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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財政部委員建議 

卓春英委員： 

優點： 

一、對性平宣導相當多元化，活潑有創意。 

二、宣導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權益。 

三、結合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平業務。 

缺點： 

一、三級機關訂定性平推動計畫、方案或措施之比率未達 80%。 

二、推動性平方案欠缺成效佐證資料。 

三、本部未見母嬰(親子)廁所及尿布台。 

綜合意見： 

一、宣導方面：建請與電視台、廣播媒體合作，利用公益平台，加

強對不同族群之宣導(客語、原住民語、台語)。 

二、國營事業董監事會性別比例(女性)可再增強。拋棄繼承權者女性

占 56%，請多加宣導。 

三、因應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來臨，全面檢視財政部所屬各單位哺

乳室、幼托及長照之設施及需求。對於長照扣除額每年 12 萬元

及排富條款限制，請再評估研議，以照顧納稅義務人。 

四、因應多元家庭立法之通過，對於伴侶之贈與及繼承權等，請列

入性別平等政策。 

 

何振宇委員： 

優點： 

業務承辦司、科、人員對於業務執行熟悉，且出席各級單位代表均

能立即回應現場問題，顯見平時投入性平業務頗具品質，值得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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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綜合意見： 

一、106 年性平考核 CEDAW 部分之建議追蹤： 

(一)財政部 CEDAW 專區在官網上無法順利取得對應所需資料(部分

指向路徑為「性別主流化」)，建議重新整理相關路徑之適當與

正確性，並請同步整理手機/平板版本官網，俾利民眾使用。 

(二)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出租對象比例差距仍大，建議進一步研析

具體可行之策略，邀集相關部會進行跨部會合作之討論，並考

慮制定相關之暫行特別措施，以利女性使用。 

(三)公益彩券經銷商之女性比例為 45.8%，仍未達 50%或以上，建

請進行經銷商遴選規定之暫行特別措施之規劃，以利下屆重新

遴選之參考使用。 

二、目前受檢資料中均未見 108 年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結論 25(b)

項之精神：「新創之暫行特別措施」之展現，建議列入未來二年

之工作重點之一。 

三、CEDAW 訓練中所用的成效評量題目，建議各單位由工作中內

化，並提供題目，經彙整後，成為財政部題庫之參考，以利訓

練之成效評量應用。 

 

黃瑞汝委員： 

優點： 

一、考核資料整理清楚、豐富、有系統。 

二、網站的性別主流化專區具便利性及豐富性，尤其是性別統計以

圖示的方式呈現，活潑而吸睛。 

三、關務署關注女性外勤工作的需求，建置性別友善環境，值得嘉

許。 

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良好，議程及議題多元。 

五、規劃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與業務結合，課前有需求評估，課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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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習回饋，並發展與業務有關的教材。 

綜合建議： 

一、應就財政相關領域之國際組織，尋找可以對應的國際比較指

標。 

二、性別統計的新增項目及性別分析，建議在性別專案小組提出報

告及討論，以增加參與的人員及管道。 

三、鼓勵所屬單位每年都能提出一項性別影響評估，藉以增強同仁

的性別知能。 

四、菸酒、公益彩券、統一發票…等，與民眾生活至為切身，應融

入性別的觀點及友善服務。 

 

性平處： 

一、財政部各區國稅局以租稅業務宣導為主軸，並配合不同地區人

口、文化特色，自辦或與地方政府及醫院、學校等機構合辦多

項融入性別意識之宣導活動，且運用滿意度調查及臉書社群等

回饋機制蒐集參與者意見，(如北區國稅局「107 年多元族群稅

事通闖關遊戲抽獎活動」及南區國稅局與臺東縣政府合辦「雲

端發票宣導」)，可見辦理宣導之用心。 

二、關務署、賦稅署、國有財產署及國庫署辦理業務座談會、研討

會、製作平面文宣，有助性別意識培力，惟較缺乏將性別觀點

融入業務之較具亮點的作為。建議適時運用性別統計、分析等

工具，研議業務融入性別意識之具體作為，例如針對改善職業

性別隔離，除製作平面文宣及辦理抽獎活動外，可強化性別友

善環境，鼓勵不同性別者均有相同職務歷練機會等，積極於業

務中融入性別觀點。 

三、建議未來能更強化透過回饋意見的蒐集、統計與分析，研擬宣

導方式的具體策進作為，以及宣導成效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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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未來政策規劃與執行，能更重視不同性別、地域、族群、

文化、年齡等交織性因素的差異與需求，例如將身心障礙農漁

村女性、原住民、新移民、多元性別認同、多元性傾向等不同

群體之需求納入規劃考量，使政策制定更能符合受益對象的需

求。 

五、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將性別平等措施及規劃納入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金擘獎評分項目，並運用電子報刊登獎團隊女性經營者營運

經驗，值得肯定；為回應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第 25 點確

保公部門、政治、經濟決策中女性平等參與及代表性，以及符

合本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提升女性

參與機會之精神，建議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中研

訂保障女性參與比例之規定，例如將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納入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俾確保委員組成

符合性別比例。 

六、運用性別分析與統計已頗具規模，建議能進一步依分析結果做

成政策具體建議事項，並據以區分權責，強化落實主流化工具

深化應用至各項計畫、行動、方案與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