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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壹、歷史背景 
  一、1945年~1975年婦女公民權典章化 
  二、1975年開啟全球對話 
       1975年聯合國在墨西哥市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婦女會 
       議中，宣布未來的十年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責成各國全力推動婦女權益。 

  三、1980年回顧與檢視的開端 
       確保女性財產權 

  四、1985年全球女性主義的誕生 
       婦女議題被重視，奈洛比舉辦的聯合國第三次世界 
       婦女會議，提出性別主流化作為推動性別平等的一 
       種策略。 

  五、1995年性別主流化提出 
       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京    
       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 
       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 

 



第一章、前言 

貳、性別主流化的定義及目標 

 一、定義 

    (一)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 

        在作成決策前，針對該政策對於男女性影響 

        進行分析研究。 

    (二)對於既存各種國家法律政策與司法制度從性 

        別的角度出發，重新檢驗既有政策是否符合 

        性別平等目標。 

     

     

        



第一章、前言 

 二、目標 

    「性別主流化」作為政策綱領，是要求政府全   

     盤地檢討目前所有的政策與立法，讓隱藏其中 

     的性別不平等或歧視被看見，從而改變過去政 

     策立法上的性別盲點，重新打造一個符合性別         

     正義的社會，落實「性別平等」的核心價值，         

     並在政策、立法與預算資源要重新配置和改 

     變，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觀點及具備性別敏感 

     度。 



第二章、辦理依據 

壹、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99-102年) 

 一、依據 

     依98年12月22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32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目標 

   (一)落實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修訂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使各部會的施政政策及預算編  

       列納入性別觀點。 

   (二)協助各部會就業務範圍，訂定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 
 



第二章、辦理依據 

   (三)逐步推動各部會在分析問題、制定法令、政 

       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將性別觀點納 

       入。 

三、部會計畫擬定及評估 

   (一)擬訂辦理計畫：部會依據本計畫，擬訂未來4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內容依部會業 

       務狀況全面性或個別業務來推動性別主流化， 

       並需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 
 (二)計畫評估：部會於每年年底前，提報當年度 

       成果計畫至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進行滾 

       動式檢討，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後提報最 

       近一次婦權會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第二章、辦理依據 

   (三)獎勵措施：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研擬獎勵措 

       施（例如擴展目前「金馨獎」之獎勵內涵以 

       及增加獎勵項目），獎勵推動性別主流化有 

       具體成效之部會以及有功人員。 

四、預期效益 
 (一) 強化公務人員性別意識與知能，落實各部會 

        推動性別主流化。 
 (二) 提昇性別影響評估質與量，期性別觀點納入 

        政府政策、計畫及方案制訂，預算編列及資 

        源分配中，促進性別平等。 

 



第二章、辦理依據 

貳、外交部99-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 

 一、依據 

    「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二、目標 

 (一)提昇部內同仁性別敏感度及追求性別平等之能 

     力。   

 (二)落實辦理重要施政計畫及法令修訂之性別影響 

     評估，以利各項政策及預算編列納入性別觀點。 

 (三)推動部內各單位在分析問題、制定法令與政策、 

     規劃計畫與資源分配時，將性別觀點納入考量。 

 



第二章、辦理依據 

三、推動措施 

    為加強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外交部於辦理外賓 

    邀訪、 舉辦各類研習營、召開或參加國際活動 

    暨會議及興 (改)建館、宿舍工程設計不僅均應 

    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更應透過國際平台，引 

    進國際間性別主流化新議題，加強國際間性別 

    主流化政策之交流，以提供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之參考。 



第二章、辦理依據 

四、預期效果 

  (一)強化部內同仁性別意識與知能，落實部內推 

      動性別主流化，並協助提供其他部會所需其 

      他國家性別主流化資訊。 

  (二)提昇性別影響評估之質與量，期將性別觀點 

      納入我外交政策、計畫及方案制訂，預算編 

      列及資源分配中，促進性別平等。 

  (三)透過辦理各項例行或專案業務，引進國際間 

      性別主流化新議題，以達成部內於我國性別 

      主流化領域應盡之工作。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壹、性別統計 

  一、性別統計為定期、有系統分析與檢視性  

     別統計數據。 

  二、性別統計的主要功能—填補資料缺口 

     (一)統計項目落實區分性別的資料呈現，以瞭 

      解不同性別者的社會處境及差異。 

     (二)加強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性別意識及性 

            別敏感度，提高政策和計畫的可接受性。 

     (三)監測各項政策、計畫的執行，為評估改善 

            性別處境的進展，提供一個公正且可比較 

            的基礎。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貳、性別分析 

    為落實性別主流化，針對性別統計資料及 

    相關研究報告資料，從具有性別意識之觀 

    點來分析瞭解兩性在現存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及環境等脈絡之不同處境及現 

    象，並分析造成性別不平等背後因素。 

   ◆目的： 

     1.發現問題 

     2.解釋問題 

     3.決定目標及方案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参、性別預算 

    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其「性別主流化」的理
念宣示中，清楚表示各國政府應編列性別預算，
用於改善性別失衡的政策、立法與措施。 

