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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17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科技部 1809 會議室 

主持人：鄒常務次長幼涵                              紀錄：莊惠宇 

出席委員： 

王委員秀芬 

何委員碧珍 

賴委員曉芬 

吳委員茂昆(韓高級規劃師善民代) 

沈委員榮津(林專門委員靜玟代) 

林委員聰賢(洪科長偉屏代) 

陳委員美伶(張督導專門委員熙蕙代)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16)次會議紀錄 

發言紀要： 

賴委員曉芬： 

有關第二案決定請衛福部於會後提供人體可承受的輻射劑量資料，請教

本案提供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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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員碧珍： 

(一) 感謝並敬佩科技部自 106 年開始試辦人體臨床試驗之性別分析，且

數量多達 177 件，惟可惜未見其分析內容，性別分析是具有價值的，

尤其推動性別主流化已多年，其最重要在於性別分析的質與量，量

達到，但質是否同樣有達到一定深度，必須從性別分析中發現改變

的地方及評估未來可發展方向，希望下次在本分工小組能提出相關

報告，包含哪些計畫有做性別分析評估，分析結果對未來科技發展

有哪些新的發現或新的思維，抑或是有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比

如說主持人的領域、年齡等。 

(二) 「性別與科技」計畫已推動多年並持續進行，科技部規劃於本(107)

年整理計畫推動 10 年之成果相當感動，任何研究計畫有助於施政策

略推動，則其研究效益就非常高，建議科技部進行盤點時可針對這

些研究成果對於科技議題及領域形成之影響，做後續追蹤與評估，

這對本分工小組就非常有意義，另建議研究計畫是否依照性別主流

化作統計與分析一節，一併納入盤點，如量很多，建議可分為兩階

段進行，並就本計畫性別統計、分析及研究成果於下次會議提出報

告。 

科技部回應： 

(一) 有關衛福部人體可承受的輻射劑量資料提供，本組秘書單位於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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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發送後收到衛福部提供資料，已於 107 年 1 月 25 日以電子郵件提

供本組及與會性平委員、行政院性平處參考。 

(二) 人體臨床試驗計畫是從 106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如為 1 年期計畫則

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才會產出初步成果，目前僅能就計畫件數、領域

等辦理情形提供說明，各計畫成果報告尚未繳交前無法提出詳細報

告。 

(三) 「性別與科技」計畫業已推動十年，並規劃於 107 年就推動主題與成

果進行完整分析與統計，此次總整理將以研討會方式呈現，因 10 年

累計 400 餘件補助計畫，分析需時，下次會議恐無法提完整報告，能

否允許於研討會後再至本分工小組提出完整說明。 

決  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有關推動人體臨床試驗研究計畫之性別分析，請科技部就辦理

情形，提報下次會議說明；另「性別與科技」計畫推動 10 年

之成果報告，請科技部參酌委員建議納入盤點方向，並依規劃

進程提報本分工小組。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第 16)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察。(本組秘書單位)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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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從性平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分析客家女力提升情形」

報告，請鑒察。(客家委員會) 

發言紀要： 

王委員秀芬： 

(一) 謝謝客委會提出完整的報告，大家應該都知道行政院性平處的機制正

在轉變及重新定位中，請客委會說明在目前行政院推動的五大性別重

要議題之下，客委會最重要的三大議題為何?如刻正研擬中請扣合行

政院設定之架構進行規劃；舉例來說，性別議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其中有一項男女家務分工，如果客委會進行客家族群調查，並和其他

族群做比較，說不定客委會的調查顯示男女家務分工是比較公平的，

或更不公平的，請就您的觀察說明。 

(二) 性平處規劃 107 年由下而上制定性別議題，恐形成各部會制定性別議

題時無法提出跨部會整合或具宏觀的計畫，又落回當初性平綱領的模

式，僅著重於管考；請行政院性平處再就分工小組掌握議題及跨部會

討論之相關機制，再討論釐清。 

(三) 性平處應發揮更大價值及支援，幫忙各部會解決問題及爭取預算，另

本分工小組應拉高由次長層級出席，才能聚焦議題做出決策。 

何委員碧珍： 

(一) 有關會議程序安排，應該會有性平大會及會前協商會議涉及本分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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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待辦事項，應於本分工小組進行討論與追蹤，惟未見今日議程有

