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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九十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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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進財
代

 

陳委員定南                                林錫堯
代 

李委員明亮                                蕭美玲
代 

陳委員菊                                  陳菊 

朱委員武獻                                歐育誠
代
 

蘇委員正平                                洪瓊娟
代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委員                  陳俊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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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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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昭順                                林淑惠
代

 

李委員萍                                  李萍 

潘委員維剛                                王如玄
代

 

王委員如玄                                王如玄 

陳委員秀惠                                請假 

唐委員文慧                                唐文慧 

李委員元貞                                李元貞 

尤委員美女                                請假 

王委員淑英                                請假 

劉委員毓秀                                劉毓秀 

陳委員來紅                                陳來紅 

紀委員惠容                                請假 

黃委員淑英                                黃淑英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第一組尤組長明錫                    請假 

蕭執行秘書玉煌                            蕭玉煌 

行政院第一組                              賈裕昌 

司法院                                    彭昭芬 

教育部                                    陳淑華、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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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陳美玲、孟玉梅 

經濟部                                    邱瑞燈 

交通部                                    伍家志 

行政院衛生署                              張丹蓉、蔡誾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陳志堅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歐育誠 

行政院新聞局                              杜建德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陳淑敏 

行政院主計處                              許璋瑤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黃光輝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林大鈞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劉忠耿、周杏春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林芳玫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翁愛珠 

內政部性侵害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林慈玲、吳素霞 

內政部警政署                              劉辰雄、王佩玲 

內政部營建署                              吳敏男 

內政部兒童局                              魏隆盛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潘玲莉、黃淑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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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秘書處                                曾中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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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議： 

一、洽悉。 

二、下(第十三)次會議中心議題為「婦女貧窮與福利」，請各有關機關就該項議題預作準備，並請內政

部就預定推動之相關重要業務研提提案。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 

案由：內政部張部長博雅出席於中國北京舉行之「二００一年亞太經濟合作婦女領導人會議」（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WLN）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王委員如玄： 

為期參與國際會議之資訊能廣為流通並達經驗傳承之目標，建議婦權會建立一機制，讓委員及民

間團體能廣為瞭解相關訊息進而有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並請與會人員搜集出席會議相關資料，

統一置放於婦權會資料庫中，且上載於婦權會網站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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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委員萍： 

(一)部長所提報告之內容非常清楚完整，對於研究婦女與經濟之學者或團體將會有重要的幫助，不知

是否已將此篇報告上網？ 

(二)本次 WLN 所討論議題攸關婦女就業及經濟發展甚鉅，為讓更多民間團體及婦女領導人知悉相關

資訊，使其能在出席國際會議的範疇上參與討論，建議除將張部長出席二００一年亞太經濟合作

婦女領導人會議報告書上載於婦權會網站外，確應建立一機制，讓相關婦女團體能廣為參與。 

(三)建議將參與國際事務議題納入社會參與組統籌規劃，如舉辦座談會等相關工作。 

三、郭委員玲惠： 

有關建立機制部分，建議交由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著手策劃，並希望有機會能邀請

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徐執行秘書，為委員解說參與 APEC 外圍相關國際會議

之訊息。 

相關部會發言要點： 

青輔會林主任委員芳玫： 

一、由於今年是台經院第一次邀請婦權會參與，在訊息流通上較慢，下年度開始應可改善。 

二、民間婦女團體的參與可改善政府部會首長因職務異動因素所造成出席 WLN 的斷層窘境，有利傳

承工作的開展。 

三、本次 WLN討論議題與婦女創業主題相關，明(九十一)年青輔會將籌備推動出席 WLN會議相關工

作，亦將積極與婦權會共同規劃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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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悉。 

二、為整合統一資源規劃與運用，提供整體網絡性的服務，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規劃

本會網站系統建置事宜。 

三、請本會秘書處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就參與 APEC外圍相關會議主題進行

專題講座，並請本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協助。 

四、明（九十一）年 APEC主辦國為墨西哥，墨國亦將召開 APEC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及亞太經

濟合作婦女領導人會議，有關我國代表團之組成、報告議題內容之撰擬以及我國與墨西哥等與會

國家之交流等相關問題，請內政部配合外交部及早規劃。 

 

