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 

方案名稱：臺北市政府員工照顧家庭幼童及長者彈性上班方案  

方案執行期間：自「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修正發布日(108年 2月 23日)起。  

檢視局處：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填表人姓名及聯絡方式：王瑄富、(02)27208889#7723 

填表日期：108年 4月 10日 

檢視面向 題項（問） 檢視結果（答） 

一、目標：明

確定義目標對

象及預期成

效。 

1 該方案目標是什麼？對於促進性

別平等有何正面影響？是否可去

除過去性別不平等相關的障礙？  

本方案的目標係為因應我國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現象，使本府員工不

會為了擔負照顧家庭責任而增加身心壓力或必須離職，不論男性或

女性員工，均可依個人需要安心於職場工作並兼顧家庭照顧。  

2 誰是該方案預期服務使用者？男

女比例約多少？是否有因應不同

性別之需求？ 

一、本市市政大樓有照顧特定家庭成員需求之員工，皆為本方案預

期使用者，並不受性別之影響。 

二、依 107年 9月 30日調查結果，辦公處所位於本市市政大樓者共

28個一、二級機關計有男性員工 7,448人(63%)、女性員工 4,391

人(37%)，共計 1萬 1,839名員工；其中 712人(占全體員工 6%)

於上班前或下班後有親自接送或照顧國小以下兒童或 65歲以上

長者之需求，男性員工計 228 人(占全體員工 2%)、女性員工計

484人(占全體員工 4%)。 



 

二、資料蒐

集：性別統計

資料、調查研

究等。 

3 有無充分諮詢、整合預期服務使

用者（包含不同性別）、性別相關

團體／專家學者對於該方案的意

見？  

一、本方案已列為「臺北市政府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少子化高齡化政

策架構—108至 110年行動方案」之一，並已提報臺北市女性權

益促進委員會就業經濟及福利分工小組會議討論，由各專家及

學者提供意見及改進建議。 

二、為使本方案更貼近本府員工需求，除於方案擬訂前先徵詢機關

及員工意見外，並於方案擬訂後再次徵詢渠等意見。 

4 規劃該方案前，有無蒐集依性

別、族群、身心障礙、社經地位、

年齡、宗教或性傾向等分類的資

料和統計數據？  

本方案適用對象不分性別、族群、身心障礙、社經地位、年齡、宗

教或性傾向，惟為廣蒐本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同仁意見，瞭解員工實

際需求及兼顧機關業務運作，爰就性別統計資料、調整彈性上班時

間方案及其他建議等 3 部分意見調查，除先徵詢本市性別平等辦公

室意見外，並請位於市政大樓各機關調查目前於上班前或下班後須

親自接送或照顧國小(含)以下兒童或 65 歲(含)以上長者之員工意

見。 

5 針對該方案事前曾做過其他哪些

性別相關的準備工作？  

本方案除請各機關協助調查員工意見，以供本處擬定「臺北市市政

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外，復考量該草案之妥適

性，爰再請位於市政大樓各機關針對修正草案規定內容提供意見

後，據以正式實施。 

三、發展作法：

依據性別主流

化觀點，擬定計

畫。 

6 請問根據題項四蒐集來的資料，

該方案對於各個群體中的不同性

別，是否有不同的影響？若有，

如何據此調整方案內容？ 

無論性別、族群、身心障礙、社經地位、年齡、宗教或性傾向，本

府所有員工倘為照顧家庭成員(65歲以上、就讀國小以下、重大傷病

或身心障礙)者，皆可依(比照)本方案提出彈性上班申請。 



 

