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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一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九十年八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召集人英照                    記錄：吳靜宜 

肆、出席人員： 

張委員博雅                                張博雅 

曾委員志朗                                范巽綠代 

陳委員定南                                林錫堯代 

李委員明亮                                李明亮 

陳委員菊                                  龔文廣代 

朱委員武獻                                謝添進代 

蘇委員正平                                洪瓊娟代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委員                  邱汝娜代  

王委員麗容                                王麗容 

卓委員春英                                卓春英 

郭委員玲惠                                郭玲惠 

黃委員富源                                請假 

陳委員小紅                                陳小紅 

黃委員昭順                                林淑惠代 

李委員萍                                  李萍 

潘委員維剛                                潘維剛 

王委員如玄                                請假 

陳委員秀惠                                陳秀惠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第一組尤組長明錫                    尤明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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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執行秘書玉煌                            蕭玉煌 

行政院第一組                              賈裕昌 

外交部                                    莊哲銘  

教育部                                    曾文昌 

法務部                                    陳美玲 

行政院衛生署                              翁瑞亨、王莉莉、蔣

竹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龔文廣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謝添進 

行政院新聞局                              杜建德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李榮哲     

行政院主計處                              潘瑞琴 

內政部兒童局                              廖靜芝 

內政部警政署                              劉辰雄  

內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林慈玲、吳素霞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潘玲莉、黃

淑婉 

本會秘書處                                林維言、蘇加添、謝

玉新、馮百慧、吳靜宜 

                                         

陸、報告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第十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王委員麗容： 

一、上(第十)次會議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九十年度暨八十八年下半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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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度婦女相關預算編列情形報告案」，本人已建請各相關部會

重新檢視是否遺漏編列婦女議題預算，或非屬婦女專屬預算卻納入之

情形，並提供與會者意見，包括：預算應區分基金與非基金、資本門

與經常門部分，並詳列單獨預算編列情形、編列項目應更為確實與細

緻、非屬婦女專屬預算不宜列入；檢視「跨世紀婦女政策藍圖」中是

否仍有重要政策未予編列預算執行、重視維護婦女職場安全相關工作

之預算編列等。惟此次會議本案之辦理情形仍不具體，無法彰顯各部

會婦女預算結構脈絡。仍建請各相關部會再檢視並提下次會議報告，

以落實婦女預算編列。 

二、行政院新聞局所擬具之「九十年度推動婦女權益議題相關業務預算說

明」，仍無法看出其所編列之相關經費是否全然屬於推動婦女權益相

關工作，亦無法彰顯其婦女預算結構編列之脈絡，建請新聞局宜再行

規劃。 

決議： 

一、本案洽悉。 

二、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九十年度暨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婦女相

關預算編列情形報告案，請各相關部會依第十次會議委員意見及決議

事項，再充分檢視婦女權益相關預算之編列情形送本院主計處彙整，

並提下次委員會報告。 

三、本會下(第十二)次會議中心議題係「婦女就業與經濟」，請本院勞工

委員會會商經濟部及本院經建會等有關機關，就本項議題研提提案及

業務報告，預作規劃準備。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本會設置要點修訂案。 

委員發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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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委員麗容：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之成立，係為配合協助本會婦女權

益各項工作之推展，各部會無法執行之工作，由該基金會協助執行。

為充分連結本會與該基金會之功能，並達成同步運作之目標，本會之

委員宜與該基金會之董事人員一致，若委員人數超過十九位，是否有

違該基金會董事名額上限為十九人之規定。 

二、蕭執行秘書回應：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董事名額仍維持

十九位，並未違反捐助章程規定。 

決議：本案洽悉。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相關部會推動婦女教育與婦女健康相關業務（九十年一月至九十年

六月）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李委員明亮：本署已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成立國民健康局，未來更將積

極推動婦女健康相關工作。 

二、卓委員春英： 

    醫院專業診療及輔導工作對遭受性侵害、家庭暴力婦女之重要性是不

可言喻的，惟目前仍有某些醫院社會工作主管部門依然存在著由非社

會工作專業人員主責之情形，如此恐將無法發揮專業診療及輔導之功

效。建請行政院衛生署重視此項問題之解決，並於辦理醫院評鑑時，

應考量將醫院之社工(或社會服務)部門是否遴用社會工作師或具專

業背景人員列入評鑑項目。 

決議： 

一、本案洽悉，請相關部會持續推動婦女教育與婦女健康相關業務。 

二、卓委員春英意見請本院衛生署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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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育部 

案由：有關「婦女教育政策」名稱是否修正為「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及

執行項目內容調整案，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要點： 

一、曾委員志朗代表： 

(一)本案業於教育組第一次會議先行討論，並有初步研議意見。教育部

於八十五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工作。惟囿於該委員會之法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致委員會名稱未能修正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教育部希望藉

由「婦女教育政策」名稱修正為「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觀念的提

出，倘若能獲本會之認同，不僅能提昇兩性平等教育之內涵，對

未來「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名稱修正之方向亦將有所助益。 

(二)「婦女教育政策」之實施期程有階段程序，我們將參酌委員意見，

現階段仍以婦女教育政策為主軸，性別平等教育政策之方向將列

入下一階段考量。 

二、王委員麗容： 

(一)當初在本會提案請教育部研擬之「婦女教育政策」，其出發點係立

基於以婦女發展性為思考主軸。修正政策名稱前，應先行檢視本政

策內容是否與「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名稱相符較為合宜。 

(二)應先釐清「婦女教育政策」及「性別平等教育政策」二者之關係為

何，再修正名稱較為妥適。 

(三)婦女教育工作之推動究竟應由教育部社教司抑或兩性平等教育委

員會主責，需再深入思考。性別平等教育確實是推動兩性平權工作

之根源，惟婦女教育政策主要仍應以女性需求為思考中心，關注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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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同生活週期之生命過程、角色扮演、生涯發展等議題。 