第三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主計處 

案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至九十一年度婦女相關預算編列情形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李委員元貞： 

建議主計處所編列預算送立法院審查前，將預算編列情形及預算執行績效評估資料送婦權會討

論，以明瞭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是否落實推動婦女相關預算。 

二、李委員萍： 

(一)婦權會於劉兆玄前副院長擔任召集人時即曾決議，各部會所擬訂婦女權益相關預算送立法院審查

之前，應先送婦權會討論預算編列是否合宜，並由委員提供建言供各部會參考。 

(二)本次議程第十頁中提及「行政院於核定或撥付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額度時，均已函示中央所設算



 7 

之社會福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其中應如何建立監督機制，以落實執行「專款

專用」之規定。 

三、黃委員淑英： 

(一)雖有「專款專用」規定，然地方政府所編列婦女預算類屬之下仍有分類項目，分類項目預算執行

受助對象不必然是女性，應如何解決此問題？ 

(二)政府推動新法案時，應編列專款預算，可避免地方政府因性別意識不清楚而將此款項挪用他途之

弊端。 

四、王委員麗容： 

(一)從定義來說，在預算書中的「婦女預算」應指用於協助弱勢女性或去除性別歧視措施的預算為主，

而非所有預算除以二分之一再加上去除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之預算，惟許多政府官員目前仍有上

述「婦女預算」之概念迷思。 

(二)從需求面來檢視預算編列情形，思考最重要、最需要的範疇為何，最需要的項目中所編列的預算

是否足夠，亦即依需求面的輕重緩急原則來編列預算。 

(三)自九十年度起採設算制度，各縣市政府之預算有許多來自中央統籌分配款，但據了解，許多婦女

相關預算被挪用，非實際用以提昇婦女權益或協助弱勢女性的需求。應強化建立監督機制。 

(四)勞委會九十一年度婦女預算刪除多項，不知原因為何？是否可以說明。 

五、陳委員菊： 

勞委會九十一年度預算刪除部分項目原因為階段性工作完成，故修正預算項目以及工作內容，並

修正分支計畫名稱，其主要計畫項目包含補助負擔家計婦女參加職業訓練之生活津貼、補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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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辦理婦女失業者職業訓練、補助婦女待業及失業者訓用合一養成訓練服務、辦理防治就業歧

視相關活動、辦理女性勞工勞動條件及兩性工作平等業務及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促進兩性工作業務

等，實質上九十一年度婦女相關預算仍較九十年度預算增加新台幣七八、四三四千元。 

六、卓委員春英： 

建議各部會於研擬婦女相關預算計畫書前先送婦權會討論，並應建立監督機制考核地方政府在執

行預算時是否專款專用。 

七、王委員如玄： 

非婦女相關預算不應列入，以免虛增，並應更加細緻編列。 

相關部會發言要點： 

青輔會林主任委員芳玫： 

一、預算概念與性別統計指標息息相關，一方面政府在編列預算時應建立性別分類的指標，區分男性

與女性預算，以明瞭兩性在預算上資源的多寡。另一方面應將預算項目納入性別統計指標，如健

康醫療、教育、福利等指標。 

二、為讓公務人員明瞭及重視預算編列之性別分類概念，建議主計處規劃相關研習課程，提昇主計人

員性別意識。 

決議： 

一、洽悉。 

二、請本院主計處在審查九十二年度預算之前，將九十年度婦女相關預算執行情形提供委員參考，並

與各業務主管部會依規定對地方政府年度婦女相關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嚴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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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重視婦女相關預算之編列，並確實按所編列預算積極推動以落實相關工作。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彙整本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王委員如玄： 

