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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五次委員會會議」第二次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九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分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八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余執行秘書政憲               記錄：李育穎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研擬本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草案)，作為未來相關部會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之綱領案。 

決議： 

一、由於院長於第十四次委員會裁示本分工表未來將作為政府推動各項相關工作的指導綱

領，為求體例一致，宜請各組儘量精簡文字，朝綱領方向調整。 

二、本分工表中福利部分修正如下︰ 

（一）「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工作重點第二項修正為「分階段逐步推動社區自治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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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提供質優量足之學前托育環境。」。 

（二）「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工作重點第三項修正為「分階段逐步推動社區國小學童

課後照顧，以提供雙薪家庭兒童照顧之喘息服務。」。 

（三）「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工作重點第四項修正為「分階段逐步推動社區諮商、認

輔及寄養支持系統，結合前述三項措施及社區國小、國中輔導系統，為有需要之兒

少持續提供生活、心理、生涯規劃之協助，讓每一個兒童及少年健全成長。」。 

（四）「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工作重點第五項修正為「分階段逐步推動社區長期照護

及居家服務支持系統，以落實弱勢福利人口群之就地照顧服務。」。 

（五）「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增加第六項工作重點「針對前述五點政策所需人力，進

行合理之配置。」，主辦機關為「人事行政局、主計處、審計部、內政部、教育部、

衛生署」。 

（六）「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增加第七項工作重點「就第一至第五點政策施政應委託

民間非營利團體辦理，並建立合理且高效能之公、民合作關係。」，主辦機關為「人

事行政局、主計處、審計部、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署」。 

（七）「預防婦女貧窮」工作重點第八項修正為「宣導民法親屬編夫妻財產制相關規定，

並協調司法院研擬強化生活費、撫養費之訴訟請求效率，以確保婦女權益。」增列



 3
 

「司法院」為協助辦理機關。 

（八）「增強少女能力」工作重點第二、三項之主辦單位增列「內政部、教育部」，第四項

工作重點之主辦單位增列「內政部、勞委會、教育部」。 

（九）「增強少女能力」工作重點第五項修正為「修訂勞動基準法及研議制定青少年勞工

保護法，以提昇青少年工作權益之保障。」，並增列「教育部」為協辦機關。 

三、健康及醫療部分修正如下︰ 

（一）「推動青少女性教育工作」工作重點第一項之（一）至（六）刪除，「加強推動青少

女性教育計畫」之內容再予充實，協辦機關增列「教育部、內政部、新聞局」。 

（二）「推展孕期健康管理及生育保健」工作重點第七項修正為「檢討修正優生保健法及

人工協助生殖法。」，協辦機關增列「法務部」。 

（三）「推展孕期健康管理及生育保健」工作重點第八項（一）至（三）刪除。 

（四）「推展孕期健康管理及生育保健」工作重點第九項修正為「保護特殊族群婦女（如

智障、精神病患、低收入戶及外籍新娘等）之生育健康。」，（一）至（三）刪除。 

（五）「推展孕期健康管理及生育保健」工作重點第十項修正為「建立原住民婦女生育保

健觀念」，（一）至（三）刪除，協辦機關增列「原民會」。 

（六）「推展孕期健康管理及生育保健」增列工作重點第十一項「辦理青少女未婚懷孕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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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服務」，主辦機關為「衛生署」，協辦機關為「教育部、內政部」。 

（七）「推展更年期婦女保健工作」部份，各項工作重點請整併，協辦機關增列「體委會、

內政部」。 

（八）「提升婦女健康管理觀念」工作重點第一項（一）至（二）及工作重點第二項（一）

至（三）均刪除。 

（九）「婦女健康與環境」工作重點第一項（一）至（四）及工作重點第二項（一）至（四）

均刪除。 

（十）請衛生署再行檢視及整併各項工作重點，並將整併文字交由秘書處電傳給每位委員

及相關部會提供書面意見，如無意見，則提委員會議討論。 

四、教育、媒體及文化部分修正如下︰ 

（一）「培育各類婦女人才」工作重點第七項修正為主辦機關「人事行政局，協助辦理機

關︰銓敘部」。 

（二）「培育各類婦女人才」工作重點第八項主辦機關修正為「人事行政局、中央各部會、

各地方政府，協助辦理機關︰考選部、保訓會」。 

（三）「開拓婦女多元學習機會」工作重點第三項修正為「鼓勵事業機構或民間團體辦理

婦女在職訓練課程。」，主辦機關修正為「勞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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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性別平權宣導」項目修正為「推動性別平權宣導，淨化媒體資訊」，理念增列

