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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機關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優 等

甲 等

一、109年計畫評核結果：必評項目獲獎機關

獲獎機關

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組別 獲獎機關 獲獎名稱

直

轄

市

組

臺北市政府
性平內控機制－植入幸福城市

的友善基因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1/3新局面．女力全開-新北市

性平翻轉大作戰 -全面促進

「私部門」女性參與決策機會

臺中市政府
從花博到燈會－全府動起來建

構性別友善臺中城

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
勞動女性的再次回眸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女兒不是局外人--繼承平權．

家和諧

縣

市

組

彰化縣

衛生局

2019浪流連的心聲：MEN'S

TALK男性關懷訪視計畫

屏東縣政府

交通旅遊處

屏東GO好玩：你的需要 我隨

時看得見

臺東縣政府
臺東女孩日多元創意面貌系列

活動

性 別 平 等 創 新 獎

組別 獲獎機關 獲獎案件

直

轄

市

組

臺北市政府突破困「男」重重的千年之

路－臺北孔廟釋奠典禮

新北市政府

財政局

門神有愛 性平無礙－守護憨

兒守護你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微光中的育兒之路－新北市

視覺障礙者育兒指導計畫

桃園市政府

地政局

守護祖產，全面出擊－找回

消失的繼承人~大拇指的印

記

縣

市

組

彰化縣政府

社會處

家事分工一起來，幸福美好

跟著來－108年度彰化縣性

別平等行動劇團宣導計畫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108年暑期柔道訓練營

性 別 平 等 故 事 獎

一、109年計畫評核結果：自行參選項目獲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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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年計畫評核結果：必評項目分組

以直轄市政府為第1組，縣（市）政府依性別平等業務推動進程分為
第2組及第3組：

第1組：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2組：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屏東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第3組：新竹縣、南投縣、金門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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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年計畫評核結果：必評項目各組整體得分概況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配分 105 105 110

平均得分 89.97 80.92 58.04 

中位數 90.40 82.66 52.58

最高 98.56 96.54 70.26

最低 82.51 56.19 51.29

評核成績 3優3甲
3優5甲

2乙2不列等

註：
1.配分：含原始總分100分及加分項目。
2.第3組得分計算未含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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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第1組)

評分項目(配分) 平均

得分

占配分

百分比

中位

數

最高 最低

一、基本項目。(20分) 18.40 91.98% 18.52 19.9 16.7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30分) 24.95 83.16% 24.99 27 22.88

三、 CEDAW辦理情形。(10分) 8.52 85.17% 9.75 10 4.2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16分) 12.13 75.82% 12.45 13.08 10.69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23分) 20.51 89.17% 21.85 23 16.3

六、加分項目。(5分) 4.90 98.07% 5 5 4.71

七、扣分項目 -0.33 - - - -

註：
評審項目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因農漁會於評審業務期間未達改選屆次，未能呈現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成
效，故採1分換算總分重新計分，使本項總分17分調整為16分。

表現較佳項目

需加油項目

六、加分項目
一、基本項目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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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第2組)

評分項目(配分) 平均

得分

占配分

百分比

中位數 最高 最低

一、基本項目。(20分) 15.21 76.05% 14.65 19.75 10.9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31分) 23.14 74.65% 23.54 27.04 16.64

三、 CEDAW辦理情形。(9分) 6.67 74.16% 7.4 9 3.1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15分) 10.09 67.24% 10.44 12.85 8.4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24分) 19.31 80.44% 21 24 11.8

六、加分項目。(5分) 3.11 62.17% 4.35 5 0.25

七、扣分項目。 -0.20 - - - -

表現較佳項目

需加油項目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一、基本項目

六、加分項目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註：
評審項目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因農漁會於評審業務期間未達改選屆次，未能呈現提升女性公共
參與成效，故採1分換算總分重新計分，使本項總分16分調整為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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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第3組)

評分項目(配分) 平均

得分

占配分

百分比

一、基本項目。(18分) 11.23 62.41%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40分) 24.43 61.08%

三、 CEDAW辦理情形。(9分) 3.27 36.3%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13分) 8.66 66.64%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20分) 9.57 47.83%