本案部分項目所列執行情形與提案內容不符，例如已完成事項中序號二十一案有誤，又如第三十

二及四十一項尚未完成，不宜解除列管，仍應繼續辦理。 

二、王委員麗容： 

(一)執行情形宜與提案內容相符，時空上不一致內容不應列入，已完成事項中序號三十二、四十一項

尚未辦理完竣，不應結案，建議由秘書處或婦權基金會持續辦理完成。另有一些提案未予列入，

部分提案者亦不符，請秘書處再重新釐清。 

(二)已完成事項中序號十四決議「為利業務推展，增聘二名約聘研究員案」，惟其中一名約聘研究員因

業務調整，於今年三月離職，目前僅有一名約聘研究員。但婦權會業務相當龐雜，宜快速續聘人

員專責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三、李委員萍： 

因時間有限，建議由委員提供書面意見供本會秘書處彙整。 

決議：請委員提供書面意見供本會秘書處彙整，至辦理中事項請各主辦部會積極持續推動，並請本會

秘書處予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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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案由：有關「發展照顧服務產業方案」草案及辦理情形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李委員元貞： 

(一)建議經建會再與婦女團體溝通討論，本方案之研擬，應朝普及化、平價化、非營利化及非商品化

的方向規劃，讓社會大眾尤其是弱勢者皆能受惠。 

(二)反對商品化模式，但不反對使用者付費方式。 

二、陳委員來紅： 

本方案應考量國家政策資源的定位與分配問題，營利化的商業組織具有生存競爭力，無需政府挹

注國家資源協助。政府應鼓勵協助民間非營利組織、自發性社區及第三部門自願組織，積極推動

社區照顧工作。 

三、陳委員菊： 

外勞政策與照顧服務息息相關，現有將近三分之一外勞係從事照顧服務工作。然而台灣失業率攀

升，以勞委會的立場是反對毫無條件的外勞開放政策。我國不能一味的依賴廉價外勞，應積極發

展自身的照顧服務產業，讓我國中高齡或願意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婦女能投入照顧服務產業，進

而逐漸減少外勞人數，這對促進我國婦女就業將有所助益。 

四、王委員麗容： 

(一)個人同意陳主委所提的政策性思考，照顧服務政策現階段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政策，它既可以解決

失業問題，也可以減少許多家庭或婦女照顧壓力；此外，它也是配合勞委會的外勞減縮政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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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套措施。 

(二)規劃照顧服務政策是高齡化社會的必然趨勢，然本案的最大問題是「照顧」意涵定義不清。本方

案中「照顧服務」究竟是指「居家照顧」抑或「醫療照護」，意涵上似乎在方案裡交錯使用，顯

然有所混淆。居家照顧是一般婦女經訓練皆可從事的工作，然醫療照護涉及病患醫療權益與專業

技術等諸多層面問題，這兩種專業並非一致。二者因體系、層面不同，規劃方向亦有所差距，本

案需先釐清為宜。況且有關「醫療照護」在衛生署已積極推動中，建議本案回歸「居家照顧」為

宜。 

(三)在多元福利主義之下，許多社會福利的提供者早已未必是政府而是來自市場或非營利組織，政府

的角色可以扮演監督者、規範者、評估者，未必是直接提供者，其福利項目可以購買自民間。因

此，購買式服務已是時代潮流，本案政府可以經由市場機制來滿足福利需求，但如何避免圖利市

場中的資本家，其技術性問題應可以制度規範避免之。 

五、劉委員毓秀： 

(一)台灣尚無規劃完善的托育政策，立案問題叢生，弱勢貧困階層無法共享優質的托育設施。建議應

參酌日本、北歐模式，由國家規劃公共化、非營利化的托育政策，以嘉惠社會大眾尤其是弱勢族

群。 

(二)政府雖編列預算培訓合格幼教老師，然業者仍聘用不合格者以降低營運成本，合格訓練幼教老師

就業率僅五成，儘管政府仍編列預算再度辦理培訓工作，但此舉對促進婦女就業並無助益。 

(三)本方案不應朝「先發展具需求急迫性且訓練容易、可商品化且具營利性質之服務」方向研擬，建

議再行修正，朝向普及化、平價化、非營利化及非商品化模式規劃，讓社會大眾能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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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會發言要點： 

青輔會林主任委員芳玫： 

一、國外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相似性與包容性極高，有些非營利組織為達永續發展目標，仍有收費的