「（性）暴力之再現，具有促發（性）暴力行為之作用，對於未成年人及邊緣人格者

尤然，為了保護女性、未成年人及一般人民，有必要管制涉及（性）暴力之出版品

及媒體節目。」，工作重點增加第四項「研議對於媒體、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出版者、

出版品租售業者等相關對象之有效管制法。」。 

（五）「推動青少女自主教育」工作重點第四項修正為「修訂勞動基準法及研議制定青少

年勞工保護法，以提昇青少年工作權益之保障。」，並增列「教育部」為協辦機關。 

五、人身安全部分修正如下︰ 

（一）「加強辦理大陸及外籍配偶人身安全保護」工作重點第五項修正為「研究允許外籍、

大陸配偶因民、刑事訴訟繫屬得申請延長居（停）留」，主辦機關修正為「法務部、

警政署（外事組、入出境管理局）、陸委會，協助辦理機關︰司法院」。 

（二）增列「管制性暴力犯罪相關資訊」項目，理念為「涉及性暴力之社會案件，其再現

具有促發性暴力行為之作用，相關單位對於其訊息應嚴加管制。」，工作重點為「一、

媒體報導性侵害案件，不得揭露被害人身分資訊。二、檢察、警察機關偵查性暴力

案件應要求所屬人員嚴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三、衛政單位應有效規範阻止媒體進

入醫院採訪性暴力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屬。」，主辦機關分別為「新聞局」、「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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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衛生署、新聞局」。 

（三）增列「搶奪暴力犯罪婦女受害防治」項目，理念為「搶奪暴力犯罪受害者以女性居

多，應加強防治。」，工作重點為「推動情境犯罪預防，降低搶奪暴力犯罪婦女被害

率、增加婦女安全感。」，主辦機關為「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教育部、法務部、

新聞局」，協助辦理機關︰司法院。 

（四）「推動落實兩性平權法律修正」理念為「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權。」，

工作重點第一項為「就民法親屬編及其施行法中、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中檢視修正有關男女平權條文。」，主辦機關「法務部、陸委會」；工作重點第二

項為「協調司法院就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檢視有關男女平權修正。」，主辦機關為「法

務部」，協助辦理機關︰司法院；應修（制）定法規為１．民法親屬編、民法親屬編

施行法，主辦機關「法務部」，協助辦理機關「司法院」，２．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主辦機關「法務部」，協助辦理機關「司法院」，３．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主辦機關「陸委會」。 

（五）請法務部將各項法令檢視彙整資料提供各委員、各小組及相關部會，爾後如有繼續

修正之法案則分別由各小組列入工作重點中。 

六、就業與經濟部分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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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排除就業障礙」工作重點第五項修正為「處理兩性工作平等

法第十六條有關雇主應負擔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社會保險費之所需經費。」，主

辦機關修正為「勞委會、中央各部會」。 

（二）「婦女經濟安全之保障」工作重點第四項修正為「督促企業實施同工同酬、同質同

酬，保障女性受僱者工資所得。」。 

（三）「婦女經濟安全之保障」工作重點第六項修正為「提供特殊境遇婦女、負擔家計婦

女及非自願性離職婦女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主辦單位修正為「勞委會、原民會、經

濟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協辦單位「財政部」。 

（四）「建構完整的婦女就業諮詢網路」工作重點第二項「建立青少女（含原住民少女）

建立正確的就業價值觀。」刪除。 

（五）「建構完整的婦女就業諮詢網絡」工作重點第四項「建立婦女就業服務轉銜制度，

提供福利、衛生及就業等政府相關資源。」之主辦機關刪除內政部，改列協辦機關。 

（六）「建構完整的婦女就業諮詢網路」工作重點第六項「建構全國性的就業資訊系統，

設置婦女（含原住民婦女）人力銀行。」之主辦機關修正為「勞委會」，協辦機關修

正為「原民會、教育部、青輔會、新聞局」。 

（七）「開創婦女就業機會」工作重點第二項修正為「推廣成立女性勞動合作社、推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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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僱用部份工時婦女，以開發適合婦女就業之工作機會。」，應修（制）定法規修正

