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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6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5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民間委員採視訊方式進行) 

參、主持人：羅執行秘書秉成               紀錄：廖思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第 1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25 次委員會議暨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請鑒核案。 

決定：洽悉，第 25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列為本會第

26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 2案 

提案單位︰本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110年推動性別平等國際交流成果，請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本案相關交流策略與推動建議請各部會參考辦

理。 

二、 請本院性別平等處參考委員建議，將新南向政策推動

女性參與之成果納入本國際交流成果。 

三、 各部會辦理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之相關政策及成果，

請思考於相關宣傳中增加不同語言之呈現方式(如英

文)，以提升我國性別平等之能見度。 

四、 請經濟部參考委員意見，關注再生能源領域女性人員

之國際參與，並適時呈現相關政策。 

五、 本案列為本會第 26次委員會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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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 

提案單位︰本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報告單位：外交部 

案由︰2022「臺灣性別平等週」女力外交專案辦理情形，請鑒

核案。 

決定： 

一、 洽悉。謝謝外交部及各位委員積極努力與私部門合作，

展現我國性平成果。請各部會積極將性平觀念融入業務，

透過公私部門與國際合作，從各面向拓展我國國際空間。 

二、 為提升我國推動性平成果的國際能見度，請外交部參酌

委員意見，研議於外交年鑑增列性平專章之可行性。 

三、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26次委員會議議案。 

第 4案 

提案單位︰本會人身安全組 

報告單位：法務部 

案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防治修法重點，請鑒核案。 

決定： 

一、 請法務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針對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類型及新興態樣，持續滾動檢

討訂修相關法規，以完善事前（教育、預防）、事中（處

理、保護）與事後（處罰、處遇）各階段之防治網絡。 

二、 本案不列為本會第 26次委員會議議案。 

柒、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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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第 1案 

提案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本會第 25次委員會議暨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

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吳淑慈委員： 

有關建議由政府補助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家長自行負擔之保費一案，抱歉

上次會議無法出席，不知討論過程。目前各部會所提辦理追蹤回覆內容，

感覺均是說明少子女化議題上已投入很多經費，所以再多出 9 億多元

似乎比較困難。本案所需經費不多但是意義重大。期待勞動部可以研議，

例如勞工有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6個月內不予補助個人自費保費，

但如果勞工申請兩年的育嬰留職停薪，其餘未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

1年半可否給予個人自費保費補助。政府針對雇主負擔部份有補助，但

對勞工沒有，這也是需要我們再思考的部分。 

 

余秀芷委員： 

有關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助理員進用與專業案，感謝羅政委抽空帶我們拜

會教育部長，讓本案有很大的進展。本案已有 20 多年的歷史，從過去

看到障礙婦女以及家中有障礙孩童的婦女的處境，需要放下工作一路陪

讀，到現在看到身邊女性朋友生下障礙孩童也辭職了，本案一直有其急

迫性。建議在未來在人員教育訓練、進用辦法及退場機制等，可否有障

礙團體，以及對此案也長期關注、我們在各領域性平委員參與其中，希

望可以參與討論讓它做的更好。 

 

 

黃淑玲委員： 

有關建議由政府補助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家長自行負擔之保費一案，目前

不孕症一年花費 17 億多元，育嬰留職停薪部分，政府加發 2成育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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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津貼，申請人有 7萬多人。不孕症夫妻的嬰兒誕生後，父母親需

要照顧孩子、有育嬰留職停薪之需求，但經費反而比較少，兩項政策比

較，可能要再思考。此外，國防部資料建議更清楚呈現，辦理情形所提

「鼓勵軍職人員及其配偶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津貼」，請問育嬰留職停

薪經費是國防部自行編列補助軍職人員跟其配偶嗎？補助的對象都是

軍職人員或是包含其配偶？ 

 

林綠紅委員：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放寬以後，申請人數有提升。根據勞動部先前調查，

有近 5 成產業認為放寬以小時計是可行的，這部份建議勞動部可以朝

更彈性化方向思考研議。 

 

黃怡翎委員：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之制度，我建議從照顧部分作全面討論。我覺得保費

的補助不宜僅針對育嬰留職停薪的受雇者提供補助，因為有些人無法選

擇育嬰留職停薪，確實會有資源分配上的問題。現行有可遞延 3年繳納

之規定，建議可以分析繳納情形以及繳納保費遇到的困難，而不建議直

接補助，因為在職勞工就沒有補償。另外，彈性休假也不宜與育嬰留職

停薪一起討論，因為育嬰留職停薪是停職、而不是休假的概念。有關彈

性休假建議另外討論，如何以小時計，讓勞工更彈性休假而不是育嬰留

停，建議可以整體討論相關制度，將權益事項做更細緻化的規劃。 

 

第 2案 

提案單位︰本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報告單位：本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110年推動性別平等國際交流成果，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黃淑玲委員： 

上次在國參組會議針對南進政策如何融入性平觀點有所討論，但本次報

告除了提到原住民族辦理的相關活動有納入南進政策外，似乎比較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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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進政策。建議在架構中加入新南向政策。 

 

謝文真委員： 

我們國際交流做了很多事情，性平處原先就有國際交流的專區，建議可

以做的更完整，把英文相關文稿與活動等資訊方面更清楚呈現，並由部

會提供相關專業領域的國際參考資料來源，完整呈現原文及參考文獻，

裨益國際宣傳並友善交流。 

 

陳曼麗委員： 

國際交流時我國的重要政策要讓國際瞭解，剛剛報告缺乏我國 2025 年

再生能源要到達 20%，但經濟部重點放在女性創業以及 APEC，建議經濟

部於再生能源之女性國際參與上多加交流，讓我國表現被大家看到。 

 

