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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 

綜合建議事項 

交通部 

何振宇委員 

優點 

交通部暨所屬單位於 108-109 年度進行四項性別相關議題研究，

對於推動所屬工作人員性別意識之提昇有實質意義，值得肯定（唯，

相較於交通部所屬單位眾多，未來似可加強鼓勵各單位及所屬機關踴

躍進行性平相關研究）。 

綜合意見 

㇐、本次考核有部分計畫執行因故未進行人數統計，自然未能呈現

性別統計，相當遺憾。性平工作推動需要六大工具之協助，性

別統計是重要基礎之㇐，除非有特別因素，否則不應遺漏人數

以及性別統計。 

二、台鐵局在交通部本次考核之呈現資料上相對於其他公司/機關

（如高公局、公路總局、運研所、鐵道局、民航局、機場公

司…等）較少表現與資料提供，相當遺憾，建議貴部予以協助

輔導，爭取下次更佳表現。 

三、部會推動性平相關事務大多僅能呈現「產出 output」，但是不論

是對於部內所屬或者社會大眾，都希望能朝向「成效 outcome」

來努力；意即，「做了什麼、做了多少」固然需要努力，但是「改

變了什麼態度、引導了什麼行動」可能更為重要。 

葉德蘭委員 

優點 

㇐、交通部於「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08 至 111 年）」訂定多項

性別友善措施，積極消除交通職業的性別隔離，發展「交通女

力」，包括善用運輸業，工程單位及航港、氣象、郵政等事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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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女性同仁，協助改善性別友善職場的設想，值得肯定，可

惜在資料中未及詳述，僅見零星散珠。 

二、有關提升或維持女性參加市區或公路客運訓練及考照比率，公路

總局以獎勵方式行之，針對完成大客車駕駛訓練並到職滿 3 個月

之女性全額補助「大客車駕駛訓練費」，確有增加女性完成大客

車駕駛訓練之效，然此項若與「大客車駕駛擴大徵才就業安薪方

案」比較，則實質金額增加有限，如有到職滿 3 個月之女性數據

以供佐證，更能凸顯此項措施成果。 

缺點 

㇐、交通部國公營事業之董、監事「任㇐性別比例達 1/3」之達成

度為 0%，於各部會中殊為罕見。建議立即於部內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啟動加速改善計畫及期程，依 CEDAW 第 4 條第 1 款暫

行特別措施之國家義務，請各組成單位推薦董、監事單位優先

遴派女性，或至少推薦女男各㇐位。 

二、敘寫中多處疑似以工作計畫文字貼上，如 其他項目中“未來各

單位應該透過她們對職場環境的回饋意見，積極改善目前尚未完

善的環境和職場條件，「別讓她們孤單」”，與㇐般辦理結果說

明不同，宜修改文字。 

綜合意見 

㇐、交通部列出多項努力，建議敘寫方式扣緊女性權益或性別平等

之關連，而非僅言偏遠地區或育兒措施之改善。 

二、交通部填寫內容或有落入性別刻板印象之處，如仍以方便穿著高

跟鞋者之交通設施檢測及作為（頁 16），而穿著高跟鞋對人體健

康傷害已經科學研究證實，不宜作為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作為；又

如親子友善措施應以提升男性育兒便利為積極作為，否則強調女

性生理功能之協助（孕婦、哺乳室）及其他親子措施並列，恐仍

將女性與育兒連結，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前二者皆似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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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 5（a）條之虞。建議未來提出自評前，先經部內性別