7 請問參與規劃、執行、評估該方

案的人，是否具備性別平等相關

認知／有沒有參與相關課程？ 

是，本方案參與規劃、執行、評估該方案之承辦人、股長、科長皆

曾參與相關性別議題課程，並具備性別平等相關認知。 

8 除了性別以外，規劃該方案時是

否有考量到其他不同年齡、社經

地位、族群等需求？ 

是，本方案除性別外，亦考量員工之家庭成員的年齡、重大傷病或

身心障礙等因素，員工為照顧長者、幼童、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者，

皆得提出欲調整個人週一至週四上班時間申請之規劃。 

四、預算：把

性別觀點整合

到預算流程的

各個層面當

中。 

9 該方案是否針對不同性別，或性

別平等相關議題，特別編列預

算？ 

本方案無編列預算。 

10 特別及非特別編列預算的預算項

目對於促進性別平等有何正面影

響？（註 1） 

本方案無編列預算。 

11 前項預算編列或審核時，有無徵

詢女性／性別相關團體的意見？  

本方案無編列預算。 

五、傳播：如

何將訊息傳達

給不同背景的

目標對象。 

12 採用什麼方式傳佈該方案訊息給

目標對象？有無針對不同背景的

目標對象（包括不講本國語言的

男女），採取不同的傳播方法？

（註 2）  

本方案涉及行政規則修訂，除以正式公文通函周知及請各機關配合辦

理外，並透過本處人事簡訊、人事業務座談會或人事主管會報等場合

及以多元化方式加強宣導。 

13 訊息傳佈過程曾使用何種具體措

施，以避免具性別歧視意味的語

言、符號或案例？ 

本方案所涉修正規定係以正式公文書通知，並無具性別歧視意味的

口頭語言、符號之傳遞。 



 

六、提供服

務：提供服務

的作法是否能

符合能滿足各

種群體的需

求。 

14 不同群體取得該方案資源的難易

度有何不同？有無配套措施可彌

補這樣的差異？ 

本府各機關員工為照顧特定家庭成員者，皆得依(比照)臺北市市政

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向服務機關提出彈性上班

申請，並無因不同群體而致取得資源之難易度相異。 

15 有無結合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或

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協助提供服

務給目標對象？ 

依據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2、4條規定略以，各機關得視業

務需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不變更每日上班 8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 40小時之原則下，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彈性調整辦公時間。本方案實施對象為本府各機關員工，實施場域

為各機關辦公處所，且以行政規則明定其如為照顧特定家庭成員得

向機關申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爰無需結合其他政府部門或民間組

織協助提供服務。 

16 協助提供服務的組織，能否考量

到各種使用者不同的需求？ 

本方案實施對象為本府各機關員工，無需結合其他政府部門或民間

組織提供服務。 

七、評估：實

際執行情形是

否符合前述各

步驟並達預期

效果，或有意

外發展及成

果。 

17 有無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前

述調查是否能反映出不同背景之

男女的意見？ 

一、本方案於規劃時，已先行調查本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及員工意見

與需求，並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資料。 

二、本方案已於 108年 2月 23日正式實施，爾後將適時調查各機關

辦理情形及修正規定建議。 

18 是否邀請具性別觀點的學者、專

家或代表不同群體的組織，協助

監督方案？若有，監督過程有無

聚焦在實際執行情形上？ 

本方案辦理結果將持續提報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就業經濟及福

利分工小組討論，並請各委員及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俾修正精進。 



 

19 依據評估結果，該方案能否促進

不同性別間的瞭解和接納？為什

麼（請說明理由）？ 

本府員工無論性別，倘為照顧特定家庭成員者，皆可依據本方案申

請調整上班時間，讓員工得兼顧工作或家庭照顧，並不會因不同性

別而差異化。 

20 未來如何針對前述各題項，在性

別面向上進行改進，以對不同性

別均能發揮最大效益（請註明題

項編號及改進方式）？（註 3） 

題項 17，爾後將就各機關辦理情形及修正規定建議適時精進本方案

內容。 

註 1：例如，促進性別平等就業機會、平等受教機會等。 

註 2：例如，結合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或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協助把訊息帶給目標對象，或透過連結女性經常使用的網站如求職網站

等，傳遞訊息。 

註 3：例如，有無特定團體比其他團體受益更大？如果有，如何處理這種不均衡的狀況？是否有蒐集其他資訊的需求？對照這次經驗，

目標對象或指標是否需要調整？未來需要多告知誰相關資訊？應該如何呈現資訊才能有效溝通？ 



單位：考訓科
日期：108.11.25

臺北市政府員工照顧家庭
幼童及長者彈性上班方案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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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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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整體概況

3.(2)申請情形

2.法規說明

1.背景資料

2.(1)彈班要點介紹

簡報大綱

4.策進作為



1. 背景資料

臺北市政府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少子化高齡化
政策架構-108至110年行動方案

臺北市政府員工照顧家庭幼童及長者
彈性上班方案

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 108.2.23
修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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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規說明-彈班要點介紹(1)