三、李委員萍： 

    「婦女教育政策」研擬之出發點並非僅侷限於「性別平等教育政策」，

性別平等政策屬性為兩性平權特質。「婦女教育政策」界定範疇應更

為寬廣，其內容除兩性平權，亦應涵括婦女生涯、終身學習與婦女發

展等相關議題。 

決議： 

一、王委員麗容、李委員萍之意見請教育部參酌辦理。 

二、現階段仍保留「婦女教育政策」名稱，迄下階段再考量是否修正為「性

別平等教育政策」。 

三、請教育部將「婦女教育政策」執行內容調整案納入教育組研議，並邀

集相關部會開會研商。 

 

第二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案由：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據兒童福利法第二十條規定，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相關辦法，獎勵公民營機構設置育嬰室等兒童

福利設施。 

委員發言要點： 

一、張委員博雅： 

    在新成立建築物內設立育嬰室之可行性較高，舊建築物因囿於場地結

構因素，僅能以建議而無法以強制方式請相關單位設立育嬰室。內政

部將參酌與會者意見，成立專案小組積極研議本案相關事宜。 

二、曾委員志朗代表： 

(一)內政部營建署是否可針對本案，對其他相關法令進行配套修法工

作。 

(二)建請由關心本議題之委員及相關部會組成專案小組，規劃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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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委員會討論。 

三、王委員麗容： 

(一)育嬰室設置工作之推動係涉衛生署、勞委會、兒童局…等相關部

會，應採跨部會工作整體觀點來思考方能克竟其功。勞委會雖已補

助企業設置托兒所，其中卻不包含育嬰室，女性並沒有獲得良好空

間以促進親子關係。部分企業、醫院(如長庚、馬偕)已成立育嬰室，

公務機關卻欠缺該等設施之設立。為落實提供婦女一個親善而無障

礙之育嬰環境，公務體系應率先規劃，同時建構托兒所、育嬰室、

哺乳室等相關設施。 

(二)為解決目前缺乏整合性單位推動本案工作之窘境，應儘速召開跨部

會小組會議，研議職場及公務體系設置育嬰室、哺乳室、托兒所之

規劃工作，並研擬相關配套規定，例如企業人數達多少者、女性年

齡達多少歲以上者…應設置該等措施之相關規定。 

四、卓委員春英： 

(一)衛生署提議廣設育嬰室之立意良好，惟應思考設置後其使用效率之

問題，若無擬定托兒辦法及其他相關配套措施，雖設了育嬰室之

硬體設備亦恐雖發揮其效益。 

(二)另女用公廁之需求是為一重要議題，建請相關單位考量女、男廁比

例合理分配之問題。 

五、郭委員玲惠： 

(一)育嬰室之設置應包含公共場所、工作職場及婦女職業訓練場所等領

域，目前許多單位都執行了一些，卻缺乏連結與整合。 

(二)本案若無另成立跨部會機制推動相關工作，規劃出來的內容亦將僅

有硬體而無軟體措施，本政策將滯礙難行。除單位設置外，單位外

圍區域亦可考量採簽約或補助委託方式，由具專業人力之團體辦

理，毋需僅限於設備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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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請內政部邀集本案之相關部會，成立跨部會之專案小組，研擬本

案工作之規劃。 

決議：請內政部(兒童局)負責籌組研擬獎勵公民營機構設置育嬰室相關方

案之專案小組，邀集有意願參與之委員及本院勞委會、經建會、衛

生署、營建署等相關部會，積極規劃研擬相關可行性策略與方案，

俾落實提供婦女一個親善而無障礙之育嬰環境。 

註：會後經以書面徵詢委員是否參與研擬獎勵公民營機構設置育嬰室相關

方案之專案小組，徵詢結果：陳委員菊、王委員麗容、卓委員春英、

郭委員玲惠、黃委員昭順、李委員萍、王委員如玄等願意參與專案小

組。 

 

捌、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王委員麗容、李委員萍、王委員如玄 

案由：有關檢視本會自創會迄今決議案之執行情況，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通過。 

二、為提昇會議執行效率及進度管制，保障婦女相關權益，請本會幕僚單

位研提決議案列管表，檢視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之執行情形，並請相

關單位配合辦理。 

 

第二案：                                                  提案

單位：李委員萍 

案由：建請由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依據本會決議事項所執行

之方案或活動，應由本會與該基金會共同擔任主辦單位。 

決議： 

一、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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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所執行之各項方案或活動，包括各

項申請案、委託案等，應與本會共同擔任主辦單位。 

 

第三案：                     提案單位：李委員萍 

案由：建請政府各相關部會之公關紀念品與聖誕卡等，優先採用九二一震

災重建區婦女之手工藝品，以協助解決重建區婦女就業問題。 

委員發言要點： 

李委員萍： 

一、採購災區手工藝品在執行上確會面臨如主席前述之技術層面問題：承

購者需先訂貨品，並給予製作者較長時間製作貨品；承購者通常需先

借貸金錢給予製作者購買材料，且訂購後極可能無法獲得貨品發票

等，惟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二、災區婦女面臨最大問題是先生工作不穩定，亟需工作收入以維家計；

但囿於幼兒照顧、學童就學等問題，而無法外出工作。政府部門可參

酌南投縣政府提供之南投手工藝品目錄：「南投首選」，亦可請災區

工作團體推薦當地婦女手工成品。 

決議： 

一、本案通過。 

二、由本會函文建請政府相關部會於購買公關紀念品與聖誕卡等，優先採

購九二一震災重建區之手工藝品，並以婦女手工藝品為優先。 

玖、散會(十六時二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