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 年） 

壹、 整體目標與重點 

為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第 7

條所揭示男女平等參與公共生活及參加政府政策制訂與執行，第

11條第 1項 a款至 d款揭示人人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及第 5

條所揭示教養子女為父母的共同責任，減輕女性家庭照顧負擔及

減少女性就業障礙，擬定整體推動目標及重點如下： 

一、 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二、 破除飛安調查領域之職業性別隔離現象。 

三、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貳、 性別議題、性別目標與策略 

（一）提升飛安調查領域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1. 重要性 

長期以來，女性與男性在公共事務參與上存在著水平與垂直

的性別區隔，水平的區隔與職業類別傳統性別分工有關，垂直的

區隔則與性別刻板印象有關，女性在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方面對

比男性而言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女性不但較少投身理工領域

的就業，也極少出任具有決策性質的職位、較少得到參與決策的

管道與機會，其生活經驗與觀點也較少對決策產生影響力。因此，

包含《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婦女政治

權利公約》、《維也納宣言》、《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第 13 段、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的第 5和 8號一般性

建議等等之國際公約、宣言及國際分析文件，皆十分重視婦女參

與公共生活，並制定有關平等的國際標準架構。其中 CEDAW在序

言中重申婦女參與決策的重要性：「確信一國的充分和完全的發

展，世界人民的福利以及和平的事業，需要婦女與男性平等充分

參加所有各方面的工作」。CEDAW第 7條(b)款也揭示，締約各國



 
 

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

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性立於平等條件下，參加政府政策

的制訂及其執行，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執行一切公務。另 CEDAW

第 23號一般性建議第 26至 27段也指出，締約國有責任於其管

轄範圍內，任命婦女擔任高級決策職位，並理所當然廣泛徵求和

體現代表婦女和利益團體的意見，且有義務確保查明和克服阻

礙婦女充分參與政府決策的障礙。易言之，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掌握權力與決策力不僅涉及治理權利，亦關係著決定公共資源

之分配與個體實現生命價值的機會，惟有透過兩性共治共決之

決策參與過程，始能讓國家政策、方案及資源配置融入性別觀點，

促進兩性平等受益。 

2. 現況與問題 

(1) 本會職掌飛航事故之調查，改善飛航安全，依本會組織法第

3 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5 人至 7 人，由行政院院長任命適當

人員兼任，任期 3 年，負責審議飛航事故調查報告、飛航事

故調查相關法規、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聯繫作業機制、

年度預算及決算等決策事項。同法第 4 條規定，本會委員應

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交通、工程或其他飛航

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本會成立 20年來，委員性別均以

男性為大多數，近 5年女性委員比例最低 28.57%，最高曾達

57.14%，更曾於 104 年 5 月至 8 月由女性出任首長職務，副

首長則自 103年 8月起由女性出任迄今，目前現任委員 7人，

女性委員 3人，女性比率 42.86%，顯見隨著本會性別主流化

措施之落實推動，女性委員比例及出任最高決策職務之比率

有成長趨勢，惟囿於組織法所定之委員專業限制，實務上尚

無法確保每次委員遴聘時之女性比例符合三分之一規定。 

(2) 除上開委員會外，本會內部合議制型態組織計有 5個(詳如下

表)，女性委員比率分別為國家賠償審議小組 42.86%、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 46.15%、考核委員會 42.86%、性騷擾申訴處理調



 
 

查小組 40%、行政處分評議小組 20%，其中行政處分評議小組

尚未達任一性別比率規定。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含

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落實任一性

別比例不少

於三分之一

規定 

(當年度委員

會女性比例

達三分之一

數目/委員會

總數) ×100% 

108年：83% 

109年：100% 

110年：100% 

1. 建置飛安調查

領域女性人才

資料庫。 

2. 修 訂 法 規 措

施，逐步提升

女性參與決策

比例。 

1. 建置包含氣象、

管理、法律、心

理、航空、交通、

工程及其他飛

航事故調查相

關領域之女性

專家學者人才

資料庫，以備委

本會 107年度委員會性別比例統計表 

項
次 

委員會或小組名
稱 

委員
人數 

男性 女性 是否

達成
性別

比例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 委員會 7 4 57.14% 3 42.86% 是 

2 
國家賠償審議小

組 
7 4 57.14% 3 42.86% 是 

3 
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 

13 7 53.85% 6 46.15% 是 

4 考核委員會 7 4 57.14% 3 42.86% 是 

5 
性騷擾申訴處理
調查小組 

5 3 60.00% 2 40.00% 是 

6 
行政處分評議小

組 
15 12 80.00% 3 20.00% 否 



 
 