相關安排；如果未有待辦事項，建議仍應列於議程讓委員及與會者知

悉。 

(二) 性平綱領已改變，不再於每次會議追蹤各部會行政業務，可是就性別

平等五大議題，仍有分工小組需討論與進行追蹤的事項，於今日議程

亦未安排。 

(三) 客委會本次報告內容與環境、能源與科技議題較無相關，請客委會補

充說明，該案內促進女力發展之行動，例如客家山區數位學習的覆蓋

率、網路學習與服務的普及率是否足夠，以及科技使用是否存在性別

落差等。 

賴委員曉芬： 

客家女性於各項科技培力及訓練課程之參與度很高，案內提及藉獎(鼓)

勵機制吸引女性參與相關活動，是否有特別機制?或是客家族群女性參與

此類活動比率就很高?如此就看不出來機制的推動是否影響更多女性參

與，如客語薪傳師制度女性提升比率相當高，建議客委會如有好的作法

可提出供各部會參考，以達互相交流目的。 

客家委員會回應： 

(一) 關於性別議題的制定，目前正研擬中，本會主委及性平專案小組皆

相當重視，例如刻正針對機關內員工進行男女家務分工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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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調查完成後，倘有需要再另行提供報告。 

(二) 目前較未收到客家族群反應其數位服務之不便利性，而各項計畫的

申請也以線上申請方式占高比率，例如客語薪傳師及客語認證即以

線上報名為多。 

(三) 關於客家女性參與比例高的部分，本會並未特別針對女性設定獎勵

機制，可能跟本會業務多為文化推動，這方面女性的參與較高有

關，透過地方推動客家文化時，發現許多專案計畫(尤其是語言文化

的保存及推廣)，很大一部分是由女性主動參與；在產業經濟部分，

女性參與則較少。 

行政院性平處回應： 

(一) 未來四年(108 年至 111 年)，行政院會透過五大重要議題作為性別平

等的發展重點，目前也請各部會規劃屬於部會的優先議題，107 年的

進程是請各部會完成推動計畫，於 11 月底前報送行政院，性平處會

依各部會形成的重要議題涉及跨部會程度、重要性或需透過分工小組

討論的議題，預計於 107 年年底至 108 年年初彙整後，提送各分工小

組幕僚單位，納入分工小組會議進行討論。性平處業於 107 年 3 月提

供各部會業管參考議題，現階段請各部會就性平處提供之參考議題、

部會主管業務(比如與五大議題有關)，或是需優先推動的性平事項，

經各部會專案小組討論後，提送性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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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平處在規劃推動模式時，考量到各部會都有其優先推動性別計畫，

仍依重要性及統計分析等事項，提出參考議題，說服溝通部會優先納

入推動，並透過部會專案小組充分討論，經過外部委員支持，部會確

切形成策略與作法納入性別計畫；如需溝通及協調事項就提到分工小

組，形成三層次的追蹤密度，分別於大會、會前會、分工小組及專案

小組，透過分層管理讓各項重要議題聚焦並充分討論。 

科技部回應： 

(一) 有關性平大會及會前協商會議待辦事項，無本「環境、能源與科技」

組列管事項，未來依委員建議如無本分工小組列管事項，亦列入議程

說明，供委員及與會部會參考。 

(二) 五大重要議題的部分是配合性平處規劃進程辦理，目前各部會刻正研

擬中，108 年以後將依議案納入分工小組進行討論及續處。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各部會依行政院性平處規劃及進程辦理「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08 至 111 年)」，於 107 年 11 月底前函送行政院備查。 

第三案：「土石流防災專員培訓業務之性別平等作為」報告，請鑒察。(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王委員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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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委會同仁報告的非常好，很會講故事；另請農委會說明自 94 年

至 106 年已訓練 409 位女性土石流防災專員之占比，這些防災專員

是否有享有福利或撥付薪資，通常如為志工性質女性就特別多，如

有薪資福利等男性就會投入，政策規劃應具有性別敏感度，以避免

此類問題。 

(二) 災難發生時，救難人員是否使用科技應用(如放震、防水、耐摔等)

