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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識讀 別性
與 案 例 分 析

臺灣自 2004年行政院通過訂定各機關

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以來，便

積極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培

養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希望公部

門在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能

納入性別觀點，以達到國內實質性別平

等。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訂之「各

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

中，相關的訓練課程分為基礎課程及進

階課程，基礎課程部分包括「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的發展與運

用」及「性別意識一般通論」3項；進

階課程則包括：如何運用性別統計、性

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意識之培養是所有性別主流化課程

之根本，在國外推動的性別主流化訓練

皆是由性別意識培力做起。國內各部會

辦理性別意識培力之方式與主題雖日趨

多元，惟部分機關辦理之性別主流化訓

練內容非屬性別意識培力，不僅無法達

成培養公務人員打開性別眼界之目的，

有時反而加深性別刻板印象。因此，提

供各機關一份具參考價值之基礎教材，

實屬必要。此外，公部門的業務範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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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泛，在短短三個小時的性別意識培

力課程中，往往只能讓公務人員對於性

別議題有所瞭解，但課程很難能針對不

同類型的業務有更深的解讀，使公務人

員在上課後不知如何在其業務範圍中有

所作為。因此，在本書中也針對各項議

題進行範例的解說，以增進性別主流化

在公部門的應用。

本書是以公務人員為主要對象所發展之

性別意識啟蒙教材，期望引導公務人員

從生活或公務經驗中察覺性別議題，啟

發對性別議題之自我覺察及反思能力，

破除其性別刻板印象。未來於制定法

令、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能

展開行動納入性別觀點。當公務人員具

有「性別的眼睛」之際，即能從個人身

處之傳統文化、日常生活或公務經驗出

發，認識或覺察不同性別需求與處境之

差異，於公務中主動關切與辨識不同性

別需求與受益情形，進而思索如何於業

務中縮小性別差異及滿足不同性別差異

需求，達成政府追求性別實質平等之目

標。

本教材共分九章，第二章為導讀及介紹

相關政策之發展，第三章至第九章參考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七大政

策領域設計。在每一個章節，先介紹該

章節重要的議題及基本概念，並設定學

習的目標，之後在該領域中挑選 2至

5個案例，依照案例以統計數據及相關

的報導呈現該領域之性別平等發展的狀

況，並且進行性別觀點的解析，提出國

內外現行的策略及作法，最後提出問題

與討論，以供讀者自我反思在生活及公

務中可能遇到的狀況，及未來可以採行

的政策途徑。各章重點如下：

第二章「性別與性別主流化」介紹性別

意識之基本概念及性別主流化國內外發

展狀況。性別意識的基本概念包括：生

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刻板印象、性

別歧視、性別盲及性別平等，期使讀者

對性別議題的常用名詞具有基本概念。

該章節亦闡述性別主流化的國際起源與

發展，介紹性別主流化的基本概念，及

六項性別主流化所使用的工具。並簡介

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之歷程，目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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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法令發展及工作

進度，可使讀者對整個性別主流化概念

的由來及其工作模式的理念有全盤的瞭

解。

第三章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將解

讀女性在公領域中弱勢的情形。長期以

來，我們的社會將女性與男性以私人領

域（家庭）和公共領域（國家）二分化，

使得女性在公共事務之參與機會及影響

力較男性為低，而政府決策在缺乏女性

的參與下，往往未能納入女性的需求、

觀點及生活經驗。該章中將分析性別權

力差異的狀況，說明在政治與經濟決策

的平等參與面向上，臺灣與其他國家、

社會的比較概況，以及我國在不同層級

政治組織的性別權力差異。第一個案例

將討論：女性代表在國會議員整體比例

是否能評價性別權力的平等？而即使不

同性別都更廣泛的參與在決策中，對民

主政治的決策效果又有什麼幫助？第二

個案例將討論：企業決策參與的玻璃天

花板現象，企業的主要決策組織―董事

會中有多樣性別成員，會對其自身與社

會帶來什麼影響？結果發現：具有女性

董事的企業其股價表現較完全沒有女性

董事的企業來得更為優異，並有其他增

益企業治理、趨避風險、更好的領導技

能組合等優勢。

第四章 「就業、經濟與福利」將介紹現

行男性與女性在就業生涯模式發展上的

差異，認識就業市場歧視女性的原因，

體認女性遭遇的貧窮風險。同時，描述

單親家庭的辛苦與困境，打破忽略男性

單親家庭不需要協助的性別迷思；認識

外籍配偶、不同性傾向者等特殊族群遭

遇就業與社會歧視的現況。本章節有四

個案例，分別討論為什麼中年、失婚的

女性，生活就要這麼辛苦？單親爸爸工

作與家庭的困境；職業婦女工作與家庭

雙重困境；及新移民女性就業的困難，

同時討論國內婦女勞動的平等權益保障

及法令的實務運用。藉此希望讀者能認

識就業市場歧視女性的原因，消除婦女

就業的障礙，促進婦女經濟獨立機會。

第五章 「人口、婚姻與家庭」說明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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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少子女化、人口老化及家庭型態多元