平等小組通過，如時間來不及，至少請小組部外委員檢視。 

許雅惠委員 

缺點 

㇐、自評表說明粗略，未進行統合性說明，佐證資料亦缺乏系統性說

明。 

二、性別分析選案與內容較不具關連性。 

綜合意見 

㇐、交通部各機關自辦性別意識培力相關課程，雖然內容與形式均有

多元主題，但缺乏對各類型教育訓練品質發展不同的、具有信效

度的品質與成效測驗工具。多數課程未提供具體的成效評估結

果。建議主管部門應針對教育訓練進行具系統性的課程規劃，並

應追蹤各單位、不同層次等級之教育訓練之成效。 

二、建議應強化各機關不同業務部門、單位之業務研討與性別平等教

育訓練間之相互融合與滲透；將性平意識 、敏感度、性別目標、

主流化工具等融入各項業務訓練中，以落實性別平等目標的關

鍵。 

三、性別統計作為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為了能發掘與業務相關的重要

資訊，協助看見性別議題與所屬業務的關聯性。目前多數統計集

中於各類運輸工具的使用者性別或工作者性別，對於如何改善或

提升交通部業的統計比較少見，建議應強化業務相關，而非僅止

於人數上的差異呈現。例如各項交通建設與服務的安全品質、受

益者與受益程度的性別差異、空間中的性別友善問題等相關統計

與調查。 

四、國際性別指標之選取與比較，應具有提升主管業務品質、促進性

別平等效益的作用，目前提報的國際性別指標比較，並未能與重

大業務改善目標進行連結，建議可再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統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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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利向國際上的先進作為進行標竿學習。 

五、性別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支援政策規劃與做出方案選擇之科學

基礎，亦可用於評估政策之效益與合理性；此次提報之三案性別

分析，除公路總局之「女性投入客運業職場分析」較符合性別分

析要旨外，其餘兩案雖有統計資料，但卻不具性別統計與性別觀

點，亦未針對性別差異進行深入研析，應用與深化價值偏低。建

議貴部應加強對各單性別分析工具之教育訓練，並審慎選擇具有

提升性別平等目標、業務創新、具未來政策發展空間之主題。建

議應參考性別分析之工具指引，進行真正能回饋到訂修政策、改

善措施或服務之性別分析作業。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交通部近年來致力於各交通運輸站體修繕性別友善廁所、改善無

障礙設施，提供無障礙路網及友善高齡⾧者之旅遊路線，對於提

升性別友善環境成效良好，值得肯定。建議未來可加強關注服務

提供之性別友善性，如：透過教育訓練加強交通運輸業者之性別

敏感度，關心身心障礙者或高齡者之乘車需求。 

二、交通部以多元創意推動性別平等宣導，結合所屬各機關，製作微

電影、海報、懶人包及運用報章媒體等，對外積極宣導消除交通

領域職業性別隔離，值得肯定。惟部分所屬機關辦理宣導之方式，

採用於既有業務文宣上加註性平標語，宣導效果有限，建議可參

考其他所屬機關（單位）之作法（如：運用臉書貼文宣導，以實

際案例鼓勵女性投入交通領域職涯）。 

三、加強性平議題之國際交流：本次考核期間，交通部共參與 2 次國

外主辦具性平議題之國際會議，值得肯定，建議未來可加強參與；

另建議未來主辦（或補助）相關國際會議時，將消除交通領域性

別職業隔離、提升性別友善環境等性平議題納入會議議程，展現



5 
 

我國性平成果並學習國外優良經驗。 

四、強化性別影響評估工具之應用：考量交通部中⾧程個案計畫案量

多，辦理經驗豐富，機關人員較熟稔性別影響評估工具，建議可

擴大應用範圍，嘗試於部內其他計畫（如：單年度方案、研究計

畫）試行性別影響評估，以利所屬各機關（單位）學習運用將性

別觀點融入業務。 

五、促進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有關交通部所屬委員會達成三分之㇐

性別比例約為 70%，另國營事業董監事皆未達成三分之㇐性別

比例，爰請積極落實策進作為並加強督導力道，如於改選(派)遴

聘作業提升少數性別推薦人選，並透過修改設置要點、組織章程

及訂定獎勵輔導等措施，及早達成政策目標；另機關內部女性中

高階主管比率以及參與培訓課程情形，尚有提升空間，建議於職

務出缺時，積極拔擢決策層級女性人才，以促進女性參與決策之

衡平。 

六、由於過往交通工程領域女性參與比例過低，多以傳統的思維和運

作典範，傾向於供給、技術面的研發，缺乏對使用者的不同經驗

與需求的瞭解，建議未來在進行運輸研究時，納入不同性別者的

觀點及需求（如：加拿大透過探索性安全稽核，與女性同行來確

定相關安全原則，使城市規劃者能夠辨識出危險的社區或交通路

段），打造友善的公共空間，以性別化創新作為回應不同性別使

用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