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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30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地點：科技大樓 2 樓第 13 會議室 

主持人：陳常務副主任委員宗權                               紀錄：林詩淵 

出席委員：  

        林委員綠紅(請假) 

        徐委員遵慈 

秦委員季芳 

        陳委員曼麗 

        游委員美惠 

        黃委員淑英(請假) 

        黃委員馨慧(請假) 

        葉委員德蘭 

        薛委員文珍 

        顏委員玉如(請假)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29)次會議紀錄 

決  定：准予備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29)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察。(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紀要： 

薛委員文珍： 

(一) 序號 2建議可持續統計相關數據，透過趨勢分析，追蹤歷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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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機關(構)後續可就較大型單位(易接近常態分布)說明落差原因，進

一步釐清女性參與所面臨挑戰及對應之改善策略。 

(三) 建議就制度、獎勵機制等不同面向，研擬支持女性人才作法，改善管漏

現象。根據國外研究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皆會面臨職家平衡之議

題，在解決女性所面臨之問題時，男性也能獲得幫助，組織也更能夠留

住人才。 

游委員美惠： 

查經濟部工程科技領域計畫主持人性別統計資料，與因應氣候變遷有關之

計畫女性參與度為零，依第四次 CEDAW 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為

因應氣候變遷，應強化女性決策參與，建議未來可跨部會合作共同提升女

性參與。 

葉委員德蘭：  

(一) 本項性別統計資料，建議後續回到各單位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分析，

研擬後續政策措施。 

(二) 建議統計各計畫女性計畫主持人之金額，以釐清資源配置是否有性別

落差情形。 

(三) 研究機關(構)部分，後續建議研擬協助女性助理研究員升等至副研究

員之相關作法。 

陳委員曼麗： 

(一) 有關衛福部所轄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力性別統計資料，另特別標示「編

制內」，請補充說明原因。 

(二)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的研究人力和管理職位之女

性占比為 15%和 25%，是否可說明改善策略為何。 

徐委員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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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統計計畫主持人之性別外，建議瞭解大型跨領域計畫了解女性研究人力

參與情形，並可挑選重點領域研議暫行特別措施來改善女性參與較低之情

形。 

行政院性平處： 

有關數位部回復無「工程領域」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力及管理職位性別統計

一節，查數位部所轄行政法人為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財團法人為資訊工業

策進會、電信技術中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涉及工程領域，建議補充說明

前開機構研究人力及管理職位性別統計。 

數位部回應： 

本部所轄研究機關(構)非工程科技領域相關，故未提供性別統計資料。 

衛福部回應：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本次查填研究人力均屬

依規定聘用之編制內人員，將配合轉知且鼓勵該法人，如有相關缺額時，可

優先考量女性。 

決  定： 

一、序號 1 繼續列管。 

二、序號 2：請相關部會(含數位部)就目前所盤點之統計資料，區分計

畫、研究機關(構)，進一步分析及提出對策，提報各單位性平專案

小組會議討論後，再提至下次分工小組會議檢視。 

三、序號 3、4 依本次會議各該報告案決定辦理。 

第二案：科學園區推動性平策略，請鑒察。(國科會) 

發言紀要： 

徐委員遵慈： 

(一) 從業人員產業別性別統計(簡報第 39 頁)，顯示積體電路係目前從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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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最多之領域，另觀察國內外資料顯示，未來全球各國積體電路人力缺

口龐大，想瞭解國家對於帶動理工等高科技人力之養成暨投入，是否有

一連貫之整體女性培力策略作為，以歐盟提出發展數位經濟之途徑為例，

其揭示未來須加強、鼓勵女性投入 ICT 產業，以利提升整體 ICT 領域

人力。 

(二) 相較國內通報機制完備，發生於我國駐外館處性騷案件目前並無相關通

報機制；故想瞭解我國科技業者於國外設立分公司或廠區，性平機制之

落實或是係由何單位負責。 

陳委員曼麗： 

(一) 有關辦理研習會及課程成果，除參加廠商家數外，建議呈現參加率，以

瞭解園區廠商參加的情形。 

(二) 111 年共實施性平專案檢查 87 場次，是否指檢查 87 家廠商?請補充說

明。 

(三) 園區職場平權評選活動，是否有排除已得獎廠商於一定年限內不得再參

賽之機制等，以鼓勵更多廠商參與。 

秦委員季芳： 

(一) 觀察簡報中性騷擾、性別歧視申訴案件數(簡報第 45 頁)，並經對照勞動

部全國申訴相關統計資料，科學園區申訴案件占全國比例似偏高，建議

未來研擬積極對策，來減少性騷擾等歧視案件。 

(二) 性平措施建議補充育嬰假相關統計。 

薛委員文珍： 

(一) 有關 ESG 永續報告書性平資訊揭露，此次報告有超過 50%為非屬法定

義務廠商配合辦理並揭露性平資訊，其中僅群創光電公司有特別做說明，

是否還有其他廠商有做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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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書中揭露男女薪資占比是否納為義務性質，從薪資平均數尚無法看