化等現象，政府必須提出具促進性別平

等、尊重性別差異之人口政策，解決婦

女在婚姻與家庭領域內面臨的困境。本

章節分析臺灣人口發展趨勢和婚育現

象，認識少子女化的性別動態因子和性

別角色壓力觀點，進一步瞭解婚育、家

庭組成的性別現象和性別化問題。案例

討論少子女化究竟是不是女人不想生小

孩？現代家庭同時面臨子女教養需求及

長者照護需求的三明治現象；未婚生子

及同志婚姻的新家庭型態；以及照顧者

女性化的現象。了解現代社會中家庭組

成的差異化、女性不婚、晚婚及不生育

的社會文化因素，期望建立友善家庭和

性別友善的國家政策。

第六章 「教育、文化與媒體」檢視文化

禮俗的性別禁忌與大眾傳媒的呈現對性

別平權的危害，分析文化禮俗與大眾傳

媒再現的性別多層次歧視，掌握受歧視

者的處境。第一個案例呈現我國文化禮

俗儀典中的性別歧視，描述我國在民間

習俗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禁忌，對

女性所帶來的困擾。第二個案例為大眾

媒體中性騷擾的性別關係操作，討論媒

體自律與民眾他律準則的建立。

在第七章 「人身安全與司法」中提及：

消除對女性暴力侵害行為成為國際社會

最重要的女性人權議題之一，關注的焦

點也由保障個人免受暴力侵害，轉移到

重視國家角色的重要性。本章節中以性

別暴力之主要樣態：親密暴力、性侵害、

性騷擾與人口販運為中心議題，透過案

例呈現生活中潛在的性別刻板印象與偏

見，瞭解並同理性別暴力對被害人之傷

害與影響，培養公務人員對暴力零容忍

的態度；並熟悉性別暴力防治服務資源

與相關權益保障事項。公務機關在防範

家暴、性侵害、性騷擾與人口販運上可

以有更積極的作為，進而建立友善被害

人與民眾安全生活空間。

第八章討論「健康、醫療與照顧」的性

別議題，傳統性別角色與性別偏見會影

響健康資源取得機會、健康行為及求醫

行為等，造成健康權的危害。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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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病與健康的差異不只來自生理，社

會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也會使不同性別

呈現出不同的疾病、健康與醫療資源使

用面貌。本章節以健保支出統計資料，

分析男女在門診就診率、住院率、平均

就醫次數與就醫費用之差異，呈現性別

中健康不平等議題。以避孕及人工流產

的案例，討論女性在選擇生育權上的

無奈；而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文化，使許

多女性尋求性別篩選機制，造成新生兒

性別失衡的情形；此外，外籍配偶在臺

生育的情形普遍，但外籍配偶在生育保

健上是否獲得充分資源？其健康需求為

何？另醫療中的性別議題不只有生殖相

關議題，不同性別在就醫時可能面對的

不平等待遇、疾病的偏見、或者是醫療

資源的差異，都是醫療中的性別議題。

政府必須強化醫療與照顧體系之性別觀

點，提供具性別敏感度之健康政策與服

務，滿足不同性別與族群之健康需求。

長久以來「男理工、女人文」的分野，

使工科女學生處在一個「雙稀」的局面，

不只在工程場域是稀有的，在女性中也

難以尋得同儕共鳴。這樣懸殊的性別比

例差距，對國內科技與社會發展，將產

生何種影響？在第九章 「科技、能源

與環境」案例分析中，以訪談科技女性

的生育經驗，探討在工程職場中性別友

善生育環境的情形；在本章節中也以多

國女性涉入科技設計生產及科技服務工

作為例，希望了解更多關於科技與性別

互動的議題，學習他國鼓勵多元性別進

入科技領域，降低科學工程相關領域性

別隔離現象的作法，以期未來於環境、

能源與科技政策規劃設計時納入性別觀

點，重視女性加入科技領域對社會全體

可能產生的貢獻與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