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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心得文章 

機關名稱：經濟部能源局 

撰擬人員：專員陳怡君 

 

一、緣起 

長期以來，傳統能源部門為最不性別多元的經濟部門之一；近年來

主要國際能源組織亦注意到此問題，如國際能源總署提出潔淨能源教育

與賦權 2030平等運動、國際再生能源總署提出性別與再生能源宣言等。

APEC近年高度重視性別主流化及婦女參與，在 2019年完成「拉塞雷納
婦女及包容性成長路徑圖」(La Serena Roadmap for Women and Inclusive 
Growth)作為 APEC 未來發展婦女議題的指引文件後，APEC 各論壇皆須
思考如何在論壇工作及未來發展中，納入上述路徑圖的指引。 

能源局長期以來在 APEC能源合作上表現活躍，積極主動扮演倡議

之角色，觀察到相關國際倡議在 APEC場域內有進一步探索及落實的空

間，因此構想在 APEC能源密集度下降與再生能源倍增之目標下，APEC

區域已啟動能源轉型工作，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與 APEC會員體攜

手探討如何進一步將性別主流化導入區域能源轉型的進程中。 

在 APEC能源工作組提出性別主流化議題，一開始遇到的其實是本

質性的問題，亦即為何需要探討能源與性別領域之政策，以及如何探討

能源領域性別賦權的議題。這是APEC能源工作組或整個APEC架構下，

從來沒碰觸過的議題。因此，能源局與行政院性平處合作，取得 APEC

能源工作組(EWG)及 APEC 婦女與經濟夥伴關係(PPWE)雙論壇之共同

背書(endorsement)，從能力建構的角度著手，提出「APEC 促進能源領

域女性賦權計畫：以性別角度擘劃能源政策」計畫，成功獲得 APEC婦

女及經濟子基金之資助，此為 APEC下首個針對能源與性平跨領域議題

之計畫。 

二、為何是台灣?  

我國一向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之「2021

年性別圖像」，其中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公告之 2019 年性

別不平等指數，將我國資料代入計算，我國性別平等為全球第 6名，高

居亞洲之冠。在能源部門，我國發展出多項融入性別平等及女性參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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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計畫，包括提出審議式民間能源參與活動，在編擬能源轉型白皮書