出管漏現象，建議可參考就業及經濟分工小組會議之作法採四分位(如：

0、25、50、75)來統計男、女性薪資分布，較能觀察高階女性薪資之性

別落差情形。 

葉委員德蘭： 

(一) 有關建構性別友善職場，目前資料僅呈現硬體部分，建議補充軟體措施

來強化整體性平意識，例如將性別歧視申訴案件作成懶人包，提供廠商

參考。 

(二) 建議可呈現評選優良結果廠商名稱，可以有正面激勵效果。另 112 年修

正評分項目「身心障礙者超額進用」與提高女性參與決策之關聯性為何? 

請補充說明。 

行政院性平處： 

建議參考報告案三經濟部簡報，增加如職類別、薪資、移工、董監、性平案

件統計分析項目，並針對落差部分提出相關策進作為，以強化報告內容。 

南科管理局回應： 

(一) 有關 111 年性平專案檢查 87 場次，係依廠商規模等進行分類後實施檢

查，每年度係就不同廠商進行檢查。另只要有成立裁罰之性平申訴案件，

管理局便會入廠加強宣導，後續亦將配合修法，加強輔導廠商瞭解法令，

以提升其性平意識。 

(二) 園區職場平權評選活動，111 年所新增三項加分項目，嗣另於 112 年修

正「身心障礙者超額進用」項目為「身心障礙者進用(含交織性)」，以促

進易受交叉歧視群體之權益。另參加資格目前有規定前一年度已得獎廠

商不得參賽，就評選結果為特優或優等之廠商，亦會邀請其分享，以帶

動更多廠商響應職場平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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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友善職場相關內容，將配合補充軟體措施等作為內容。 

(四) 112 年已有新增調整工時、育嬰留停、家庭照顧假等項目統計，後續年

度將可呈現相關統計資料。 

決  定： 

一、請三園區參考委員建議修正簡報。 

二、有關徐委員所提我國針對高科技人力缺口及我國業者於海外設立

分公司或廠區之性平申訴機制落實等議題，會後請性平處協助轉

達合適分工小組研處。 

第三案：經濟部科技產業園區整體推動性平策略，請鑒察。(經濟部) 

發言紀要： 

游委員美惠： 

(一) 有關職類別統計，「主管及監督人員」、「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職員」

之統計分析雖呈現女性占比成長趨勢，惟建議後續進行結果分析時仍宜

保守。 

(二) 請補充說明辦理羽球賽等相關活動競賽與提升女性經濟力之關聯(簡報

第 73 頁)。 

陳委員曼麗： 

(一) 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勞動檢查(簡報第 66 頁)，建議就勞動檢查執行率

達 100%補充說明，以評估目標設定是否合宜。 

(二) 辦理「職家共榮友善企業獎」(簡報第 74 頁)，其中實際參選家數較少(計

13 家)，是否有鼓勵廠商參加之機制。 

徐委員遵慈： 

請補充說明受僱職員在 111 年至 112 年平均經常性薪資呈現上升，而受僱

工員同期之薪資卻呈現下滑原因(簡報第 58、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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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委員季芳： 

(一) 「區內各業董監事/分公司經理人統計分析」顯示無論大型或中小企業

之女性占比皆相當低，且性騷擾、性別歧視許多防治重點係就男性主管

予以規範，為瞭解園區相關作為之效益，相關宣導成果建議增加辦理場

次、觸及率等資訊。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有提及 100 人或 200 人以上企業需要建立不法侵害之

指引，建請補充說明目前指引實際操作相關情形。 

葉委員德蘭： 

(一) 近五年園區性平案件分析(簡報第 63 頁)，請專家入廠宣導/輔導一節，

建議就行為人之行為態樣及提升其法令知識等進行輔導。 

(二) 本案如規劃提至行政院相關會議報告，建議修正並簡化內容，以能在三

分半鐘時間內說明園區策略及推動結果。 

薛委員文珍： 

園區所做這麼多性別統計、分析之努力，旨為促進男女同工同酬目標，目前

雖尚有差距，建議補充分析造成同工同酬推動過程無法太快之可能原因。 

經濟部回應： 

(一) 園區每年度辦理廠商勞動檢查，目前區內有四百多家廠商，年度檢查目

標設定 85 家，故執行率為百分百，年度涵蓋率約為兩成左右，未來將

以提升涵蓋率為目標。  

(二) 受僱工員的平均經常性薪資於 111 年至 112 年薪資呈現下滑，可能係受

疫情影響，餘可能原因或可從園區營業額分析後判斷。 

(三) 性平法規修法前，園區主要係就雇主辦理相關案件之調查處理程序等予

以輔導強化，惟修法後，將配合法令調整宣導/輔導內容。 

(四) 園區自 112 年起開始推動辦理「職家共榮友善企業獎」，後續將持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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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參加率。 