111年：100% 員遴聘之優先

參考。 

2. 修正委員會設

置要點，增訂委

員任一性別比

例不少於三分

之一規定。 

（二）改善飛安調查領域之職業性別隔離現象 

1. 重要性 

(1) 交通運輸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該行業具一定市場需求，長

期以來更為國內提供穩定就業機會，其中民航運輸更是國家

經濟發展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民航飛機所到之處是一個國家

國力的延伸，而航空人員包括駕駛員、維修員、簽派員及飛

航管制員等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民航產業因待遇、福利與

工作性質等相對優勢，屢居熱門就業排行之上，惟隨各崗位

工作性質不同，而有性別分布不均現象，例如空服與地勤係

以女性居多，但飛行、維修與工程領域卻以男性為主，此一

現象反映民航就業市場存在職業性別隔離。無獨有偶，飛安

調查領域受民航產業性別分布不均之連帶影響，致女性調查

員比例偏低。因此，如何自源頭根本解決此一現象，扭轉傳

統刻板印象，吸引更多女性超越性別偏見投入飛行、維修、

工程與飛安相關領域，以期逐步改變特定職務性別集中的現

況，顯得甚為重要。 

(2)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教育的普及，以及網絡的無遠弗屆，民

航產業航空人員漸不再由男性所壟斷，女性也由地勤運務、

櫃台票務及客艙組員，逐步往航空專業及技術性的位置移動，

包括飛航管制員、簽派員、航空器維修員及飛航駕駛員等，

比例雖仍屬偏低，但從以往幾乎是男性的職場，到現在不時

可看見女性冒出頭來，而且表現也不遑多讓。因此，了解女



 
 

性在此職場發展的歷程與成長，繼而找到著力點也就是推動

女性投入航空產業的動力或助力，彰顯女性於航空產業的地

位，甚為重要。 

(1) CEDAW 第 11 條第 1 項 a 款至 d 款揭示，人人有不可剝奪的

工作權利，亦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包括在就業方面相

同的甄選標準，且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

障，一切服務的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及同等

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

在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由於傳統

角色的性別分工，造成女性在環境、能源與科技等廣義理工

的領域，從就學到就業，都明顯屬於少數，如何在前端的教

育、知識傳遞和就業過程中，賦予女性同樣實質的接觸與參

與機會，學習相關知識，進入就業領域，顯得至關重要。 

2. 現況與問題 

(1) 航空產業女性從業人員比例偏低 

近年來我國民航從業人員性別分布不均現象雖呈改善趨勢，

惟仍存在一定差距，尤以飛航駕駛員、維修人員及工程人員以男

性居多最為明顯。依據交通部航空人員統計資料顯示，至民國 99

年底我國女性駕駛員計 73人，至 106年底增加為 137人，但與

男性駕駛員 2,849 人仍有約 1:21的大差距。女性航空器維修員

與男性差距更大，至民國 99 年底我國女性航空器維修員計 10

人，至 106年底增加為 25人，與男性 2,616人有著 1:105的極

大差距。至於女性簽派員與男性差距縮小中，至民國 99年底我

國女性航空器簽派員計 23 人，至 106 年底增加為 42 人，與男

性 127 人之 1:3 比率正逐漸縮小中。另女性飛航管制員與男性

差距亦逐漸縮小中，至民國 99 年底我國女性飛航管制員計 159

人，至 106 年底增加為 164 人，超越了男性 159 人，為 1.03:1

微幅領先。此外，依據交通部航空人員統計資料顯示(如下表)，



 
 

106年我國各類航空人員現職持證人數仍以男性為大多數，顯示

我國民航產業航空人員之性別仍未擺脫男性主導之刻板印象。 

民國 106年我國各類航空人員現職持證人數性別比例表 

職務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駕駛員 2,986 2,849 95.41% 137 4.59% 

維修員 2,641 2,616 99.05% 25 0.95% 

簽派員 169 127 75.15% 42 24.85% 

飛航管制員 323 159 49.23% 164 50.77% 

(2) 女性飛安調查員比例偏低 

本會現有預算人力 25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力 20人，女性 2

人僅占 10%，行政支援人力 5人，女性 4人占 80%；在主管性別

統計方面，除了人事、主計、政風兼辦人力均為女性外，其餘 5

位主管均為男性。顯示本會理工專業職類女性人數極少，且位居

行政職類之非主管職務，代表飛安調查領域水平與垂直之職業

性別隔離極為明顯。 

歷年本會對外招募飛安調查員職缺從未限定性別，辦公環

境與工作內容亦無性別不友善之處，惟因飛安事故調查常需仰

賴飛行與維修領域之民航業界經驗，及工程與科學等技術支援，

實務上符合徵才資格條件之應徵者均為男性，終致女性飛安調

查員比例偏低之現象。追本溯源，除了受到民航從業人員性別分

布不均之連帶影響，傳統上「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刻板印象，

更是影響求學與就業選擇的根源因素之一。 

(3) 性別刻板印象影響女性就業 

在傳統「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下，女性就

學科系普遍選擇人文類科，阻礙女性在工科領域專業能力養成，



 
 

影響其在該領域的競爭力，以致就業階段於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廣義之理工領域人數明顯偏低，薪資所得亦遠低於男性。依據本