    故組織於規劃中長程或其他施政計畫時，應
檢視性別相關預算的編列。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肆、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影響評估是一種測量工具，也是一種
過程。在制訂方案、計畫、政策、立法時，考
量不同性別觀點，對於不同性別者的影響及受
益程度進行評估檢討。在規劃法案、政策、計
畫、方案、策略時，將「性別」當作一個必要
元素，考量對女性/男性及對性別關係發展的
影響。 

    另許多法律與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中性，但
放在現實生活及歷史脈絡中，即呈現不平等，
因此應有性別觀點來檢視各種憲法及法律，讓
女性能真正平等的享有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及
決策參與。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清單 
◦ 方案規劃發展時，是否徵詢女性的意見 

◦ 方案中是否有納入女性的觀點 

◦ 方案執行過程中，是否有徵詢女性的意見 

◦ 方案是否涉及對女性有助益行業或領域 

◦ 方案中是否有任務可能對女性不利的隱藏因素或影響。
若有，如何修改方案以降低這些負面影響 

◦ 方案是否包含女性有關的議題與權益 

◦ 方案是否蒐集與使用性別分類統計資料或資訊 

◦ 方案是否考慮到對兩性的影響 

◦ 方案的預算項目是否有分配給女性的相關領域 

◦ 預算規劃是否有含納女性需求的項目 

◦ 審核方案的預算時，是否徵詢女性的意見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伍、性別意識培力 

         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研習 

         訓練等，更瞭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 

         提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能力。 

 

   ◆推動情形： 

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 

部會性別主流化種子訓練課程 

部會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 

 

 
 

 



第三章、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工具 

陸、組織再教育 

         透過組織內部性別主流化課程、研習或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執行，讓組織內部人員 

         產生性別主流化意識，並在其工作場域中 

         加以落實。例如邀請講座辦理專題演講、    

         針對業務特性開辦性別主流化之宣導課 

         程。 



第四章、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例 

一、鼓勵同仁參加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 

二、辦理性別主流電影讀書會 

    為深化兩性平權觀念，挑選電影「扶桑花女孩」 

    辦理性別主流化電影讀書會，該片探討女性如 

    何面對新舊時代之交替及對夢想之執著，希望 

    同仁藉由觀賞提昇性別敏感度及追求性別平等 

    之能力。 

三、本局網站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 

    為宣導及落實性別主流化之方法與工具，提供 

   「性騷擾法制」、「性別統計」及「性別影響評 

    估」資訊於性別主流化專區。 



第四章、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例 

四、本局局長為外交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 

    為彰顯對促進性別平權、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 

    政策之重視，本局機關首長擔任外交部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委員，定期參加每4個月召開1次會 

    議。 

五、本局定期列席行政院婦權會國際參與組會議 

    外交部為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國際參 

    與組」主辦機關，婦權會國參組99年迄今已召 

    開兩次跨部會會議，本局均派員與會，提供與 

    領務有關之性別主流化政策措施。 

 

 



第四章、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例 

六、本局所屬委員會均已達任一性別比例三分 

    之一 

  (一)考績委員會女性委員比例： 

      本局99年「考績委員會」共置委員14名，其 

      中女性委員9人，佔委員總人數64%，任期至 

      100年6月30日。 

  (二)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女性委員比例： 

      置委員9人，其中女性委員6人，佔委員總人 

      數66.7％，任期至100年1月31日止。 



第四章、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例 

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中「程 

    序參與」部份徵詢性別平等學者專家意見，請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7屆委員、台灣女 

    青年會秘書長李萍女士以性別觀點提供諮詢意 

    見，採其意見並檢討調整修正法案內容。 

 

 

 



第四章、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例 

八、推動公部門性別議題研究 

    本局人事室孫主任國蕙參加「財團法人婦女權 

    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舉辦98年性別議題研究論 

    文獎助，以「從性別主流化看公部門人力資源 

    管理」論文獲得佳作。 

九、本局訂定性騷擾申訴防治規定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及防治性騷擾，本局 

    訂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禁止性騷擾」書面聲明及 

   「性騷擾防治申訴流程」。 

 



第五章、結語 

   為提升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期於擬定政策及 

執行時，落實性別平等觀念。除推派同仁出席其 

他單位舉辦之性別主流化課程，並另外辦理性別 

主流化課程，邀請專家學者為同仁及其他機關人 

員授課。未來仍將積極持續提升同仁性別意識之 

敏感度，利用辦理電影讀書會等方式增加同仁性 

別觀念，並在制定法令與政策、研擬計畫與資源 

分配時，把性別觀點納入考量，共創兩性平權並 

縮減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