行政院性平處： 

報告案第二、三案係由會前協商會議交下，請相關單位依本次會上委員建議

修正簡報，並提報第 30 次會前協商會議說明交下後相關辦理情形(含簡報

修正重點)。 

決  定： 

         一、請經濟部參考委員建議修正簡報。 

二、報告案第二案與本案請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0 次委員會議會 

    前協商會議提報辦理情形(簡報附陳)，並於本分工小組解除列管。                    

第四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請鑒察。(環境部) 

 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各領域研擬過程中性別評估辦理情形」(簡報第 95、96 頁)，建議提供男

女的參與人數，以瞭解實際參與情形。 

秦委員季芳： 

「各領域研擬過程中性別評估辦理情形」(簡報第 95、96 頁)，多數時候，

女性因需承擔照顧責任而無法參與，故相關培訓課程建議提供臨托服務。 

葉委員德蘭： 

(一) 建議會後補充曾做過性別影響評估的資訊，包含件數、時間。 

(二) 建議參考國外曾做氣候變遷對於性別影響之案例、文獻等，並於計畫修

正過程中加入全球最新數據，以對應我國須收集何種性別統計資料。 

徐委員遵慈： 

「各領域研擬過程中性別評估辦理情形」(簡報第 95 頁)，目前仍將目標放

在參與培訓人數等，建議補充氣候變遷對於海洋和農業等發展之性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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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以利後續政策回饋。 

環境部回應： 

(一) 「各領域研擬過程中性別評估辦理情形」一節，主要係說明下一期調適

行動計畫之規劃，故簡報內容未呈現過去參與情形。 

(二) 本調適行動計畫係一整體之報院計畫，經費編列執行則回到各部會，各

部會所報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皆會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相關資料將逐步

蒐集。至於海洋海岸、農業等相關數據資料，會再做補充。 

行政院性平處： 

查環境部參加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下稱 COP28)，為利未來國際間

經驗交流，除彙整目前相關推動成果，建議納入國際間性平與環境有關之重

要政策議題等，本案建議修正相關推動策略、統計數據及成果後提至下次會

前協商會議報告。 

環境部回應： 

(一) 本調適行動計畫係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進行管考，每半年

召開一次跨部會會議，至性平處建議將 COP28 提報會前協商會議一節，

建議拆開處理。 

(二)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稱 UNFCCC)於 2014 年成立利馬性別工作

計畫，長期以來即將「性別」議題納入，來推動與締約國間落實公約

之氣候政策及行動。近年來，COP 主要聚焦推動能源轉型、汰除化石

燃料、解決氣候融資問題、提升包容性氣候行動等；本(COP28)屆決議

係將轉型脫離化石能源列為首要工作，目前 COP 尚未將性別列為重要

議題及主要目標。 

(三) 本(COP28)屆行政院團係由環境部等相關部會共同派員參加，代表團期

間主要係與友邦國家政府元首、友邦、友好國家代表團部長級官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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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政府間國際組織等，就氣候政策、能源轉型、再生能源發

展、淨零排放、綠色金融、碳定價等議題廣泛交流，作為我國倡議參

與 UNFCCC 訴求。 

(四) 承上，性平與環境議題交流，非此次行政院團執行之任務，亦非我國

與其他國家交流與近期 COP 關注之議題，該項交流建請擇定適當國際

會議活動、場合，本部未來亦可協助安排性平處參加 COP。至評估下

(COP29)屆規劃辦理周邊會議一節，近年來我國 NGO 參與周邊會議，

係透過外交部媒合友邦國家向氣候公約秘書處申辦，爰討論主題須尊

重友邦規劃，其目前關切之議題無涉及性別之討論，故周邊會議非可

由我方自由決定。 

決  定：  

一、 請環境部就委員建議修正本案簡報，並續於下次分工小組會議說

明。 

二、 請行政院性平處與環境部會後另行協調後續會前協商會議提報

事宜。 

肆、 散會（下午 6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