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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 

綜合建議事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鄭智偉委員 

優點 

㇐、針對性別意識培力及專業提供投入甚多，內部及外部合作舉辦

多場研習及教育訓練，促進專業人員對於性別之敏感度。 

二、相關研究及實例分析多能貼近時事需求，也能提供業者相關參

考依據，進而改善媒體性別素養。 

缺點 

在自製性別平等宣導文宣上較少使用社群媒體工具(如臉書、

IG、Youtube 等)實屬可惜，因而減而影響力。 

綜合意見 

2019 年我國通過同婚專法後，期盼通傳會在未來相關政策研究

及制定、業界合作、新聞倫理上能納入對同志族群（包含

LGBTQ+）去除偏見之觀點。 

許秀雯委員 

優點 

中高階女性主管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有明顯提升，值得肯

定！ 

缺點 

㇐、所舉辦廣電產業從業人員座談，雖觸及與性別相關仇恨言論及

交叉歧視議題，但具體而言，相關討論內容如何提升或促進業

者對於網路暴力、仇恨言論之認知與處理意願或行動，似未見

說明。 

二、所列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關性平議題之教育訓練樣態資料之課

程主題及內容是否均與性平相關，似不無疑問（例如有課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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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為「關愛同事，互幫互助，共同學習與成⾧」，也有名為

「對內防洩漏，對外防駭客」、「選情民調與網路大數據」…等

等），再請檢視資料蒐集統整之確認機制與流程是否適當。 

綜合意見 

㇐、通傳會發布之《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第

三點已提及「避免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刻板印象，而有歧

視、偏見、貶低、揶揄之言論或行為」，建議考慮增列「性別認

同」、「性別特徵」歧視之禁止，以明確提醒對於跨性別

(transgender)、非二元性別(non-binary)及雙性人

（intersex）等多元性別之平等對待，並建議針對性別歧視與

仇恨言論、乃至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得自行或委外研議外國

法制度經驗，進㇐步制定適合我國脈絡，具有強制力的法規範

及有效之管理策略，而不僅只透過前述欠缺法拘束力之行政指

導方式為之。 

二、有鑒於 2018 年國內反同婚團體在公投期間曾刊登、製播引發

爭議的歧視性廣告前例，考量大眾傳媒之多元性別知能仍有許

多進步空間，對照現行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委員之組成

代表性與專⾧領域分佈，雖已納入性平專家，仍建議考慮聘任

（增聘）具有「多元性別議題」專⾧之代表。 

三、建立有效機制鼓勵並督導業者持續增加性平教育訓練之普及性

和多樣性，並深化性平教育訓練與業務的實質關聯性。 

四、研議有效機制以鼓勵並督導業者採行具體措施：(1)提升職場環

境（包括勞動條件）之性別平等/友善程度，以及 (2)在業務上

有效促進性別平權。 

黃馨慧委員 

優點 

㇐、通傳會高階主管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培訓參與率平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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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 

二、通傳會辦理 CEDAW 教育訓練課程，無論是每人受訓涵蓋率或

實體課程的辦理皆能符合考評指標之要求。 

三、通傳會發展與業務有關之性平教材多元，包含 CEDAW 自製教

材、性平相關案例、漫畫、影片等。 

缺點 

㇐、通傳會性別統計專區性別統計指標係屬於更新而非新增，而自

評所列新增之「我國通訊傳播業者促進性別平權之具體作為及

效果案例」則為質性報告並非量化統計指標，建議宜從相關業

務中新增性別統計指標或運用之指標項數，其中新增指標亦可

以包含複分類指標。 

二、通傳會性平統計中，尚無「國際性別統計比較」之相關資料，

建議未來可參酌合宜的國際資料，建置本國資料，進行相關比

較並加以呈現，以作為國內相關決策之參考。 

三、通傳會並未針對【報院中⾧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非中⾧程

個案計畫之報院計畫、方案、條約、協定或協議等】等兩項之

外的其他計畫、措施、命令或行政規則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建議未來可依通傳會業務中之計畫或措施、命令、或行政規則

等案件，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性平處 

綜合意見 

㇐、近年來通傳會參與國際性平交流（如：108 年參與由智利主辦之

「LSG 產業圓桌會議—APEC 經濟體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性別

平等對數位經濟的影響」）及提出我國廣告性平研究（如：委辦

〈我國廣告性平建議—以英、美廣告性平政策為參照〉之分析），

值得肯定，建議未來持續關注上開議題。 

二、加強性平宣導之多樣性：通傳會主要以邀請性平專家擔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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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針對廣電業者進行宣導；除此之外，建議可自製相關文宣

（如：海報、FB 貼文或短片），逐步擴大宣導對象涵括民眾及電

信業者等。 

三、加強運用性平專案小組：性平專案小組會議議題多為例行性之報

告案，建議充分運用性平專案小組之機制與功能，可就自行或委

託研究報告成果、參與國際交流會議之與會分享，或重大計畫（法

案）之性別影響評估，於專案小組進行報告與討論，透過徵詢專

家學者意見，提升政策規劃時之性別敏感度。 

四、加強運用性別統計資料： 

(㇐)考核所提資料多為「更新」統計指標，且未運用於政策中；建議

未來可將性別統計資料運用於擬定部會重要性別議題，或由部會

重要性別議題發掘待新增之統計指標。 

(二)考核未提報國際性別統計比較報表，建議可由國際組織或文獻搜

尋相關重要國際性別統計，評估擇選指標進行國際比較。 

(三)建議強化性別統計專區網頁使用友善性，如可建立分類架構，將

同㇐項統計指標合併歸類（或按年度合併為同㇐張報表），以利

資料查詢及運用。 

五、豐富性別分析之主題：通傳會〈我國通訊傳播事業員工性平分析〉，

該報告資料蒐集與分析完整，值得肯定；建議未來可提出更多其

他議題之性別分析報告，例如：如何加強廣電中正面之女性描繪。 

六、隨著科技發展，「自媒體」的興起，及電視媒體事業競相採取的

「融媒體」策略，在社群媒體、推播服務的平台裡，屢見具性別

刻板、性別歧視的表現；建議加強推動媒體識讀活動，培養民眾

具有自主思辨能力去解讀各種媒體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