時融入公民參與和性別包容性之精神、製作第一部探討能源領域性平議

程的教材-能源與我們(Energy and Women)，以及辦理「能源女力崛起 X

突破玻璃天花板」論壇等，而在產業界，國內企業包括綠然能源、陽光

伏特家等亦已有推動實績及優秀案例，在在顯示我國已具備相對成熟的

推動經驗與成果，可以與其他會員體分享。 

有了帶頭在 APEC區域分享能源性別之發展的構想後，僅靠我國的

力量是不夠的，為了讓更多會員體共同響應並發揮更大的效益，我們也

找了澳洲、智利、日本、新加坡與美國等有經驗的會員體共同加入這項

倡議，透過區域內有相關經驗且為該議題先驅之會員體的共同推動和號

召，為達成 APEC區域能源領域之性別平等努力。 

三、執行過程 

此計畫在 2019年 8月在臺北舉行「APEC地區具包容性的能源轉型

路徑:如何促進能源領域之女性賦權研討會」，邀請到國際組織及區域內

重要會員體代表針對如何在 APEC區域轉型的過程中，提升能源領域之

女性賦權，進行經驗分享與對話，共吸引產官學研各界等 80人次蒞臨參

與會議，其中女性與會者高達 82.5%，比例之高為 APEC歷年所有計畫

與活動之首例。研討會議題設計重點在於能源領域專業女性觀點的展現，

除了能源與性別之國際倡議與研究外，亦針對性別與能源治理、能源效

率以及再生能源邀請專家分享從性別觀點看到的專業領域。 

我國、韓國、美國、加拿大、智利、日本、泰國、越南、智利、菲

律賓、香港等 APEC會員體之官員或專家分享其女性參與推動潔淨能源

專案及參與能源決策之成功案例，並對後續如何進一步促進女性於能源

領域之涉入與賦權，提出合作的展望與想法。而國際組織包括女性於再

生能源組織、國際女性與永續能源網絡、全球能源轉型婦女網絡等亦將

其推動多年之經驗與觀察所得與 APEC會員體進行交流，使 APEC會員

體了解在能源領域推動女性賦權之重要性，並促進 APEC區域提升能源

領域性平概念與實務操作之知識，透過多邊合作使能源部門性別主流化

之影響力加成與擴散。根據研討會討論成果與專家共識彙整之政策建議，

已獲得 APEC認可，將作為 APEC能源合作活動後續開展並融合性平觀

點之重要指引文件。 

四、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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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APEC內首個探討能源領域女性賦權議題之計畫，本計畫透過專
家研討及經驗交流，使區域會員體了解能源部門內的性別差異在 APEC
區域普遍存在，「能源議題並非性別平等的」！能源轉型是一個契機，

除了為創造新工作、重塑能源生產、分配及消費方式帶來新的機會，同

時也因為對創新能力的迫切需求，而為能源部門內更好的性別平衡，帶

來新的潛力。 

本計畫為能源領域如何在跳脫過往僵化供需模式之轉型過程中，同

時融入與實踐性平觀點，提出一整套具創造性與創意性的觀點與方針，

作為未來 APEC 區域能源合作之重點，亦是本計畫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相關觀點方針如下： 

1.廣泛於能源政策與計畫中納入性別觀點 

考量若缺乏女性的能源觀點，未來更積極的能源目標即很難被達成，

因此呼籲能源領域內，迫切需要對能源與性別質化與量化資訊進行蒐集

與分析，在能源政策與計畫的設計、執行與監督評估階段內，亦應同步

引入女性的觀點。 

APEC能源工作組下屬能源資訊與分析專家小組主席非常認同此觀點，
也承諾未來該專家小組將進一步檢視如何結構化地處理能源與性別之

質化與量化資訊，以支援能源政策與計畫之制定與實施。 

2.強化能力建構 

實證顯示，支持女性在能源供應鏈上的角色，對產業、家庭和社區

發展都帶來正面效益，提高女性參與永續能源的發展，亦有助於強化社

會對永續能源的支持。過往 APEC能源計畫對女性參與之規劃相當少見，
未來應強化能源領域女性賦權之能力建構，建議發展融資、培訓、指導

機制及建立網絡，以支持女性在能源生態產業鏈中作為領導者、企業家、

從業員與消費者等角色。 

上述建議獲 APEC會員體肯定與採納，例如 2021年印尼於 APEC提案
「潔淨能源新創論壇：促進市場覆蓋與企業成長」(Clean Energy Startups 
Forum: Advancing Market Reach and Business Growth)時，即表示將專門開
闢一個論壇，關注女性領導之潔淨能源新創事業及相關活動。 

此外，與會的會員體亦主動將此計畫活動之經驗與知識，透過其自

身管道散播出去，例如發表心得刊登於美國能源部網站、加拿大電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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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源組織網站、或透過 Twitter即時發布會議實況等，顯示其對研討會
成果之肯定。而外交部台灣評論 Taiwan Review 雙月刊亦對研討會進行
重點報導，足可見對此議題之重視。 

從一開始與行政院性平處進行跨部會溝通、在 APEC內闡述計畫構想
並遊說會員體支持，到研討會逐漸成型、設計議題並邀請到全球的優秀

案例進行分享，過程中投注了非常多的心血，很高興看到專家們熱烈的

討論與分享，並產出融合了性平觀點的指引文件，而與會專家對於研討

會的主動宣傳，對我們來說亦是莫大的肯定與支持。APEC能源工作組最
新版之戰略計畫，亦將「針對具性別包容度的能源勞力韌性進行能力建

構，以因應能源市場的快速變化」，納入 APEC提升能源取得與能源韌性
目標之重要行動，肯認了本計畫對能源領域性平議題之呼籲，亦代表我

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雖然能源領域距離性別平等與包容仍有很長一

段路要走，但希望透過每一次的努力和號召，使性別主流化的精神能貫

徹在能源部門，並將影響力擴散到區域與國際，為能源部門帶來改變與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