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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26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u 視訊會議及科技部 1908 會議室 

主持人：陳常務次長宗權                                  紀錄：何時瑜 

出(列)席委員：  

        李委員安妮 

余委員秀芷 

林委員綠紅 

        陳委員曼麗 

        黃委員淑玲 

        曾委員梅玲 

        葉委員德蘭 

廖委員福特 

謝委員文真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25)次會議紀錄 

決  定：准予備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第 2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察。(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紀要： 

黃委員淑玲： 

(一)經濟部所提供之「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我評量表」第一項友善育兒第 6

點(P.26)「請問貴公司是否有鼓勵有偶女性之丈夫做家事照顧子女等作

法？」，建議應鼓勵男性員工多做家事照顧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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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經濟部及科技部評估邀請優良廠商分享報告如何營造友善性別職

場環境。 

(三)有關環保署之環保科學園區一案，建議環保署應積極指導並監督。 

(四)有關科技部「性別與科技計畫」計畫徵求書建議須聚焦科技相關議題。 

(五)有關序號第 7、8 案，請科技部規劃期程，建議持續列管。 

陳委員曼麗： 

(一)疫情期間對友善職場須加強處理，大小企業亦面臨不同問題，請思考

未來如何面對、解決及政策調整。 

(二)序號 4 有關疫情對環境、能源與科技之影響，仍建議於本分工小組列

管，而非於部會之性平專案小組列管。 

林委員綠紅： 

(一)經濟部所提供之「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我評量表」第一項友善育兒第 6

點(P.26)評量方式於實務執行上似有難度，且評量表多處用詞較不合

宜，建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或整體性別平等政策重新

評估修正。 

(二)有關醫學研究納入性別分析報告一案，建議草案修正完成後，開會討

論以完整檢視。 

(三)有關序號第 7、8 案，建議要評估期程。 

謝委員文真： 

(一)經濟部所提供之「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我評量表」第三項員工協助第 5

點(P.28)「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僱用中高齡勞工，並提供職務再設計措施，

避免員工提早退休？」，建議應加強性別意識，請企業分別敘明對男、

女性之誘因作為，請於下次評選前重新檢視及評估修正量表設計之可

能性，以符合時宜且較為周延。 

(二)環保科技園區案，建議環保署鼓勵地方政府持續支持並活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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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部「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徵件期間已截止，建議新增說明 111

年申請狀況及 110 年度申請案之核定比例。 

環保署回應： 

「環保科技園區」係補助計畫，自民國 91 年至 100 年結束，共補助桃園

市、臺南市、高雄市及花蓮縣等 4 個地方政府，皆為地方政府工業區的一

部分區塊，補助後可以進駐廢棄物處理再利用或環保產業相關廠商，補助

結束後回歸地方政府工業區管理。目前僅花蓮縣為閒置，環保署刻正協助

活化讓環保產業可以再進駐。 

科技部回應： 

(一) 有關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111 年計 12 件與疫情相關，後續視審查結

果補助；而 110 年度因徵求時未特別著重疫情相關議題，117 件申請案

共核定 38 件(含各領域)，俟有成果時適時提出報告；另將請審查委員

特別注意「性別」與「科技」之關聯性。 

(二) 有關醫學研究納入性別分析報告一案，草案完成後將召開第三次專家

會議，將邀請林委員參與，期望今年可定案。 

(三) 有關序號 7，刻正研議成立專責辦公室，擬視評估研商情形較明確再評

估期程。 

(四) 有關序號 8 期程部分，須視專責辦公室成立情形，始能研訂較明確的

時程，刻併同序號 7 專責辦公室成立事宜研議中。 

李委員安妮： 

(一)請經濟部說明「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我評量表」目的及其研訂過程是

否有專家學者參與。 

(二)有關請科技部擬定國家性別與科技前瞻發展白皮書一案，擬定成員須

具前瞻及想像力，而專案辦公室須具執行力，兩者可同時進行，建議

科技部儘快完成。例如行政院先前亦為先擬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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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才成立性別平等處。 

經濟部回應： 

(一)「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我評量表」係參考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表揚簡

章及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等資料，並與性別平等委員討論後擬

定。目前已執行六屆(第三屆起)，目的是為鼓勵企業積極營造性別平等

及友善優良的職場環境，由企業依友善育兒、工作彈性及員工協助等

類別進行自我檢視，並填列前述評量表，同時說明優於法規或創意作

法及提出佐證資料，再由性別平等相關領域專長委員進行審查後，於

部(次)長召開之決審會議決定該屆之獲選名單。 

(二)本部係以輔導產業並配合勞動部推廣，另製作符合性平處要求之相關

文宣，發文給相關公協會，友善育兒第六點係依據行政院 108 年-111 

年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議題三「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鼓勵有偶男

性做家事/照顧子女)」)訂定，期透過納入作為評選項目的方式，鼓勵

企業員工之家庭成員共同分擔家務並提倡男性做家事。 

(三)評選前皆召開會議討論量表內容，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將帶回討論評

估，以符合時宜。 

科技部回應： 

白皮書部分，刻正併同序號 7 專責辦公室成立事宜研議中，並非待專責辦

公室成立後始啟動研議。 

余委員秀芷： 

從資料來看身障進用女性依舊較少，惟群創光電公司女性僱用較多且不乏

高度專業之身障女性，建議未來可邀請企業報告分享，並做為其他企業參

考。 

科技部回應： 

將與群創光電公司瞭解至本分工小組分享報告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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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委員德蘭： 

