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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本案緣起

地方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多年

• 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中包含性別主流化相

關項目，迄今辦理3屆，各縣市逐步展現推動成果。

缺乏資訊瞭解地方政府推動現況

• 各縣市性別主流化推動作法及進程不同。

• 瞭解現況有利各縣市聚焦未來推動方向，以及本

處後續據以規劃符合在地需求之協助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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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本案緣起

評估

改善計畫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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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當前推動情形

針對不足尋找解方制定具體改善計畫

依據計畫採取行動

目標：持續推動落實施政性別主流化

★本案



❷作業方式

109年

規劃

110年1~6月

檢視

110年7~12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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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性平處

採109年性平業務輔導獎勵資料、實

地訪評及電訪等方式。

非正式蒐集地方政府推動性別主流

化相關資料。

研擬地方政府性別主流化檢視表。

採標準化分數，各項目均為0~1分。

提出整體檢視情形。

提供個別地方政府檢視結果及建議。

規劃後續協助資源。



◊特別說明 ◊

本作業無涉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評核結果。

檢視資料範圍限於109年資料，未及納

入地方政府近期辦理情形。

個別地方政府檢視情形與建議，僅供個

別地方政府未來推動參考，不會公開。

之後將提供完整檢視表供地方政府視需

要自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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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6直轄市)

新竹市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基隆市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12縣市)

新竹縣 南投縣

金門縣 連江縣

(4縣市)

7

❸檢視結果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整體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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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組別觀之，各工

具之發展均為1>2>3。

 以進步空間相對較

大之工具觀之，第1

組為性別統計、第2

組為性別分析、第3

組為性別意識培力。

★第2組
進步空間最大

★第1組
進步空間最大

★第3組
進步空間最大



9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第四象限

整體機制完善，工具落實
(10縣市)

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整體機制已漸完善，
工具可更落實

(4縣市)
整體機制可更完善，以落實工具

(7縣市)

X:性別主流化整體機制發展

Y
:

其
他
五
項
工
具
發
展
平
均

◊整體情形 ◊整體機制之完善與其他工具推動呈正相關

相關線

工具尚有落實
惟整體機制仍有改善空間

(1縣市)



◊性別主流化
整體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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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主
流
化
整
體
機
制

計畫之制定，各
組幾近完善。

網頁專區第1、2組近
完整及豐富，第3組
仍有進步空間。

各組未來最待強化構面，需於跨局處計畫發展、執
行、檢討策進各階段強化運用工具；加強推動鄉鎮
市公所辦理性別主流化，並訂定計畫滾修機制。



性別主流化
整體機制

◊推動建議◊

【制度面】性別主流化推動對象大部分已涵蓋一二級機關
及區公所，可漸進擴展至公立機構及學校，逐步擴大實施
範圍。❶

【制度面】性別主流化推動對象均已涵蓋一級機關，可漸
進擴展至二級機關、公立機構、學校、公所，逐步擴大實
施範圍。❷❸

【執行面】較少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執行及檢討計畫，應
充分整合運用工具，將工具運用於計畫發展、執行及檢討
過程中，更能符合不同性別者之需求。❶❷❸

【執行面】性別主流化計畫檢討及策進作為不足，應加強
運用性別統計或質化性別資料說明計畫執行成果，並據以
提出具體策進作為。❶❷❸

【執行面】多個縣市無未定期滾修性別主流化計畫之機制，
建議因應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效，建立年度定期計畫滾動修
正機制，儘早發現問題及改善。❶❷❸

【資訊公開】部分性別平等或主流化網頁專區，內容分類
不清、不夠豐富或未即時更新，應以使用者角度檢視及改
善。❷❸ 11

性
別
主
流
化
整
體
機
制

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性別意識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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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意
識
培
力

包括制度、人才資料庫(清單)之
建置，組內相較於其他構面均
發展較好，但組間發展落差大。

課程是否辦理需求評估、多元性及進階
之安排、教材製作等，是各組改善空間

最大之構面，組間發展落差大。

各組之各類人員參訓率
均有一定水準，但仍有
組間差異，且各組均缺
乏辦訓之定期檢討機制。



性別意識培力

◊推動建議◊

【制度面】部分縣市無辦理依據，應於正式文書中明定應

辦性別意識培力作業，強化其辦理機制。❷❸

【執行面】應落實辦理機關、人員需求評估，依據評估結

果規劃符合需求課程，避免流於形式。❶❷❸

【執行面】進階課程辦理比率低，須因應需求增加多元進

階課程，深化機關人員性別平等意識。❶❷❸

【執行面】課程成效評估僅滿意度問卷，應增加不同形式：

課程前後測驗、訪談、心得分享等。❶❷❸

【執行面】與業務相關之教材不足，建議增加發展符合機

關業務之性別意識培力教材。❶❷❸

【成果面】部分縣市未定期檢討年度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情

形，應定期檢討並提出策進作為。❶❷❸

【成果面】須持續提升一般、性平業務、主管、政務人員

之參訓率，尤其是第3組。❷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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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性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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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影
響
評
估