六、加分項目。(10分) 0.88 8.83%

七、扣分項目。 0 -

表現較佳項目

需加油項目

註：第3組得分計算未含連江縣。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一、基本項目

六、加分項目
三、CEDAW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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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一)基本項目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一、基本項目。 91.98% 76.05%

(一)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力編列情形。 100.00% 91.67%

(二) 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畫制定及

執行成效。
90.08% 68.80%

(三) 性別主流化計畫制定及執行成效。 91.26% 79.71%

得分較佳項目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力編列情形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力編列情

形

得分較低項目 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畫制定

及執行成效

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畫制

定及執行成效

備註 本項整體表現優良，

各項均表現佳

各縣市分數落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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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83.16% 74.65%

(一)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

平等委員會運作情形。
70.28% 70.50%

(二)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參訓及辦

理情形。
95.31% 72.34%

(三)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97.22% 81.50%

(四) 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70.36% 69.54%

(五) 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 89.63% 84.33%

得分較佳項目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性別意識培力課

程參訓及辦理情形

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性別

預算編列情形

得分較低項目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

運作情形、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備註 整體表現佳，最高與最低分落差小 高低分落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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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三) CEDAW辦理情形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三、 CEDAW辦理情形。 85.17% 74.16%

(一) CEDAW教育訓練計畫。 84.29% 70.34%

(二) 為消除直接或間接歧視，針

對縮小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87.22% 87.50%

得分較佳項目 為消除直接或間接歧視，針對

縮小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為消除直接或間接歧視，針對

縮小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得分較低項目 CEDAW教育訓練計畫 CEDAW教育訓練計畫

備註 平均表現佳，少數於CEDAW

教育訓練得分較低

部分機關於CEDAW教育訓練仍

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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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四) 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75.82% 67.24%

(一) 機關晉用女性擔任主管情形。 82.53% 79.31%

(二) 委員會落實三分之一性別比例情形。 75.00% 51.50%

(三) 政府出資或捐助五成以上之財團法人、

公營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33.92% 34.15%

(四) 對農、漁、工會推動性別平等。 85.00% 61.75%

得分較佳項目 對農、漁、工會推動性別平等，

及機關晉用女性擔任主管情形

機關晉用女性擔任主管情形

得分較低項目 財團法人、公營事業董監事會

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公營事業董監事會

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及委

員會落實三分之一性別比例情

形

備註 本項相對其他評審項目較弱 本項相對其他評審項目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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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89.17% 80.44%

(一)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93.98% 78.05%

(二)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89.03% 90.67%

(三) 提升女性經濟力。 79.86% 74.25%

(四) 其他性別平等宣導。 95.83% 77.25%

得分較佳項目 其他性別平等宣導、去除性別刻板

印象與偏見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得分較低項目 提升女性經濟力 提升女性經濟力

備註 本項表現佳 高分及低分落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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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六)加分項目
加分項目部分項目由衡量標準提供例示，其餘由機關自行列舉提報。例示包括：1.依轄內
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或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與推動性別平等
措施；2.委託、補助或自行辦理與性別議題有關之研究；3.推動性別電影院、讀書會活動
合作方案成果；4.國際交流參與；5.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製CEDAW教材，並公布於網頁供
參考運用；6.辦理跨縣市合作交流；另第2組增加1項：性別預算籌編提報婦權會/性平會討
論或經由外部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檢視情形，以下分析各組機關得分概況：

第1組 第2組

評分項目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平均得分占配分百分比

六、加分項目 98.07% 62.17%

提出較多之項目 國際交流參與，及推動性別電影

院、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成果

推動性別電影院、讀書會活動合作

方案成果

備註 表現優異 最高及最低分落差大，半數機關

(6/12)達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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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支持，機制與人力完善

府層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跨局處分工合作

創意無限，處處有性別

15

落實性別主流化工具
性平觀點融入各項業務中

推動成功關鍵

1

2

3

4

二、109年評核結果分析-小結：地方政府推動性平之關鍵



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111年計畫

•必評項目、性別平等進步獎（最多2名，由評審擇定）

•自行參選項目（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性別平等故事獎）

評審項目

•（同109年分組）必評項目分3組，自行參選項目分直轄市組及縣市組。

分組評核

• 109年至110年。

評審業務期間

• 機關自評：1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

• 實地訪評：111年8月至10月。

必評項目評審作業時程

• 機關提出申請及寄送書面資料：1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

• 委員評審（含書面評審、複評簡報及確認會議）：111年7月至10月。

自行參選項目評審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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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111年評審項目

