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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 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召集人正祺（莊副召集人銘池代理主持）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 

伍、 主持人致詞：略              紀 錄：林純存 

陸、 報告及討論事項 

報告案一：本部性別平等業務追蹤管考-「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3 年 1 至 10 月辦理情形（綜規司） 

決 定： 

一、 經本部相關單位盤點結果，年底前可能無法達標之項

目包括本部業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

例達 1/3，以及國營事業女性主管占全體主管比率較前

一年度提升等 2 項，請人事處及國營司參照委員及性

平處意見，包括進一步分析未達成目標之法人董監事

性別比例是否逐年提升、研擬相關考核獎勵措施，另

請台水公司等國營事業可針對報考人數及基本員工數

等面向進行性別統計分析，並納入後續辦理情形之補

充。 

二、 另考量本部性平推動計畫將啟動新一期計畫研擬作業，

請各相關單位配合提前規劃，檢視過去 4 年成效，思

考未來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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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APEC 智財專家小組 IPEG 性別平等推動經驗」報

告 (智慧局) 

決  定： 

一、 請智慧局參照各委員意見，就 IP 領域傑出女性專訪之

對象，如何突破性別刻板印象及政府是否提供相關協

助等，以及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中發明作品具性別友

善性之評定標準為何，一併納入補充說明。 

二、 另簡報所提性平提案，建議可納入商標權、著作權相

關推動情形，未來在國際會議上可展現較完整之成果。

請智慧局併同修正本次簡報，再提至國參組進行報告。 

三、 本次智慧局分享之性平推動作法，包括發明作品性別

友善性等，請產發署及商業署等相關單位於業務推展

上可納入執行參考。 

討論案一：「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尚待建置之面向

1 及面向 4 性別統計推動及規劃討論案（統計處） 

決 議： 

一、 針對面向 1 重要國際性別統計規劃情形-研議建置「具

有女性擔任高階職位的公司百分比指標」一節，為與國

際發展對接，行政院針對未來可行之調查作法及調查

單位進行評估中，調查作法可能透過抽樣調查或現有

資料進行分析，未來請統計處、綜規司及中企署等單位

持續與性平處共同合作、推動。 

二、 另面向 4 應研議新增不利處境者性別統計指標，依本

部相關單位盤點結果，共計 122 項指標可新增，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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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督導相關單位先執行該等指標之建置；另針對現階

段無法或較難新增之項目，邀集單位進行細部原因檢

視，並就具統計分析意義者滾動新增。本案後續並排入

本專案小組會議追蹤報告。 

討論案二及三：本部未來兩年性別平等主題式任務規劃-產品設

計面（產發署）及園區友善職場面（園管局） 

決 議： 

一、 考量本部相關單位已於性平業務推動不同面向上提出

不同做法/措施，為使各單位橫向了解其他單位之作法，

請綜規司綜整相關單位所提措施及成果，提供各單位

參考，並擇相關單位於明(114)年度本專案小組會議分

享。 

二、 為將性別業務推動擴散至私部門，考量企業規模差異

大，宜思考目前標竿企業之亮點措施如何引導至中小

企業，請綜規司就各單位辦理選拔之標竿廠商及作法

進行整理，並製作資源手冊，提供企業參考。 

柒、 臨時動議：為推動本部性別平等標竿案例分享學習一案。 

決 議：同討論二及三之決議事項。  

捌、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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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委員玲惠 

一、 針對經濟部業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預計年底前無法達標一節，請就無法達成之法人進一步分析，

部分可能未達標但已有明顯改善者，可提出相關說明，俾了解

法人改善情形。 

二、 關於「APEC 智財專家小組 IPEG 性別平等推動經驗」報告，提

及針對 IP 領域傑出女性進行專訪，建議針對專訪對象如何突破

性別刻板印象、其成長過程中政府是否提供相關協助或鼓勵措

施等提出說明，另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中針對發明作品具性別

友善性予以評定給分之標準為何，請併同納入簡報說明之。 

三、 有關「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中研議新增不利處境

者性別統計一案，考量須建置之複分類指標項數多，建議可先

依目前盤點結果（預計新增 122 項）進行建置，於推動一段時

間後，再針對其他無法或較難新增之指標，進一步分析具統計

意義之項目，及是否可參照其他指標統計方法，滾動檢討納入。 

四、 經濟部推動友善企業遴選已多有成效，建議可針對標竿企業之

軟硬體面亮點作法進行整理歸納(包括人才培訓、進用中高齡/

二度就業、設施/設備操作改善、多元性別宣導、工作與家庭間

平衡之相關措施等)，提供其他企業參考。 

高委員仁川 

一、 有關報告案一性別平等業務追蹤管考，針對「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未達標」案，建議可針對未達標之法人

