼓勵其參與，並確保計畫承辦單位、教師、

教練、裁判、醫生、選手及媒體對於跨性別運動員有

正確認知。另請與相關單位充分溝通，從訓練至參賽

各階段，提供運動員之心理支持並妥為營造友善環境，

俾保障跨性別學生之權益。 

二、 本案暫列為本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議案，視後續跨性別

選手報名情形評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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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進用與專業，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請教育部參考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規劃評估，完善

計畫及法令之基礎。另本案涉及後續工作計畫期程之規

劃及經費爭取與編列，請教育部依會議決議積極辦理，

以增加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人力並提升其服務品質，

提供有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更好的服務。 

二、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議案，請持續於本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追蹤列管，適時提出進度報告。 

第 4 案 

提案單位︰本會就業及經濟組 

報告單位：勞動部 

案由︰同酬日顯示之性別薪資差距問題，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本案有關委員建議深入研議策進作為、評估以比

較政策研究為主題進行等意見，請勞動部納入委託研究

辦理時研析，並將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第

35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納入評估，以與國際接軌。 

二、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議案，請持續於本會

就業及經濟組追蹤列管。 

第 5 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我國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性別落差指數(GGI)表現及

策進作為，請鑒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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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洽悉。請本院性別平等處賡續辦理國際綜合指數之編算

及評比作業，另請相關部會主動檢視既定政策之辦理進

度，並參考委員建議積極發展相關策略及措施，以提升

各領域政策成效。 

二、 本案列為本會第 27 次委員會議議案。 

柒、散會。(下午 3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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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第 1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26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無。 

第 2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跨性別學生運動員參與 112 年全中運及全大運試辦實施計畫，

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郭玲惠委員： 

建議要釐清本計畫適用範圍。本項計畫所指的跨性別，是將跨性別及雙

性人，統稱為跨性別。依東京奧運的經驗，他們處理跨性別的議題，範

圍是比較廣泛的，在東京奧運官網上，LGBTQ 的人數是 131 位，裡面包

含跨性別及雙性人，我們在辦國際賽事，包含剛剛主席所提的，洗手間、

住宿的問題，可能不僅止於認定選手是否可以參賽，我建議釐清我們這

項計畫的對象，發文或透過其他方式去了解東奧的經驗。 

另外，剛才有提到，規劃有包含審查委員、主管機關等人員的教育訓練，

建議要有一個 guildline，有具體的訓練計畫敘明這些人員要了解的內

容，包含國際趨勢及計畫內涵等。這些選手來自學校，學校的單一窗口

非常重要，如果學生遇到問題，可能會影響其申請流程或權益，甚至可

能影響到其未來就學，因此建議加強對學校的輔導，要有人專門協助學

生申請這些事情，這些人要受過教育訓練，瞭解申請流程以及學生可能

遇到的困難。由這些單一窗口協助與主管機關或承辦單位聯絡，才有辦

法真正落實。在今天的會議資料裡面，看不出來如果有學生想申請，要

去找誰，學生可能也不宜跟校內很多人講，而是可能要問一個真的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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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黃馨慧委員： 

有關簡報資料第 13 頁，謝謝教育部體育署依據本會教媒文組委員的建

議擬定檢核表，想進一步請教這個檢核機制，在推動期間由誰、在什麼

階段進行檢核？ 

第 3案 

提案單位︰本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進用與專業，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陳曼麗委員： 

請問這些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需不需要有證照？身心障礙者有照服員的

證照、長照人員也是有證照，如果特教學生助理員可以從身障或長照過

來，人力可以跨領域流動，所以想請教是否有證照制度的規範？ 

 

吳淑慈委員： 

身障學生的家長很關切這個議題，因為家長常常會被要求要協助孩子在

校的生活照顧的部分，通常大部分都是媽媽，造成性別不平等。想請教

簡報資料第 11 頁提到已經修法，增列專任助理人員，是否可以讓我們

清楚了解是如何專任進用？以前是部分工時進用，現在得以專任進用，

但教育部是核給時薪，對應到學校，校方不敢聘用專職人員，因為還有

其他勞動條件要考慮，想了解專任助理人員的條文或配套措施。另簡報

資料 13 頁，學生助理人員的工作看似簡單，但其實需要很高的專業，

如果我們給予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什麼樣的身分，我們應該要給予相對應

的教育訓練，我很支持剛剛曼麗委員提的證照制度，是較合宜的，需要

受過專業教育訓練的人擔任，比較適合。 

 