基本資料

（不計分）

• 人口性別統計

• 機關組織圖

• 編制內員工人數統計

• 性別聯絡人、辦理性別業
務承辦人

• 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必評項目

(衡量標準分3組)

• 一、基本項目

•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 三、CEDAW辦理情形

•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 六、CEDAW及其他性別平等宣導。

• 七、加分項目

• 八、扣分項目

• 特殊加分

自行參選項目
(分2組，自行報名參選)

• 性別平等創新獎

• 性別平等故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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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勾稽
四、提升女性公共

參與情形
「女性係數」計算

本項資料勾稽
八、扣分項目

性別業務人力
增加主管人員

訪談

實地訪評當天表現

對大眾、媒體或民間團
體等外部宣導CEDAW，
及其他性平宣導



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必評項目評審項目及配分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1) 基本項目 16 16 17

(2) 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30 32 38

(3) CEDAW辦理情形。 10 10 10

(4) 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17 16 13

(5) 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17 16 12

(6) CEDAW及其他性別平等宣導。 10 10 8

(7) 加分項目。 6 6 11

(8) 扣分項目。 - - -

特殊加分 2 2 2

總計 108 10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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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常見QA

Q1：受疫情影響CEDAW教育訓練實體課程之辦理，是否可採用其他方式辦理，
或調整衡量標準？

A1：
1) 為落實推動CEDAW教育訓練，請各機關視疫情狀況辦理CEDAW教育訓練實

體課程；考量視訊課程受限於網路及場地等因素，使學習效果與實體課程不
同，又CEDAW教育訓練計畫為109-112年4年期，109-110年僅需達參訓比
率x50%(30%、20%)之標準，建議111-112年仍配合防疫政策盡量採實體課
程為宜。

2) 至各機關關切受疫情影響無法辦理實體訓練影響評核成績一節，配合防疫政
策，評估本(110)年受疫情影響較劇，將於輔導評核資料時依比例調整扣除
受疫情影響無法辦訓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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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常見QA

Q2：自製CEDAW教材案例內容？涵蓋率如何計算？

A2：

1) 自製CEDAW教材案例內容應包含：業務或案情、相關CEDAW條文、一般
性建議及性別統計等。

2) 自製案例含地方政府自行編撰案例及參考引用各部會案例，均算達成自製
案例。

3) 教材案例涵蓋率計算：有案例局處數/全體局處數*100%，僅列計至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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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常見QA

Q3：CEDAW宣導內容包含哪些?

A3：

1) CEDAW宣導內容含CEDAW條文及應用(主條文計有16條)、歷次國家報
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引用CEDAW指引(對民眾宣導可採用民眾版或摘
要版)等內容。

2) 建議可結合機關業務，介紹CEDAW部分條文應用、該條文之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以及直接歧視、間接歧視。

3) 宣導形式可運用多元管道及宣導媒材，例如影片、摺頁、海報等，勿只
有發送印製CEDAW標語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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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常見QA

Q4：CEDAW宣導僅計自製媒材及自辦宣導，若運用行政院CEDAW影片宣導
可否列計?

A4：僅轉貼行政院等其他機關製作影片，非屬自製媒材，不計分；倘若除轉
載影片外，另有搭配自製文宣，含CEDAW條文及應用、歷次國家報告結
論性意見與建議、引用CEDAW指引(如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等內容，則可
列計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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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計畫重點準備-常見QA

Q5：宣導涵蓋率如何計算?若3個機關合辦宣導，3個都算嗎?

A5：若3個機關合辦宣導，都可計算涵蓋率，但需於成果表說明各機關負責之工
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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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多元管道與地方協力推動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

交流觀摩/共識營

經常性諮詢

訪視輔導

與地方性平委員會/婦權委員會交流

地方性別主流化工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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