為「修訂部份時間工作相關法規、勞動合作社法」。 

（八）「開創婦女就業機會」工作重點第三項修正為「推動保姆、照顧服務等適合女性就

業之行業，以鼓勵婦女就業。」。 

（九）「開創婦女就業機會」工作重點第五項「落實就業促進措施，協助婦女創業」之主

辦機關修正為「勞委會、原民會、青輔會、經濟部、農委會」，協辦機關修正為「內

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十）「加強婦女勞動力投資」工作重點第二項「規劃適合青少女的訓練職類並協助取得

證照。」刪除。 

（十一）增列「青少女就業輔導」項目，理念為「提供青少女職業探索相關措施，協助青

少女適性就業。」，第一項工作重點「結合民間團體辦理青少女職業探索及潛能開發，

引導建立正向的職涯觀念。」，主辦單位「勞委會、青輔會」。第二項工作重點「結

合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青少女職業興趣調查。」，主辦機關「勞委會、教育部」。第

三項工作重點「規劃適合青少女的訓練職類，並協助取得證照。」，主辦機關「勞委

會」，協辦機關「教育部」。第四項工作重點「結合民間團體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

社會福利機構辦理青少女就業諮詢與服務，透過個案管理機制，提供完整之青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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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相關服務。」，主辦機關「勞委會、內政部」。第五項工作重點「利用就業促進

相關措施，鼓勵雇主僱用弱勢少女。」，主辦機關「勞委會」。 

七、本案有關委員及相關部會建議，請各小組主責機關參酌修正，並於會後二日內將修正

資料逕傳本會秘書處彙辦。 

八、本案列入第十五次委員會議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案由：有關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規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放法制定事宜案。 

決議： 

一、由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涉及國家整體社會福利政策與政府財政負擔，應以短、

中、長程審慎規劃，不宜驟然立法實施。 

二、本案請行政院勞委會協調行政院經建會從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立場整體考量統籌規劃。 

三、本案提第十五次委員會議報告。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案由：為加強有關外籍、大陸配偶之救助及生活照顧等事宜，經會商相關機關擬定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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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分工表，擬請各分組依權責列入工作重點案。 

決議： 

一、有關「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題因應策略及分工表」修正如下︰ 

（一）「生活適應輔導」因應策略第二項有關「規劃印製外籍配偶生活適應手冊」，由內政

部戶政司主政，內政部社會司提供經費。 

（二）「就業」因應策略第三項修正為「規劃取得工作權之受暴大陸、外籍配偶，經社工員

評估其有工作需要者，得以憑政府公文或證明，專案給予免費接受相關職業訓練或

推介就業，以安定其生活。」。 

（三）「教育」因應策略第三項修正為「提供外籍、大陸配偶入境後家庭教育及相關法令宣

導」。 

二、本案有關「外籍、大陸配偶之救助及生活照顧問題」，政府確應予以重視，惟考量國家

整體資源配置，以及目前外籍、大陸配偶數佔總人口數比例較少之情形，相關之救助

及生活照顧事宜，仍宜按輕重緩急、近程遠程之方向規劃辦理。 

三、本案本會第十三次委員會議已決議由內政部規劃辦理，並於第十四次委員會議第一次

會前協商會決議交由本會人身安全組主政研擬具體方案。有關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

題因應策略仍請人身安全組統籌並納入所研擬之重點分工表中規劃，並請相關部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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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配合共同推動，不再分列至各小組工作重點中。本案併同討論案第一案處理。 

 

柒、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主計處 

案由：「十一項性別統計指標」—人身安全（草案）中之四、性騷擾（一）職場性騷擾事件

及（三）行政機關性騷擾事件之統計項目及複分類修正（如附件），案請討論。 

決議： 

一、本指標架構中四、性騷擾（一）職場性騷擾事件複分類增加「職場類別」。（三）行政

機關性騷擾事件中「申訴受理件數」修正為「再申訴受理件數」；「調查件數」修正為

「再申訴調查件數」；「成立件數」修正為「再申訴成立件數」。 

二、本案有關行政機關性騷擾事件之統計資料，仍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本於主管機關權

責，請各機關確依實際受理之性騷擾事件，報送該會彙整相關統計資料。 

捌、散會（十七時三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