會對我國大專院校航空工程相關科系之訪查結果，近兩年

（105/106 學年度）入學之男女學生比例約為 9:1，性別刻板印

象對科系選擇之影響可見一般，詳如下表所示。 

我國大專院校航空工程相關科系男女學生比例表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
值) 

策略 具體做法 

逐步縮小

飛安調查

領域之職
業性別隔

離 

一、 每 年 舉 辦

至少 2場次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來 會

參訪活動，

並 逐 年 提
高 參 訪 內

容 之 性 別

議題比重，
由 108年之

提供大專院校女

性學生接觸飛安

調查領域之管道
與學習機會。 

每年舉辦至少 2 場次

大專院校學生來會參

訪活動，激發女性投
身飛安領域之興趣與

意願。以女性調查員

作為典範，介紹我國
民航從業人員性別分

布變化趨勢及飛安調

查員之工作性質，並
結合案例與時事，宣

校系 

男:女比例 

大一 

（106學年度） 

大二 

（105學年度） 

淡江大學 航太系 105:15 104:19 

成功大學 航太系 49:13 53:10 

虎尾科大 飛機系 195:25 196:20 

逢甲大學 航太系 101:11 97:10 

中華科大 
航空機械 156:10 157:5 

航空電子 44:4 55:5 

總計 
650：78 (8.3:1) 662：69 (9.6:1) 

1,312：147(8.9:1) 



 
 

15 分鐘逐

年增加 3分
鐘。 

二、 逐 年 提 高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參 訪

活 動 之 男

女 學 生 比
例，由 108

年 10%，每

年增加 2%。 

導飛行、維修、飛安調

查與工程領域已無先
天體格上之限制，男/

女性皆有揮灑空間，

並分享求職經驗與準
備方向，供同學參考，

鼓勵女性學生不受傳

統性別刻板印象影
響，培養理工專長，勇

於突破職業藩離。希

望透過帶隊老師影響

其學生，男性同學影

響其姊妹、女友、配偶

或甚至未來的子女。
期藉由學校教育及同

儕與家人彼此間的相

互影響，鼓勵新的世
代突破傳統性別分工

之刻板印象，找出自

己真正感興趣的職涯
方向，逐步改善特定

職業性別集中的現

況。 

一、配合職缺遴
補，逐年提

升女性進用

及 陞 任 比
例。 

二、優先甄選及

培育女性人
才。 

一、 辦理職缺甄選時，
優先遴用具備發

展潛能之優秀女

性。 
二、 加強女性員工之

職務歷練，培育其

陞任較高職務之
專業知能。 

三、 各項國內外進修

訓練，優先遴派女
性參加，拓展其視

野與強化其職能。 



 
 

（三）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1. 重要性 

CEDAW第 5條指出，政府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基於男

女任務定型所產生之偏見，同時強調子女教養分工是父母共同

責任，特別是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照顧角色，已然成為女性另一項

沈重的專屬負擔。第 16條第 1項 d款揭示，不論婚姻狀況如何，

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第 21

號一般性建議第 21段亦指出，婦女必須承擔生育和哺養子女的

責任，此影響其接受教育、就業以及其他與個人發展有關的活動，

且為婦女帶來不平等的工作負擔。此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

口、婚姻與家庭篇」開宗明義以實踐「性別正義」的人口政策為

理念，關注人口結構、婚姻與家庭型態、家庭支持系統等議題。 

2. 現況與問題 

依據 2016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15歲以上有偶

（含同居）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共計 3.81小時，其

丈夫(含同居人)僅為 1.13小時，其中女性照顧子女、照顧老人、

照顧其他家人計 1.54小時，做家事時間 2.19小時，仍反映傳統

由女性扮演家務處理、教養子女的角色。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含期

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使雙親瞭解教
養子女與家務

為 其 共 同 責

任。 

一、 每年辦理
2 場次性

別平等教

育訓練，
員工參訓

率達 80%。 

二、 每年檢討
1 次業務

一、 去除性別
刻板印象

與偏見。 

二、 營造友善
職 場 環

境。 

一、 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訓練，實

施方式包含邀

請專家學者進
行專題演講、

透過具教育意

義之性別影片
賞析或參訪活

動，讓員工了



 
 

簡化及資

訊化。 
三、 每半年統

計 1 次員

工加班及
時數運用

情形。 

解婚姻與家庭

型態之多元性
與性別角色分

工之重要性，

提升員工主動
參與家務之意

願，落實性別

平權。 
二、 透過業務簡化

及資訊化，有

效提升行政效

率，減少員工

加班情形，期

使員工能兼顧
工作與家庭平

衡。 

參、 考核及獎勵 

各單位執行本計畫達年度目標值者，得簽報獎勵，獎勵額

度以主辦人員嘉獎 2次、督導人員及協辦人員嘉獎 1次為原

則。但執行結果確具重大績效者，經專案簽准得從優獎勵，不

受上開獎勵額度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