彈班要點§4

⚫ 星期一~四

彈性
時間

核心
時間

：上午8-9時、下午5-6時

：上午9時-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5時

⚫ 星期五

彈性
時間

核心
時間

：上午7-9時、下午4-6時

：上午9時-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4時

4



2. 法規說明-彈班要點介紹(2)

彈班要點§5
(進駐機關)

(非進駐機關)

員工於上班前或下班後須親自接送或照顧符合下
列各款之一之家庭成員，經機關同意後調整上班
時間，其彈性時間及核心時間依星期五擴大彈性
上下班措施規定辦理：
⚫ 65歲以上
⚫ 就讀國民小學之學童、學齡前之幼兒或嬰兒
⚫ 重大傷病
⚫ 身心障礙

得參酌彈班要點第5點規定意旨辦理

5



3. 資料分析-整體概況(1)

⚫ 彈班要點修正前，調查28個進駐機關，截至107年9月30日止，於上班
前(後)須親自接送或照顧國小以下兒童或65歲以上長者之市政大樓各機
關員工情形：

機關 機關數
107年

在職人數(A)
107年

需求人數(B)
需求比率
(B/A)

28 11,839 712 6% 94%

4%

2%

6%

需求情形

無需求 有需求 女 男

女484人、男2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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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分析-整體概況(2)

⚫ 進駐機關，同仁有需求及有申請情形：

107年有需求
人數(A)

108年有申請
人數(B)

比率(B/A)

女 484 54 11%

男 228 17 7%

總計 712 71 10%

90%

8%

2%

10%

需求申請情形

未申請 有申請 女 男

7



3. 資料分析-整體概況(3)

⚫ 調查彈班要點108年2月23日修正生效後至108年8月31日止，府內外
144個機關申請情形：

機關 機關數 在職人數 申請人數

28 12,011 71

116 30,055 225

總計 144 42,066 296
24%

45% 40%

76%
55% 60%

進駐機關 非進駐機關 整體

申請人男女性占比

男比率 女比率

女54人、男17人

女124人、男101人

女178人、男1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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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位申請人中，有1人機關不同意：
1.非進駐機關。
2.男性、非主管。
3.申請事由：照護65歲以上之長者。
4.機關不同意理由：單位主管考量勤務需
要及申請同仁實際家庭狀況後不予同意。

5.已調離本府。

3.

⚫ 申請人員，機關核准情形：

機關 在職人數 機關數 申請人數

12,011 28
71

30,055 116
225

總計 42,066 144
296

女54人、男17人

女124人、男101人

女178人、男118人

9

178

117

1

女 男

核准情形
同意 不同意

資料分析-整體概況(4)



3. 資料分析-整體概況(5)

⚫ 進駐及非進駐機關，實施情形：

機關 適用情形 機關數

適用市政大樓彈班要點 28

修訂入本機關彈班要點 4

未修訂入本機關彈班要點，
但比照辦理

35

本機關無彈班要點，比照辦理 53

未比照辦理或未實施 24

總計 144

10

機關名稱 機關數

殯葬處 1

孔廟 1

戶政事務所 12

圖書館 1

天文館 1

浩然敬老院 1

健康中心 2

環保稽查大隊 1

區公所 2

地政事務所 2

合計 24

83% 17%

實施情形

實施 未實施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1)

⚫ 申請人主管/非主管比例：

11

性別 主管 非主管 總計

男 10 107 117

女 15 163 178

小計 25 270 295

主管申請人數25人、
佔0.87%

主管申請情形

非主管申請人數270人、
佔0.69%

非主管申請情形

主管人數計2,872人 非主管人數計39,194人

整體申請情形

整體在職人數
計42,066人

申請人數295人、
佔0.7%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2)

⚫ 分析295位經核准的申請人，除其中3人以複合事由申請外，其餘人員
均以1款事由向機關申請：

12

事由
主管 非主管

總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65歲以上 3 4 7 26 41 67 74

國小以下 7 10 17 74 110 184 201

身心障礙 - 1 1 8 9 17 18

重大傷病 - - - 2 4 6 6

總計 10 15 25 110 164 274 299

◆複合事由，均為非主管：
(申請人) (個資) (申請事由)

1.人員A-女(48)、65歲以上、國小以下
2.人員B-男(44)、65歲以上、國小以下
3.人員C-男(44)、65歲以上、重大傷病、身心障礙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3)