林綠紅委員：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可能還是以部分工時居多，在勞動法上定性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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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契約，會產生特休假、或是當校方沒有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的需求，可

能會有資遣的問題，在後續的補助上要思考；如果經費沒有編足夠，學

校可能會不想聘人，因為對學校來說就是多一個承擔。第二，報告裡有

提到時薪較優，不知道是提升多少？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與一般學校的教

師助理員角色是類似的，如果一方調整而另一方沒有調整，可能會有連

動效果，這建議要一併思考。第三，這領域的人力招募不易，加了很多

教育訓練，對於學生的服務品質是好的，但是訓練的部分，是由特教學

生助理人員自己承擔時數、或是以公假他們去受訓？如果需要花自己的

時間，可能也會降低其意願。最後，因為人力招募不易，建議教育部可

以思考聯合招募的機制，以人才庫的方式，讓有需要的學校去找人。 

 

黃馨慧委員： 

簡報資料第 6頁，有提到申請時數與核定時數之核定比率是 83.8%，顯

現各地方政府可能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想請教如何確保各縣市資源不

同、但做法可以達到需求，以保障不同縣市學生的權益？ 

第 4案 

提案單位︰本會就業及經濟組 

報告單位：勞動部 

案由︰同酬日顯示之性別薪資差距問題，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林綠紅委員： 

有關策進作為，110 年薪資差距的確可能是因為疫情而倒退，也會因不

同產業而有不同影響，但是在策進作為裡面只談到職業隔離，還談到個

人主觀選擇，這樣我們就不用做委託研究了。建議勞動部，有關策進作

為如果沒有要仔細分析，就不要只針對一個因素、而不討論到性別結構

問題，因為在疫情中，可能有很多女性是因為要照顧家人而離職，都是

可能性，不只職業隔離這個原因。 

 

王兆慶委員： 

委託研究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較政策研究、而不是臺灣本土性別薪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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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因為我自己讀過中研院張晉芬老師的研究，有分析臺灣性別薪資

差距成因，為職業性別隔離、行業性別隔離、以及同工不同酬等 3項原

因。原因分析已經有本土研究了，建議委託研究聚焦於跨國比較對策這

件事情上，大家是如何提出社會政策或勞動政策以減少薪資差距，在對

策方面多做一些研究，看看有沒有我們可以參考的，這可能比較有幫助。 

 

薛文珍委員： 

我們可能受限於主計總處使用同酬日的概念，國際上的比較也並沒有強

調同酬日的概念，我們是否不一定要用這個指標來觀察，因為同酬日建

立於每個人平均時間價值相同之假設，對於知識工作者是不太理想的計

算方法，我看今年也把研發領域等知識工作者的收入納入計算，很多責

任制可能就不會用時薪去計算，所以建議指標本身可以再檢討。 

 

黃淑英委員： 

請教主計總處做的薪資調查，僅計算國人薪資或包含外勞薪資？ 

第 5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我國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性別落差指數(GGI)表現及策進作為，

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薛文珍委員： 

簡報資料第 25 頁，有提到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中提升

國營事業女性參與決策比率，相關機關有經濟部、財政部及交通部，這

幾個部會都有很重要而且預算龐大的財團法人等非營利事業或非政府

機構，是否也應該要列入關注的對象？ 

 

陳曼麗委員： 

報告中提到女性勞動參與率 2021 年為 51.5%，想了解為什麼經過這麼

多年還是這麼低？臺灣女性工作比例滿高的，家庭主婦人數少，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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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參率仍偏低，而且現在很多家庭是雙薪家庭，不僅先生在上班、太太

也在上班，可否分析原因？是我們的解釋或取樣，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