第 3案 

提案單位︰本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報告單位：外交部 

案由︰2022「臺灣性別平等週」女力外交專案辦理情形，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李安妮委員： 

本案扣緊聯合國 CSW，讓我回想起 20 年前擔任委員時，與婦權基金會

思考方法鼓勵 NGO進到國際社會，但缺乏整合力量。性別議題在部會之

成功，上位者的 political will很重要，外交部的徐斯儉前次長就展

現了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視，親自主持每場會議。上位者意志的展現，也

讓外交部 NGO 委員會同仁推動業務上得到支持。各部會在推動性別主

流化，只要有這樣關鍵性的力量進來，在部會中都會開花結果。北歐國

家有完整統計數據完整的被國際看到，所以大家會想去北歐取經；我們

的統計數字也很漂亮，可惜台灣沒有被視為獨立的國家，資料沒有在國

際場域呈現，都是我們主計總處自己進行統計，統計數據如何突破國境，

我覺得是指日可待的。感謝關鍵性力量的投入，以及 NGO 20年來的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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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欣潔委員： 

從 2013年參與 CSW 至今，我覺得有很大的改變，各種關鍵力量進來並

整合，近年來並邀請愈來愈多年輕女性加入，也有跟上國際 young 

leaders 的潮流。建議未來培力更多 NGO 夥伴，相較於專家學者，NGO

的資源相對較少，尤其是一些年輕的 NGO夥伴，如果讓年輕夥伴有機會

在前期就刺激其視野，對於未來會有更多幫助。另外，在 CSW期間，其

他國家都會在聯合國由政府申請主辦官方週邊會議，未來慢慢開放後，

希望我國有機會以官方身分主辦週邊會議，討論臺灣狀況。期待本案可

以持續推動，對於臺灣的國際形象還有國際參與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文真委員： 

本案與聯合國 CSW這麼關鍵整合的事情一定要能持續。在考量如何能

更加推廣及共享方面，首先建議所有活動無論是否為實體，建議能開放

線上參與。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觀看，但是礙於時間或能力無法親自參與，

所以建議實體與線上同時開放。再者，本次看到許多不同主題且頗為吸

睛的中文錄影短片，但好像沒有看到英文短片，只看到全程錄影的影片。

因而，建議就各主題及各國代表進行後製剪輯，將文宣及相關元素加入，

用英文短片進行國際的廣宣，就算當下無法直接參與，相信事後也有很

多人願意觀看。如何包裝推廣，讓大家接受國際友善交流之訊息，也相

當重要。 

 

黃淑玲委員： 

外館是否可能與北歐國家的性別平等部長或幕僚接洽，舉辦論壇邀請部

長參與。臺灣雖然沒有性別平等部長，但是有性平無任所大使或是由政

委代表性平部長的身分。我國與性平有關的外交可以更擴展，可加強與

其他國外政府性平單位接洽。 

 

李安妮委員： 

剛剛杜大使提到外交部每年有成果報告，期待外交部年度成果報告有性

平專章，顯示我國外交政策推動注重的價值。年鑑有性平專章不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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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委員可以協助研擬架構，看性平專章要呈現的內容架構。 

此外，杜大使提到外交部女性大使、女性主管等現況，很多女性擔任重

要位置，我們樂觀其成；不過我們更期待的是，政策上及實質作為上如

何推動性別平等，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葉德蘭委員： 

外交部的年度成果，建議可以增加援外、培力友邦女性、推動專案等作

為，以及駐外館舍都做了很多的事情，推動我國性別平等成果至當地媒

體等，困難度應不高。另外，方才主席建議國安與性別連結，非常贊成，

呼應了聯合國 2000年開始推行的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議程。

國防安全研究院未對此議題有過研究，也曾在國防部專案小組提案建議，

但可惜未獲回應，希望可以從國安會層級進行。 

 

第 4案 

提案單位︰本會人身安全組 

報告單位：法務部 

案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防治修法重點，請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余秀芷委員： 

網路跟蹤騷擾態樣多、難以舉證，法令之訂定有嚇阻作用。對於障礙

女性來說，舉證蒐證有其困難，希望未來警察同仁對於障礙女性的陳

述可以有更大的敏感度，因為障礙女性常被以關心、幫助為名的藉口

包裝其犯罪行為，希望警察同仁面對障礙女性面臨這樣的情形可以有

更高的敏感度與警覺心。 

 

李安妮委員： 

本案相當有條理，關係爬梳的非常清楚。不過數位技術變化複雜，樣

態會一直改變，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部分在基層，建議對於數位技

術樣態之變化要有高度警覺，以免數位技術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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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玲委員： 

第一，第 22次會前會有提案，建議修訂行政院組織法，促成部會首長

性別比例法制化。當時政委有說要緩議，請教後續進度。 

第二，經過這陣子輔導考核成績連續兩屆乙等、不列等之部會，發現

表現不理想的部會，會議紀錄形式有些問題，少了管考建議；本會分

工小組其中也有兩個分工小組沒有管考建議。建議性平處於列席各部

會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時，適時提醒各部會。 

第三，剛剛看到本會國參組的兩個報告案，有一案要提到大會。性平

會其他分工小組也有很重要的創新、重大政策，這些重大政策是否提

到大會之前也可以在分工小組各提 1至 2項重要政策。 

 

陳曼麗委員： 

最近疫情嚴峻，因為民間資訊來源不一，所以社會有點動盪，建議再製

作一波衛教短片，於電視、媒體放送，讓專業人員談論衛教，讓國人更

容易吸收，安心社會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