營利行為，甚而成立公司賺取利潤，這些費用可完全回歸至非營利組織本身。 

二、在短期內，台灣的非營利組織仍很難滿足在高度產業化社會之下急遽擴充的需求，雖然很多婦女

團體已推動照顧服務工作多年且有口皆碑，然相較廣大的需求者而言，其服務對象畢竟只是少數。 

三、無論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皆有良窳，二者不必然對立，政策規劃亦不宜過度兩極化。政府應了解

及分析造成營利及非營利組織良窳的因素為何，除建立整體照顧服務工作的基礎建構，亦需建構

一良好體系，並降低營利組織經營門檻及營利成本。 

經建會林處長大鈞： 

一、照顧服務產業方案的規劃係期藉由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公平而有效率的分配國家資源。現由公益

及非營利團體所提供的照顧服務，僅能滿足中低收入戶家庭的需求。從台灣僱用外籍監護工的家

庭不斷增加的情況來看，即可明顯看出家庭照顧服務的迫切需要。因供給無法滿足需求已衍生諸

多問題，包括非法安養護機構充斥等。 

二、政府為期照顧服務普及化，讓所有有照顧服務需求的家庭皆能受惠，乃朝多元化方向著手規劃照

顧服務產業，由政府提供少許經費補助需要照顧服務者，激發各界投入此行業，開拓商機，提昇

就業機會。 

三、規劃過程中有諸多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經建會也邀請專家學者及需要照顧服務之團體與業者等，

舉辦北中南東多次座談會研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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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洽悉。 

二、各位委員所提出之意見，請本會秘書處彙整後送本院經建會參酌，並請經建會與婦女團體溝通。 

 

第六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案由：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行政機關性騷擾防制及申訴處理要點」報告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朱委員武獻代表： 

人事行政局已依本會第十二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議，函請相關部會提供本要點之執行情

形如下： 

(一)目前已設置申訴評議委員會或授權所屬機關設置情形者計內政部等四十六個機關、籌備中計外交

部等七十七個機關、尚未設置者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二)已宣導並於訓練課程中，規劃兩性平權及性騷擾防制相關課程者計內政部等二十八個機關、尚未

辦理者計僑務委員會等九個機關。 

(三)因業務性質特殊需另訂規定者為國防部(尚未報院備查)。 

(四)至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及協助性騷擾案件之當事人轉介至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者迄今尚無。 

二、王委員如玄： 

(一)性騷擾受害者在事實發生後通常不會立即提出申訴，甚至經過一段長時間(可能超過六個月)，在

不堪心靈創傷的苦楚下，才勇於提出申訴。有關處理要點第八點申訴期限之規定，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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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騷擾司法審理曠日廢時，在行政機關設置申訴會的目的之一係為掌握處理性騷擾時效性，司法

體系與行政機關之處理機制應予以區分。建議修正第十四條「性騷擾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或已

移送監察院調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者，申評會得決議暫緩調查及評議。」規定。 

(三)請政府部會首長委員儘可能親自出席委員會議，若不克出席者，建議指派同一位代理者出席會議，

以免無法連貫，影響業務推動。 

 

決議： 

一、洽悉；請人事行政局督促本院所屬各行政機關積極落實執行，未來並參酌王委員如玄意見修正本

要點。 

二、為重視婦女權益及提昇本會協調功能，請本會各部會首長委員儘可能親自出席，不克出席者應指

派同一位代理者出席委員會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相關部會推動婦女就業與經濟相關業務（九十年一月至九十年九月）報告案。 

決議：洽悉。 

 

柒、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案由：有關「跨世紀婦女勞動政策」對策及具體措施內容調整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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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要點： 

陳委員菊： 

為因應社會變遷趨勢，「跨世紀婦女勞動政策」經本會就業組委員開會討論，重新檢討方向如下： 

一、現況說明部分增加產業變遷。 

二、將「男女工作平等法」文字修正為「兩性工作平等法」。 

三、將「成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修正為「強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所需人力及預算，以強化運

作功能。 

四、在「建構社會支持體系」部分納入永續就業工程等重要措施，包括增加「現階段本會已開辦永續

就業工程計畫及與相關部會積極建立社會福利產業，以建構居家照顧體系」等。 

五、增列「成效評估」項目。 

六、增加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對於勞動法規修正部分。 

七、在職業訓練方面加強訓用合一。 

八、配合檢討修正實施期程。 

決議：請本院勞工委員會依所研擬之檢討方向，修正「跨世紀婦女勞動政策」對策及具體措施內容。 

 