是否訂有依據及實施方式，
各組發展落差不大，僅限

於計畫期初辦理。

是否是否有辦理相關課程及教材，
使人員熟習並增加辦理局處涵蓋率，

各組發展落差較大。

辦理品質，為各組改
善空間最大之構面。



性別影響評估

◊推動建議◊

【制度面】指定主責辦理機關/單位，制訂作業流程、檢視

表件、專家學者程序參與機制。❸

【制度面】於計畫草擬時(期初)確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❷❸可於計畫期中)或計畫期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❶

【制度面】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層級可增加二級機關，並

提升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局處涵蓋率。❶❷❸

【制度面】可以是否屬重要施政計畫做為應辦之判準。擴

展辦理於措施/方案❶❷、單年❶❷/中長程計畫❷、自治法

規❷。

【執行面】可規劃辦理性別影響評估相關課程，並彙編教

材（如優良案例、作業手冊），供人員參考學習。❷❸

【成果面】可透過設計追蹤機制、案例彙編及研討、實作

訓練、諮詢專家學者等方式提升辦理品質。❶❷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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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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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統
計

各組縣市多訂有主責機關，
多為統計單位。

辦理機關涵蓋率、是否定期辦理相
關課程、各局處是否有複分類資料，

各組間有所落差。

性別統計網頁專區友
善性及性別圖像豐富
度，各組此構面與執
行面改善空間均大。



性別統計

◊推動建議◊

【制度面】指定機關單位主責辦理性別統計。❷

【執行面】提升辦理性別統計之局處涵蓋率。❷❸

【執行面】規劃辦理性別統計相關課程，以利人員均嫻

熟操作。❷❸

【執行面】各局處性別統計應多增加年齡、族群、行政

區等複分類，提升性別統計之可應用性。❶❷❸

【成果面】已編製性別圖像，各指標可呈現顯示縣市內

各行政區等在地差異，並與全國或其他縣市進行比較。

❶❷

【成果面】充實性別圖像指標項目，各指標可呈現顯示

縣市內各行政區等在地差異，並與全國或其他縣市進行

比較。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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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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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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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組均訂有推動方式
及主責機關，惟落實情形

差異大。

是否定期辦理課程及彙編教材、辦理
機關涵蓋率已第1組最佳，第3組改善

空間最大，各組落差大。

性別分析品質
為改善空間最
大之構面。



性別分析

◊推動建議◊

【制度面】制度已完備，應確實落實。❸

【制度面】於計畫或措施明訂機關應推動性別分析相關事宜，

並指定機關單位主責辦理性別分析。❷

【執行面】彙編教材（如優良案例、作業手冊）供參考學習，

並進一步提升辦理性別分析之局處涵蓋率。❶❷

【執行面】規劃定期辦理性別分析相關課程❷❸，逐步增加辦

理性別分析之局處，再逐步彙編案例。❸

【成果面】加強蒐集符合報告主題之性別資料、運用交織性分

析、對統計或現象所呈現的性別差異探究原因。❶❷❸

【成果面】就性別分析報告中提出之具體建議事項進行後續分

工、制訂明確落實機制、規劃相關計畫/行動/方案等。❶❷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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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性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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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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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縣市均訂有推動方式，
各組落差大，第3組仍有半

數縣市未辦理。

多已編列至預算案階
段，部分編列標的尚
未含基金預算上，組

間有所落差。

各組可加強核實編列，
另僅1縣市有追蹤執行
情形，第3組可加強彙
編，各組均有加強空間。

多屬金額之公開，
資訊可再增加，第1
組多有公開，第2組
減少，第3組最少。



性別預算

◊推動建議◊

【制度面】於行政規則、計畫、方案、公文等正式文書中明定辦理

性別預算之作業規定❸，制訂性別預算作業流程、認列說明文件、

表件，規劃辦理性別預算相關課程。❷❸

【制度面】於性別預算編列過程中納入外部參與程序（如提報性平

會、婦權會、分工小組、外審、專案會議等），徵詢外部意見。

❷❸

【執行面】試辦者可進一步規劃正式辦理性別預算作業之期程。可

進一步彙整全府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❶

【執行面】實施對象可推展至區二級機關❷、公所、公立學校、公

立機構。❶❷實施對象可先由一級機關開始；編列標的可從公務預

算開始再涵蓋基金預算。❸

【成果面】促進性別平等之工作項目應核實編列性別預算，確保性

平工作獲得預算分配。❷❸

【資訊公開】性別預算公開內容可包括：年度總金額、分列各機關/

單位編列金額、列出業務或計畫項目金額、分析說明文字。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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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提供第1組縣市
❷提供第2組縣市
❸提供第3組縣市



❹協助資源

提供個別地方政府檢視建議表，作為精進性別

主流化工作參考。

將提供性別主流化發展指引文件，包括：性別

主流化自我檢視表、工具推動做法、優良案例。

111年1月至4月將辦理地方政府訪視輔導作業，

提供個別地方性別主流化工具發展評估及建議。

111年下半年將辦理性別主流化工作坊，藉實作

與觀摩交流，協助瞭解及熟習性別主流化工具。

性平處設置各地方政府諮詢窗口，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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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詳版簡報可會後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地方性平>輔導與交流

成果專區」（https://gec.ey.gov.tw/page/D1AAE162DBE58CEA）下載

https://gec.ey.gov.tw/page/D1AAE162DBE58C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