13

事由
主管 非主管

總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65歲以上 3 4 7 26 41 67 74

國小以下 7 10 17 74 110 184 201

身心障礙 - 1 1 8 9 17 18

重大傷病 - - - 2 4 6 6

總計 10 15 25 110 164 274 299

25%

67%

6%
2%

申請事由(人次)

65歲以上 國小以下 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

28%

68%

4%

主管

25%

67%

6%
2%

非主管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4)

⚫ 分析295位經核准的申請人，年齡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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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主管 非主管

總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60 - 7 9 16 16

55-59 1 - 1 4 16 20 21

50-54 1 - 1 7 15 22 23

45-49 4 4 8 23 14 37 45

40-44 1 5 6 39 24 63 69

35-39 3 5 8 13 57 70 78

30-34 - 1 1 10 21 31 32

25-29 - - - 4 7 11 11

總計 10 15 25 107 163 27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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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年齡最大63歲：
(申請人) (個資) (申請事由)

1.人員A-女、非主管、國小以下
2.人員B-女、非主管、65歲以上
3.人員C-男、非主管、65歲以上
4.人員D-男、非主管、65歲以上
5.人員E-女、非主管、國小以下

◆申請人年齡最小25歲：
(申請人) (個資) (申請事由)

人員A-男、非主管、身心障礙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5)

⚫ 295位經核准的申請人，按年齡分析：

15

年齡
主管 非主管

總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60 - 7 9 16 16

55-59 1 - 1 4 16 20 21

50-54 1 - 1 7 15 22 23

45-49 4 4 8 23 14 37 45
40-44 1 5 6 39 24 63 69
35-39 3 5 8 13 57 70 78

30-34 - 1 1 10 21 31 32

25-29 - - - 4 7 11 11

總計 10 15 25 107 163 270 295

4 10 16
40

27
8 5 7

7
22

62
29

18

15 16 9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

年齡分布情形

男 女



3. 資料分析-申請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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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295位經核准的申請人，申請事由及年齡分布情形：

事由
(人次)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 總計

65歲以上 3 4 5 9 14 15 16 8 74

國小以下 5 26 72 59 26 6 2 5 201

身心障礙 3 2 1 2 4 3 3 18

重大傷病 2 2 2 6

總計 11 32 78 72 46 23 21 16 299
3 4 5

9
14 15 16

8
5

26

72

59

26

6
2

53 2 1 2 4 3 32 2 2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

申請事由及年齡(人次)
65歲以上 國小以下 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

◆複合事由，均為非主管：
(申請人) (個資) (申請事由)

1.人員A-女(48)、65歲以上、國小以下
2.人員B-男(44)、65歲以上、國小以下
3.人員C-男(44)、65歲以上、重大傷病、身心障礙



4. 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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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面： ⚫ 同仁面：
1.除為民服務機關表示基於業務需
要無法比照彈班要點辦理外，各機
關均無回復有執行疑義或其他建議。

2.依各機關回復資料，宣導方式包
括於相關會議宣導、利用電子郵件
轉知、於機關內網公告或於機關自
製人事簡訊。

3.宣導頻率及力道是否需再加強或
有其他方式?

1.有需求，但未申請的理由?
2.是否知道現行規定措施?
3.現行規定是否符合需求?

109年問卷調
查對象包括機
關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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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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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因應少子化高齡化政策 

108至 110年行動方案 
填表日期：108 年 3 月 13 日 

填表單位：人事處(考訓科) 

填表人：張家祥 

聯絡電話：27208889-7723 

方案(計畫)名稱 
臺北市政府員工照顧家庭幼童及長者彈性上班方案 

■創新政策  □現有政策（依據性別差異，融入性別觀點，增修政策及措施。） 

相關機關構 本府人事處及本府各機關 

政策目標 

為因應我國少子化及高齡化現象，使本府員工不會為了擔負照顧家庭責任而必須離職或增加身心壓力，爰

擴大現行彈性上班規定，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提供減少工時措施，以建構本府為工作家庭平衡之

友善職場環境。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含相關性別

統計數據、性別差

異及性別觀點等）

及性別目標 

一、查「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每日上班時數為 8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為 40 小時。各機關 (構) 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不變更每週上

班日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 

二、復查「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規定，除基於業務需要，經機關首長指定部分人員

固定在某一時段或不實施彈性上班外，其餘本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均依該要點實施彈性上班，彈性時間

