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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員建議事項： 

范國勇委員： 

優點： 

一、施政計畫中促進認識環境領域中的女性楷模等四項議題，都能

考量事實基礎或透過性別統計據以訂定。 

二、性別平等網頁專區入口明顯很容易查詢，而且資料也能即時更

新。 

三、所提各項性別影響評估均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填報性別

預算。 

四、現行列管有案之委員會共計有 26 個，任一性別比例達 40%者

共計 13 個，達成度 50%，值得肯定。 

五、環保署一般公務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相當積極，

106 年和 107 年達成率都為 100%。 

缺點： 

一、國際重要環境統計缺乏性別統計資料，宜加強改善。 

二、召集人於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六次中只親自主持一次，確實

有待改善。 

三、中高階女性主管人數共計 48 人，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者共計

29 人，參訓比率為 60%，有待提升。 

綜合意見： 

環保署致力於國內環境保護工作，在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上確實有明

顯進步，然而在性平業務推動上可能召集人較少參與，加上中高階

女性主管參加性別主流化比率略低，故在執行成效上較難呈現。 

 

官曉薇委員： 

優點：查核時各單位配合度佳，主席對於委員建議有積極正向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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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一、環保署作為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幕僚單位，對於 SDG5 的掌握並

不熟悉，建議相關單位能確實掌握 SDG5 的各項目標和進度。 

二、CEDAW 課程的參訓率低，大多以播放性平處製作之 CEDAW

影片的方法為主，訓練效果不足。 

三、氣候變遷因應中的性別問題，CEDAW 委員會已作成第三十七

號一般性建議，對於締約國的作法有具體的指示和建議，建議

環保署對本號建議加以研究，並據以施政。 

綜合意見 

具體的建議如下： 

一、建議在各種活動場合進行性平宣導時，該宣導內容應與各業務

單位的業務相關與融入，否則相當突兀，效果也不佳。 

二、CEDAW 參訓比率太低，請加強。 

三、建議代表環保署參與國際會議的代表，能特別關注其他國家針

對環保、永續發展以及氣候變遷在性別議題上的作法和觀點，

並與他國與會者，做更好的交流。 

 

方念萱委員： 

優點： 

一、較前次進步，均有數字資料。 

二、基本項目的逐項檢視上，盡力填答。 

缺點： 

一、可加強與多元性別關聯的宣導。 

二、舉辦活動可於活動結束發給回饋單，俾以瞭解舉辦與性平相關

說明活動的效益以及日後可增加辦理的面向，例如「鼓勵向民

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的作法」部分的「（1）向民間私部門推

動性別平等的相關作法」上，說明有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於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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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中播放性平短片等，可以進一步瞭解效益、感受。 

三、性平議題融入國際交流業務之中，在如何將專家學者對性平建

議融入機關業務辦理一事上，說明可再加強(目前看不出來執行

情形)。 

四、舉辦活動時穿插放置性平影片等，目前做到，但是，後續深化

與追蹤，仍嫌不足，均應加強。 

五、可更積極的例子，像是在環保人員訓練所部分，舉辦活動時發

給申請表上有性別平等檢核表請申請者/單位填答。之後可以蒐

集舉辦時設計用心、注重性平的例子，供日後申請者參考，或

講習時舉例說明，這更能收到效果。 

綜合意見: 

較前進步，然而還有可以更深化、發揮的空間。 

 

性平處： 

一、有關環保署第 13 屆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到 1/3，建議環保署能研議相關措施、修正相關規定或訂定暫行

特別措施，以 2 屆任期內達成為原則辦理，以提升決策參與性別

平等。 

二、針對環保署主責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之項目，規劃結合推動性別平

等工作 

聯合國婦女署強調，性別平等的推動不只是單一目標的推動，應

是各個目標相互扣合、一起努力的，建議環保署檢視我國永續發

展目標內業管之各項指標，並規劃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工作。如

指標 13.3.2：「推動全民行為改變，落實低碳在地行動」，推動「低

碳永續家園」建構工作，確保具備「永續發展的能力」、「高效潔

淨能源管理」、「建立城市綠色軸線」、「培養低碳生活習慣」、「社

區群眾及社團團體參與」及「面對氣候變遷思考」等原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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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民眾參與與意識培力，建議於辦理過程中辦理性別統計，分

析不同性別社區民眾低碳生活行為(例如在騎乘摩托車、家中燒

香等行為不同性別有無差異)，以回饋調整推動策略，從性別平等

的角度去推動落實低碳永續，減緩調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 

三、建議未來可在相關國際工作坊、論壇、會議等交流活動納入如「性

別與環境」、「性別與災害」等議程，將環境保護議題與性別平等

扣合，深化女性能力建構與女性參與，促進國際交流與討論，學

習其他國家先進做法。 

四、擴大性別分析議題，透過性別分析結果作為精進政策之基礎 

(一)建議未來可選定他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入之性別分析 

(如：病媒蚊防治業者女性從業人員較低，可探討原因，例如是否

有軟硬體設計不利於女性從業之因素等)，以深化環境保護相關

政策性別觀點。 

(二)本次考核環保署提供「106 年推動優質公廁及環境營造提升滿意

度調查性別分析」性別分析報告，分別就「衛生紙丟馬桶政策調

查」及「公共廁所滿意度調查」，並分析不同性別之調查結果，

值得肯定，建議提升相關研究報告，支援後續政策與計畫推動之

效果： 

1.為回應不同性別使用需求，建議於「性別友善空間」評鑑項目增加

注意事項： 

可增加注意事項，提醒公廁設置應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之情事

(如尿布台僅設置於女廁，有強化女性為照顧者角色之虞)，及應考

量使用友善與便利性(如無障礙廁所空間與置物空間重疊，動線不

清、安全性不足，而造成女性身障者使用上困難)。 

2.進一步了解對設置跨性別廁所之疑懼，作為推動策略之參考： 

根據前開「公共廁所滿意度調查」報告指出，兩性對於跨性別廁所

之態度，現階段尚有疑懼(男性表不支持達 51.8%；女性達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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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性別友善廁所之設置內涵已包括「女性友善措施」、「無障礙

廁所」、「親子廁所」等，為重視跨性別者使用需求，建議針對受訪

者對跨性別廁所感到疑懼之情形，進一步以質化方式了解原因，據

以做為推動跨性別廁所之策略參考。 

五、環保署編撰之「生活中的化學物質」貼近民眾生活，非常實用且

用心，建議未來在編撰其他相關出版品時亦能考量不同性別、年

齡等特性之對象資訊接收習慣，規劃合適且有效之宣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