第二案：                                      提案單位：王委員麗容、黃委員富源、李委員萍 

案由：有關行政院所屬機構應率先建立職場托兒服務體系，俾利公務部門的員工（含男女員工）能專

心投入工作，也彰顯政府對家庭兒童照顧壓力的協助承諾，建立「友善女性，友善家庭」的公

部門職場環境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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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要點： 

一、王委員麗容： 

(一)本案係從人力資源管理觀點出發，政府就像一個企業，是個雇主，為讓員工能成為一個沒有煩惱

而有生產力的工作者，政府應協助其員工解決工作家庭兩難問題。目前勞委會已鼓勵民間企業推

動職場托兒政策，公部門也應扮演此角色，而行政院所屬機構更要率先建立職場托兒服務體系，

協助員工解決其家庭兒童照顧壓力問題，讓他們沒有家庭後顧之憂，才能專心上班發揮最大工作

產出。 

(二)依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據了解近日將通過)，僱用受僱者二五 0 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

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政府部門更應依法辦理相關事宜。 

(三)本案純粹是從「婦女經驗」、「人力資源管理」、「性別平等」政策的理念出發，政府部門提供托兒

福利的已經很多，而其中托兒設施或服務的規劃是相當多元的，員工也不是免費的，頂多就像國

外只是開辦費等的支付，而且也不一定由政府(雇主)直接來運作，可交由專業組織來辦理。此外，

在設計上，為維持彈性和社區關係，也會開放部分名額給社區。國家本來就有責任規劃完整托兒

體系，經由「企業福利體系」也是福利實踐的一種。 

(四)政府對婦女需求、婦女就業權益的保障應率先做起，以樹立標竿模範，作為民間企業的表率。更

何況政府為其員工所設置的托兒設施亦非「白吃的午餐」，更非施捨，同時也開放社區參與，亦

可採用夥伴式、契約式托兒服務規劃。在歐盟國家將「平衡工作與家庭之性別化政策」列入二十

一世紀的主流工作，我們的政府與民間都應在這方面協助家庭，「尤其是女性」完成此項照顧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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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委員毓秀： 

(一)建構托兒服務體系應朝向為服務所在地區兒童之方向規劃為宜，以一般民眾利益為優先考量。亦

即在開放社區與共享國家資源的原則上，建議將行政院所屬機構建立職場托兒服務體系案，納入

教育部及內政部聯合組成之「幼托整合推動委員會」刻正規劃的國家整體托育政策中研議。 

(二)公務人員與一般民眾的利益無分軒至，在國家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由行政院所屬機構率先建立職

場托兒服務體系，恐有陷公務人員於不義之嫌，加深分化公教人員與一般人民之錯誤福利政策方

向。 

三、陳委員來紅： 

(一)就弱勢族群可能購買不到其所需要福利的層面而言，應思考國家資源分配的社會公義原則，不能

僅由市場機制角度來看福利購買的正當性。 

(二)國家整體經濟萎縮，民眾經濟能力亦隨之下降，一般民眾更需要優質的托兒照顧體系。應考量政

策資源及其輕重緩急，公務人員是最不受經濟不景氣衝擊的一群，建議應以經濟弱勢照顧為優

先，以弱勢社區托兒照顧補助為資源分配的優先考量，以避免民眾指責新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不

公。 

四、唐委員文慧： 

社會福利服務對象不應區分公務人員與一般民眾，若由行政院所屬機構率先建立職場托兒服務體

系，似有圖利公務人員之嫌，且極易陷入區分公務人員女性及一般女性階級的窠臼，同意劉委員

建議將本案納入國家整體托育政策規劃。 

五、李委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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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有責任率先建立職場托兒服務體系，建立一標竿模範，對協助女性解決家庭與職場兩難困境