為上午 8 時至 9 時；下午 5 時至 6 時。  

三、另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規定略以，受僱於僱用 3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3 歲子

女，得向雇主請求：(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

時間。 

四、本府現行性別相關統計數據如下： 

(一)現有員工人數：107 年 12 月 31 日，男性 22,401 人，女性 13,355 人，合計 35,756 人(「臺北市政

府暨所屬機關 107 年 12 月底現有職員、職工人數統計表」資料，調查對象包含各機關(構)公務人

員、約聘僱、駐衛警，不含臨時人員，另不含學校各類人員)。 

(二)請家庭照顧假人次：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男性 2,189 人次、女性 4,018 人次，

合計 6,207 人次(「臺北市政府員工請假人次」資料，調查對象包含各機關(構)學校之公務人員、

職工、約聘僱人員，不含教師、雇員、約用人員、臨時人員及駐衛警)。 

(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次：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男性 76 人次、女性 489 人次，

合計 565 人次(「臺北市政府員工請假人次」資料，調查對象包含各機關(構)學校之公務人員、職

工、約聘僱人員，不含教師、雇員、約用人員、臨時人員及駐衛警)。 

(四)申請侍親留職停薪人次：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男性 45 人次、女性 113 人次，

合計 158 人次(「臺北市政府員工請假人次」資料，調查對象包含各機關(構)學校之公務人員、職

工、約聘僱人員，不含教師、雇員、約用人員、臨時人員及駐衛警)。 

(五)本市政大樓合署辦公之各機關於上班前、下班後有親自接送或照顧國民小學以下兒童或 65 歲以

上長者需求之員工人數：107 年 9 月 30 日，本市政大樓合署辦公之各機關員工計 11,839 人，其

中 712 人有此需求(含男性 228 人、女性 484 人)(「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制度意見調查」

資料，調查對象包含本市政大樓合署辦公之各機關各類人員)。 

辦理

方式 

階段目標 

第一階段（108 年） 第二階段（109 年） 第三階段（110 年） 

蒐集本市政大樓各機關就照顧長

者或幼童者彈性上班制度之意

見，據以研擬相關制度，於本市政

大樓各機關正式實施，並請本市政

大樓以外各機關配合辦理。 

分析本市政大樓各機關員工為照

顧長者或幼童而實際申請調整彈

性上班時間情形。 

 

 

實施對象 
各機關員工 各機關員工  

執行範圍 
各機關 各機關  

執行方式 

(詳細計畫

內容請以

附件呈

現，並列

明「附件

X」。) 

一、廣蒐本市政大樓各機關意

見，了解各機關同仁實際需

求，及是否會影響業務運作。 

二、研修「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

彈性上班實施要點」，並納入

規範後，於本市政大樓各機關

正式實施。 

三、請本市政大樓以外之各機

關，在不影響為民服務及行政

一、調查本市政大樓各機關員工

為照顧長者或幼童，依據「臺

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

班實施要點」向服務機關申請

調整彈性上班時間情形及其

性別比例，並蒐集實際申請者

相關意見，以作為未來擬訂相

關措施之參考。 

二、適時宣導「臺北市市政大樓各

 



效率之前提下，參照該要點規

定配合辦理。 

四、適時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19條規定。 

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 5

點修正規定及「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 19條規定。 

預算來源 

■執行現有預算，約計 0元。 

□須另編列預算，約計     元。 

□其他，請說明： 

■執行現有預算，約計 0元。 

□須另編列預算，約計     元。 

□其他，請說明： 

□執行現有預算，約計     元。 

□須另編列預算，約計     元。 

□其他，請說明： 

預期成效 

1. 市政大樓各機關有照顧特定

家庭成員需求之員工，知悉臺

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

班實施要點第 5點修正規定。 

2. 有照顧家庭成員之員工，已依

據或參照臺北市市政大樓各

機關彈性上班實施要點第 5

點修正規定，向機關申請並獲

同意調整上班時間。 

3. 有未滿 3 歲子女之員工知悉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規

定。 

1. 員工得依其實際需求，依據「臺

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

實施要點」申請調整上班時間。 

2. 藉由相關統計數據了解員工申

請情形，並蒐集實際案例，以

適時回饋修正該要點。  

 

實際執行成效 

（待執行後再填寫） （待執行後再填寫） （待執行後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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