之工具，科技部的角色在哪? 對於照護我們生命的救難人員，提供

相對應的資源，這樣的需求在跨部會能處理嗎?到底我們的科技大

國，運用在人民身上生命財產有多少?為什麼遇到災難都是一群志

工在做事，這點非常令人難過。 

(三) 本分工小組長期以來關注數位落差的推動，案內提及之志工或其他

環保婦女團體等，是否為我們優先推動數位落差的對象，以提升數

位普及率及數位使用能力，建議 NCC 建立相關機制協助。 

    何委員碧珍： 

(一) 給予農委會很大的掌聲，聽了很感動；農委會另有巡山員的機制，也

有許多女性的參與，建議農委會整理相關推動作為，可以參加性平處

的政策持續推動獎項，本報告即是善用女性的特質，細膩、敏感與熱

情，作為相關推動之重要元素。另外，要請農委會補充說明，國家對

於防汛專員的支持作為有哪些?除了能力的培訓外，也應包括科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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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提供是否充足，器材配備是否精良等。 

(二) 本分工小組應多扮演帶領及整合科技資源的角色，今天的討論模式很

好，希望透過資訊、資源的分享，可以實際協助、支持到第一線的防

災人員。建議科技部未來可以主動進行更多類似的討論及整合計畫，

除提供、充實救難人員的科技硬體設備外，針對各類防災的軟體支援

系統也應思考，例如：科技防災網絡的建置、AI 的運用投入，AI 與

救援人力的合作等，以減輕救災的人力風險，提升救災品質及救災服

務效益等。 

(三) 另外也提一建議，衛福部目前推動的長照議題，在服務人力嚴重缺乏

無法滿足需求下，是否可藉由科技的應用來取代或減化部分服務人

力，市場一向利益取向，民間較難主動介入，若能由國家引導及獎助

國內產業朝此研究開發，機會及可能性就高。期待本分工小組未來可

以持續納入討論。 

賴委員曉芬： 

(一) 國家防災已統整，土石流防災資訊是否與國家防災系統接軌，其訓練

時，對於災難發生時是需具有性別意識的，如女性在移防時有特殊需

求(哺乳、生理特殊需求)，建議納入防災訓練規劃。 

(二) 文宣宣導可以凸顯優秀女性或標誌，文宣製作可更細膩，以鼓勵更多

女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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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有關土石流防災專員男女比率，目前水土保持局培訓之土石流防災

專員共有 2,780人，其中女性 409人，女性佔土石流防災專員比率約

14.7%。 

(二) 土石流防災專員屬志願服務性質，並無給與薪資，完成培訓時提供

制服一套、防災背包 1 個、雨衣雨鞋 1 套及雨量筒 1 支，另於聘期

內提供新臺幣 350 萬元之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三) 近年因應智慧型手機及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水土保持局亦追隨時

代潮流，開發土石流防災資訊整合手機 app，提供土石流防災資訊

及雨量回報，並在防災專員培訓課程中，讓防災專員學習用 line 回

傳帶有地理資訊之災害照片、並建立土石流防災專員臉書社團，提

供交流學習機會，讓防災與科技結合，把防災工作做得更好。 

(四) 目前土石流防災專員制度推動已有 13 年經驗，105 年以「保土保家

保平安-跨域整合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計畫」榮獲第 8 屆政府服務品

質獎，水土保持局藉由上開制度加強防災交流與對接，並將此制度

推向國際，讓國際看見臺灣。 

(五) 水土保持局將遵照委員意見，積極投入國內性別平等相關獎項之參

與，促進性別平等工作之發展。 

(六) 有關水土保持局防災專員招募海報，將遵照委員意見，日後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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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防災的元素及標誌，讓更多的女性發揮其特質，把防災工作做

得更好。 

 科技部回應： 

(一) 科技部的職掌在推動國家整體科技的發展，各部會依其職掌與推動政

策申請科技計畫補助，全國的科技計畫預算一年約新臺幣 1000 億

元，其中科技部推動之計畫約占 3-4 成，其他於各部會推動執行，亦

有優先競爭型計畫，所有計畫皆需經審查。 

(二) 科技部轄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

署、農委會水保局等單位共同合作，建立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彙

整國內各式災害示警資料，以各式資通訊管道發布，擴大災害預警資

訊之普及性。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農委會就防災所需相關科技研發裝(設)備資源，研議若有需

要可尋求科技計畫程序辦理；另請各部會就主政業務評估科

技技術協助之需求，本於權責續處。 

肆、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