將有所助益。若政府不做，如何要求民間企業辦理。幼托整合推動委員會刻正規劃之托教政策若

與本案無牴觸，建議二者可同步進行規劃。 

(二)本案除希望政府部門設置托兒設施以解決公務人員家庭照顧問題外，也希望能將周邊地區的企

業、社區資源納入政府機關所設立的托兒體系，其執行上可採委託企業辦理模式，或與社區資源

結合，委託社區內之托兒所，如此所嘉惠者並不只限於公務人員亦可包含社區大眾，則無獨惠公

務人員之問題。 

六、黃委員淑英： 

政府應樹立典範，優先規劃全國社區托育照顧體系，嘉惠弱勢族群為先。 

七、卓委員春英： 

(一)依照我個人在基層的經驗，高雄縣婦幼館附設有托兒所，其服務對象原先僅限於公務人員子女，

但事實上並不是每位公務人員子女都會來就讀，後來為求公平，亦開放社區兒童就讀。 

(二)此外，目前亦需考量因景氣低迷所造成托兒所、幼稚園招生不足的問題。 

相關部會發言要點： 

青輔會林主任委員芳玫： 

一、一旦「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政府機關即應依其「僱用受僱者二五 0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

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規定辦理，現在不做未來亦將面臨此問題，政府宜預做規劃。 

二、有關「社會福利體系下弱勢者的需求」及「普及化產業並促進就業經濟」二項範疇，並非兩極對

立無法相容的，政府可視需要採行雙軌制。在偏遠地區，由於資源不足且無商機，多由非營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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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來推動相關服務工作，承如反對市場機制者所言，在偏遠區若以市場自由化機制來運作，弱勢

族群將無法獲致資源，非營利組織常因資源不足力有未逮，邊陲地區確需政府多挹注心力支援；

至於都會地區可採營利與非營利組織體係並行的雙軌制，政府應站在輔導角色的立場提供協助。

除了中低收入戶外，我們主張採使用者付費方式，只是這一機制尚未健全仍有待進一步提昇，其

照顧服務是朝產業化方向規劃的。 

決議： 

一、為讓國人（不分男性與女性）能在兼顧托兒與工作的勞動環境下，安心的投入生產工作，並有助

於促進婦女就業，確有必要在對社區開放及資源共享的原則下，積極推動各公、私部門建構職場

托兒服務體系。 

二、請本會秘書處將各位委員所提意見彙整後，送請教育部與內政部聯合組成之「幼托整合推動委員

會」進一步研商。 

 

第三案：                                                      提案單位：卓委員春英 

案由：有關開發婦女社區就業的職場，俾利婦女從事社區經營、家庭責任和職業發展同時兼顧案，提

請討論。 

決議：請本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結合營建、警政及社政單位加強辦理。 

 

第四案：                                                      提案單位：卓委員春英 

案由：有關研議設置單親或低收入戶婦女小額創業貸款，鼓勵低成本創業方式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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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本院勞工委員會邀集財政部、本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及本院原住民委員會評估、研議，並將女

性在貸款上所面臨之問題一併列入討論。 

 

第五案：                                                      提案單位：王委員如玄 

案由：有關專案研究性侵害及家庭暴力案件中建立專家證人制度之可行性及其內容案。 

決議：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委託研究。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案由：為建立我國性別統計資料，經彙整各部會研擬指標資料（草案）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本會秘書處所彙整之我國性別統計指標資料，原則照案通過(勘誤表如附)，並請各位委員於會後

一週內提供書面意見予本會秘書處彙整後，函送本院主計處參酌辦理。 

二、請各機關立即著手進行相關統計資料之搜集及分析，俾建立我國完整性別統計資料。 

 

第七案：                                                       提案單位：李委員元貞  

案由：有關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經費運用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妥善運用有限經費，配合本會進行婦女權益相關議題之研

究、訓練及倡導工作，支持民間婦女團體共同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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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劉委員毓秀、李委員元貞、唐委員文慧 

案由：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社會秩序維護法明定將從娼女性交付習藝及保護安置，但由

於欠缺周全配套措施，以致問題叢生，茲建議就前述法條及制度進行檢討，並推動修法及制度

改革案。 

決議：請內政部參照委員所提建議，就相關法規制度及執行措施加以檢討改善，並於其過程中邀請相

關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參與，以臻集思廣益。 

 

玖、散會(十二時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