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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7 國立故宮博物院委員建議事項： 

孫旻暐委員： 

優點： 

一、機構對哺集乳室的設置用心，且受台北市政府評選優良，值得

肯定。 

建議： 

一、有關男女廁所之比例與展覽區之廁所數量，建議在現有建築之

先天硬體的限制下，能增加女廁比例與相關數量。 

二、106 與 107 所提之調查案結果並非為嚴謹之研究成果（例如

106 年調查案的拒答率達 85%…等），故僅是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成果。另外，亦未能將建議事項於後續政策上列管與運用。 

三、相關策展之主題，雖有些以女性在當時的時代背景為題，但卻

較無與性別平等進行教育目的的連結，建議未來在策展時，可

以加入以性別專家之指導或是具性別平等敏感度佳之機關同仁

進行調整，以期能達到文物與性別平等間之關聯性。 

 

許雅惠委員： 

優點：故宮能運用現有國寶文史藝術資源，彰顯古代女性書畫家對

文化藝術的貢獻，如能於相關女性展演活動中，強化對性別文

化與性別平等觀點的反思和詮釋，教育觀賞者更加了解女性的

文化貢獻、彰顯女性在文化歷史中的可見度，甚⾄能達到顛覆

性別刻板印象的效益，將更具亮點。 

建議： 

一、性別平等計畫中有把志⼯參與納入目標，建議不只是性別意識

培力，也應從招募、訓練、獎勵等層面，關注不同性別志⼯的

成長需求和服務敏感度。 

二、故宮性平推動計畫中多數性別目標關鍵指標，僅有辦理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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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積極的具體績效指標，部分目標值設定較為消極，建議予

以改善，另績效評量⽅式也可以加強規劃設定。 

三、性別「統計」專區建議可以更名為性別平等（倡議、實踐、教

育）專區，其中的性別統計項目目前標示為性別議題研究分析

之名，建議可修正，以符合資料內容。 

四、性別統計與分析請持續加強，擴充指標項目、複分類分析、強

化貫時性資料、搜尋多重資料來源的交叉檢核、強化分析的深

度與後續的政策意涵。例如，對志⼯服務與品質檢核、成就

感、滿意度分析等做交叉比較，以利後續追蹤發展。 

五、建議各項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應有學習效益評估。目前多未有任

何滿意度調查或成效評估之資料呈現，建議應加強。 

 

林春鳳委員： 

優點： 

一、在原來⼯作業務中融入性平觀點，豐富的文化內涵，出版品及

特展均極力凸顯女性之歷史角色。 

二、創意的數位學習模式與CEDAW教材另類地分析結合故宮之特

色，在網路平臺可以持續發揮作用。 

缺點： 

一、資料的展現仍有進步空間，無紙化概念很好，但電腦數量的分

配有其限制，短時間無法全面理解整體之樣貌。 

二、機關內⼯作人員眾多，推廣性平業務無法依賴少數人員負責，

各單位間無溝通管道，彼此不明白個別之優勢，有待強化機制

之運作。 

綜合意見： 

一、提高性平業務專職或兼職人員，更具體策畫具創意之性平推展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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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表現宜考慮本土性平特色文化，消除交叉性別歧視之處

境。 

 

性平處： 

一、運用展覽潛移默化社會教育功能，傳遞性別平等意涵 

(一)故宮每年辦理不同主題之專題展覽，已有關注性別議題，如 106

年「歲月容顏．古籍中嘉義住民形象」展覽含原住民婦女之圖像

與檔案、107 年「國寶再現-書畫菁華特展」展覽，以及「花事‧

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展出女性書畫家作品)等，建議彙集

歷年相關展覽作品(如女性作家生平、作品研究及其時代社會意

義)，並參考台灣歷史博物館設立「台灣女人」專屬網頁彙集女性

議題作品，凸顯女性在文化領域可見性與主體性。 

(二)在策展主題⽅面建議策辦以「多元性別」為主題之展覽，並將《故

宮文物月刊》登載之專文，納入多元性別相關主題，以提升社會

對歷史上多元性別者處境的認識，消除性別歧視，增加多元性別

者之能見度。 

(三)為促進性別平等在文化領域之國際上可見性，建議於國際研討會

中納入性別議題，俾利促進國際交流並使更多人得以重視與加以

探討。(如 107 年故宮南院與成大合辦之「東南亞多元文化與宗

教國際研討會」)。(附件 1) 

二、發展與性別相關之研究或專文 

為使故宮能落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部會層級性別議題 2:持續加入

女性書畫家及女性元素之作品展覽」，建議故宮結合外部學者專家之

性別專長，發展與性別相關之研究或專文，以性別研究作為基礎，將

相關研究成果回饋⾄策展規劃，如於展覽文字說明藝術作品所隱含的

性別意涵、發展培育導覽志⼯之教材與充實專屬網頁內容，亦可將性

別研究成果展現於專題演講（如 108 年 5 月 29 日舉辦之「婦女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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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未竟之業？」之專題演講），以古今對照⽅式消除刻板印象並

傳遞性別平等價值之目標。(附件 2：故宮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１０８－

１１１年)、（附件３「壽而康—院藏醫藥圖書文物特展」系列專題演

講） 

三、鼓勵高齡者民眾到院參訪 

故宮自 108 年起推動性別平等重要議題「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以支持高齡者能夠積極參與社會為目標，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觀眾意

見調查報告」發現:成功樣本中 60 歲以上觀眾低於 10%(如 107 年僅

占 7.4%)。為增進高齡者參訪故宮機會，建議蒐集不同性別的高齡者

參訪需求，加強性別友善措施(如參訪行徑路線之廁所設置、電梯位置

及數量等)，並可結合交通部觀光局無障礙旅遊環境及優惠措施，提升

參訪人數。 (附件４:108 年施政報告、附件５:107 年度國立故宮博

物院觀眾意見調查報告:不同性別滿意度比較) 

四、持續提升服務人員之性別敏感度；建立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一)為持續精進性別友善的參觀環境，建議「國立故宮博物院觀眾意

見調查」納入參訪者對不同展館之意見調查（如兒童學藝中心

等），並將對各展館之參訪意見進行交叉分析(如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作為精進服務之參考。另對於平日收到的投訴或回饋

意見中，涉及性別友善事項，亦可納入員⼯或志⼯訓練中，協助

其提升性別敏感度。 

(二)故宮有許多⼯作人員扮演著第一線服務民眾的角色，為營造性別

友善職場環境，避免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遭受觀眾的性騷擾

或性別歧視，建議於各場館宣導性騷擾防治，並於員⼯訓練強化

對相關法令、故宮性騷擾防治措施的認識及自我保護策略等內

容。 

五、利用故宮典藏文物為媒材規劃課程，持續推廣⾄藝術治療團體 

106 年故宮與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合作，以曾經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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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親密關係暴力之女性及目睹兒童為對象，分別帶領藝術治

療團體，用故宮典藏文物為媒材規劃課程，透過藝術創作，使受

暴女性重新覺察自己的女性意識及能量，也讓目睹兒童透過戲

劇體驗表達內心真實感受，建議持續推廣⾄更多藝術治療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