進行不同年度董監事性別比例之比較，若比例呈現逐年提升，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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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說明本指標已逐步改善。 

二、 關於「APEC 智財專家小組 IPEG 性別平等推動經驗」報告，簡

報提出 2019年APEC通過拉塞雷納婦女及包行性成長路徑圖，

並歸納各國性平作法，倘有蒐集到近年相關作法，建議再予補

充；另報告內容未見商標權、著作權等相關推動情形，建議可

併同補充，未來在國際會議上可展現較完整之成果。 

三、 針對討論案一研議新增不利處境者性別統計一節，建議可先以

預計新增之項目(122 項）進行建置，另可進一步了解其他相關

部會指標建置之作法，作為後續統計之參考。 

四、 有關標竿企業遴選部分，目前推動具一定成效之企業，多屬規

模相對較大者，若為資源較少之企業，政府可否提供相關補助、

協助措施，建議行政院提供相關指導及對策。 

行政院性平處蔡科長芳宜 

一、 關於經濟部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追蹤案，依盤點結果

可能有 2 項指標於年底前無法達成，建議後續可朝以下作法改

善： 

(一) 院層級指標「財團法人董、監事之任一性別比例」：請經濟部

可透過捐助章程修訂、考核獎勵等方式，及早達標。 

(二) 部層級指標「國營事業女性主管占全體主管比率較前一年度

提升」：請台水公司可評估針對整體員工、新進員工等進行性

別統計分析，再與主管職女性比例進行比較，以進一步分析

並提出未來改善之作法。 

二、 針對智慧局所提「APEC 智財專家小組 IPEG 性別平等推動經

驗」報告，有關「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促進性平加分機制」，舉

例 2023 年發明競賽參展作品 464 件，含女性發明人 228 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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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49.14%，發明作品性別友善性 87.5%，建議後續蒐集發明作

品之類別、應用市場、智財專利申請、商品化評估或協助媒合

投資者相關統計，建立女性發明成果統計分析資料，成為鼓勵

女性發揮創造力優良範例。 

三、 有關「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案，提出以下意見或

建議： 

(一) 有關面向 1 研議建置「具有女性擔任高階職位的公司百分比

指標」。經濟部所指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在「女性政經參與概

況」項下，編製有「女性擔任主管職（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

人員）」統計資料，該指標係「人數」的概念，對象非企業。

而「具有女性擔任高階職位的公司百分比」指標，係具有女性

擔任高階職位的公司百分比，應該是「家數」的概念。請經濟

部再研議是否有其他針對企業之調查或資料蒐集管道可進行

本項統計。 

(二) 另本年 11月 19日林明昕政委主持本院性別平等會第 31次委

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討論有關消除性別薪資差距議題，考

量原因可能為女性較少擔任高階職位，因此決議請經濟部研

提企業高階職位之性別統計，以瞭解現況，爰請依決議建置

相關性別統計。 

(三) 有關面向 4 研議新增不利處境者性別統計指標：經濟部就本

案綜整已有、預計可新增、無法或較難新增及無須建置之統

計表及原因，呈現相當清楚，惟仍請提供各項指標評估說明，

以利討論確認是否確為無法或無須新增。有關所提無法建置

之理由包括「資料來源涉及國際機構」，建議進一步瞭解該國

際機構所收資料是否是來自於各國，而各國又是如何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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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估我國是否可能產製；另提及「以專業或業務考量或涉

個資疑慮」，為能瞭解不利處境者獲得資源及參與公共事務之

情形，以做為施政考量，建議仍請研議評估新增相關複分類

之可行性；另相關統計可透過問項設計「是/否為身心障礙者」，

讓受訪者自行判斷作答，針對不願意回答部分，尚可就問項

增加「其他」，或於統計表以缺漏值處理。 

四、 針對經濟部於產品設計及園區友善職場面所提推動措施及成果

一案，考量推展至私部門為未來性平業務推動之重點，建議就

以下面向再思考，或補充相關推動做法： 

(一) 有關性平業務推展之私部門部分，考量企業規模不同，應有

不同作法，建議可針對目前標竿企業之亮點措施進行整理，

歸納出適合中小企業參考之作法，另應向企業宣導推動友善

職場對企業之正面效益，引導及強化企業提升友善職場環境

之動機。 

(二) 有關簡報第 11 頁提及「辦理適合女性專業課程」，建議臚列

課程內容，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有關鼓勵企業改善產品

設計及將性別意識導入產品設計開發，可具體補充相關鼓勵

及輔導機制，例如是否於相關獎補助計畫中納為評審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