(一)序號 4 建議環保署的報告名稱應將「研究」調整為「面向」。 

(二)序號 8 係國際間重要項目，建議擬定後要儘速翻譯成英文，向國際發

聲；另請本於性別主流化的規劃精神，在整個計畫發展即納入不同性

別之考量。 

環保署回應： 

有關疫情與環保議題一案，將依委員建議將名稱由「研究」修正為「面向」。 

     決  定： 

一、 洽悉，序號 2、3、6 解除列管，序號 5 繼續列管，另序號 1 併

入序號 7 列管，餘相關管考意見如後。 

二、 序號 2 有關經濟部鼓勵相關事業推動性別平等之輔導訪視、表

揚及獎項評選機制案： 

(一) 評量表整體檢視及修正用語，請經濟部參酌委員建議衡

酌，於下次公告前整體評估修正討論量表，本項解除列管。 

(二) 請科技部及經濟部協調所屬園區標竿廠商或企業分享性

平做法與成果，其中科技部部分請南科管理局協調群創光

電公司分享，本項另案列管。 

三、 序號 4 有關疫情期間，環境、能源與科技組應變策略及未來政

策調整規劃一案，請環保署、經濟部、科技部參酌委員建議，

於有成果時至本分工小組報告，本項繼續列管。 

四、 序號 7 有關推動性別與科技專責辦公室部分，可朝以成立方向

評估，規劃期程以半年為原則，繼續列管。 

五、 序號 8 有關國家性別與科技前瞻發展白皮書部分，請參酌委員

意見積極規劃辦理，繼續列管。 

     第二案：佼佼女油人─女性參與能源議題相關辦理情形及成效，請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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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發言紀要： 

     李委員安妮： 

(一)中油公司高階女性比率高於員工女性占比，且一級主管參訓女性居

多，拔擢女性不遺餘力，建議性別課程應請男性參加。 

(二)建議往性別主流化 2.0 發展，多發揮想像力，用性別思考業務面、從

業務面找到性別的著力點，會帶來大躍進，例如瓦斯行注入數位技術、

概念，讓女性進入該行業，可以翻轉產業刻板印象。 

陳委員曼麗： 

     請說明關懷員 56 人的任職單位、專職或兼職及性別比。 

葉委員德蘭： 

(一)建議拍攝影片應重視對觀影人教育，家庭照顧是雙方的責任，彰顯媽

媽的同時，也要展現爸爸的角色。 

(二)中油從副主管升遷到主管不知是否很困難，中層若可能有較多的女

性，可作為其他國營企業的表率。 

     經濟部(中油)回應： 

     感謝各位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參訓的部分將適度調整；目前關懷員 56 人

中，男性 20 人、女性 36 人，皆由各單位推選之熱心同仁，主要工作是針

對同仁如有狀況將主動關心並適時反映。影片「我的媽媽」係由同仁自行

拍攝，並參加公司金焰獎榮獲第一名，主要表達女性能勝任傳統由男性擔

任之工作，在能源產業也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此外，本公司刊物「石油

通訊」已刊載「新手爸爸經」專題及報導女性主管，持續透過多元管道宣

傳性別平等。 

     決  定：  

         一、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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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委員建議拍攝影片要注意表現手法是否有隱藏意涵，請經濟

部(中油公司)於未來推動相關業務時納入參考。 

    第三案：推動環境教育人才培育，強化性別平等原則，請鑒察。(教育部) 

    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簡報中性別差異度不大，另想了解城鄉差距的部分。 

林委員綠紅： 

簡報第 9 頁「兩性平等」建議應修正文字，另想瞭解性別議題如何融入到

環境教育裡，建議教育部可以再深化並提供資料。 

葉委員德蘭： 

環境教育人員須注意性別平等是 SDGs 的「執行方式」，是要以性別主流化

的態度來體現。建議應注重執行的手段與成果，例如得獎率及未來學生的

發展，才是關鍵的重點。 

李委員安妮： 

(一)建議應著重於環境教育如何突顯性別議題，而非百分比的分布。 

(二)聯合國 SDGs 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可分成三大範疇：社會進步、環境

保護及經濟成長，其中 SDG5 性別平等、SDG11 永續城鄉及 SDG17 多

元夥伴關係 3 個項目，是三大範疇重疊處，如能精準掌握項次 5、11、

17 之重點，其實能把這 17 個涵蓋進來。 

    教育部回應： 

(一) 偏鄉的部分，因地理位置與防災較為相關，主要投入自然、環境、災害

及食農教育，而城市的部分以環境、能源、倫理為主，希望能持續努力

讓各自保有特色並促進城鄉交流，並將加強性別平等及環境教育相關教

案的發展。 

(二) 目前男、女童參訓及參賽比例皆約各半，並分析環境議題之需求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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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永續發展為核心的教育，將持續努力將性別平等的內涵落實在環境

教育，謝謝委員建議。 

    決  定： 

一、洽悉。 

        二、請教育部將委員意見納入推動時參考。 

伍、散會（下午 12 時 5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