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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108 年 2 月 22 日經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決議通過 

■組別(甲、乙、丙、丁組)：乙組 

 姓名 單位 職稱 任務 

性別議題 

聯絡人 

顧有斐 站務處 課長 1. 熟悉本府性別主流化總計畫。 

2. 從性別視角審核、監督機關內之政策、措施、方案、計

畫。 

王佳文 人力處 課長 

賴妙嫦 人力處 組長 

承辦人 劉語彤 人力處 助理管理師 

承辦人直屬長官 王佳文 人力處 課長 

             

一、 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一） 實施末班車旅客乘車安全維護措施： 

1、 目標：保障夜間旅客乘車安全。 

2、 說明：考量捷運女性乘客較男性乘客(107 年男女比例約為：男 41%、女 59%)為多，而夜間時段旅客數量較少，為加強保障旅

客安全，爰擬訂相關措施。 

3、 執行方式： 

（1） 歷年來本公司協請捷運警察隨車巡視，並由公司稽查人員不定時巡視，行控中心、列車司機員及各車站站務人員亦透過

監視器加強監控。 

（2） 各捷運車站提供計程車電話叫車資訊小卡片，叫車通話過程全程錄音並保留 1 個月，車站人力許可時，派員陪同旅客至

出口候車，便利旅客安心轉乘計程車。 

（二） 設置哺集乳室並持續辦理哺集乳室安全維護措施： 

1、 目標：提供旅客性別平等之哺集乳使用空間。 

2、 說明：考量哺集乳室空間較為隱密，為加強保障旅客使用哺集乳室安全，爰擬訂相關措施。 

3、 執行方式： 

（1） 捷運全線 117 站，30 個車站設置哺集乳室， 87 個車站未設置哺集乳室者，本公司開放站務人員休息室替代哺集乳室供

民眾使用，有哺集乳之民眾需求(107 年男女使用比例約為：男 8%、女 92%)，均可洽站務人員開啟使用。 

（2） 由捷運車站站務人員每日定時巡視哺集乳室，並請清潔人員執行例行清潔工作時提高警覺，若發現異常，立即因應處理。 

（三） 提供捷運公廁性別平等如廁空間： 

1、 目標：增加女性廁間數，改善女廁排隊情形，並提供性別平等之如廁空間。 

2、 說明：初期路網捷運車站男女廁間比例為 1：1，依性別使用習慣，因女性廁間比例數量較少，易造成排隊情形，故在既有捷運

車站之有限空間及硬體設備擴充之技術層面等條件限制下，進行廁所擴充改善工作，在有限空間下極力增加女性廁間數量，以

減少女廁使用者之等候時間，促進實質性別平等。 

3、 執行方式：自 88 年起，陸續進行男女廁間比例改善，106 年完成江子翠站及景美站之廁所重置調整，107 年完成七張站、明德

站及善導寺站之廁所重置調整。 

 

二、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 成員 

 總數 男性 女性 單一性別比例(較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因 

性別議題聯絡人 3 1 2 33.33% 符合 

委員 17 10 7 41.17% 符合 

 

（二） 運作情形 

 會議主席 

（請勾選，主席為｢其他｣者，請填報職稱。） 

全數委員出席狀況 

（請勾選） 
府外委員出席者 

（請一一填報姓名） 
首長 副首長 主秘 其他 全數委員出席 超過 2/3 委員出席 

107-1       顧燕翎、畢恆達、許秀雯 

107-2       顧燕翎、畢恆達 

107-3       顧燕翎、畢恆達、許秀雯 

●附件 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附件 2：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辦理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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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意識培力 

（一） 一般從業人員參訓比率  

總人數：5,641             男性人數：4,496         女性人數：1,145 

 職員完成人數 職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3 小時

性別主流化

訓練 

5,554 

經扣除留職停薪、長

期病假等情況(計 87

人)，107 年應訓人數

5,554 人，已全員完

成訓練。 

100% 4,467 100% 1,087 100% 

 

（二） 高階主管人員參訓比率  

主管總數：39             男性主管數：36          女性主管數：3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3 小時性別

主流化訓練 
42 100% 37 100% 5 100% 

 

（三） 聘僱人員參訓比率(本公司因非行政機關，故無聘僱人員)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3 小時性別

主流化訓練 

- - - - - - 

 

（四）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時數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18 小時課程訓練，其中 1 天以上應屬進階課程) 

 姓名 年度培力總時數 進階課程時數 

性別議題聯絡人 顧有斐 19 6 

性別議題聯絡人 王佳文 21 12 

性別議題聯絡人 賴妙嫦 19 11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劉語彤 21 6 

 

（五） 自辦性訓練(含跨機關聯合辦理) 

項

次 

辦理日期 訓練班期(活動)

名稱 

訓練對象 

（可複選） 

訓練目標(內容)

或活動簡介 

講師資料 課程類別 

（可複選） 

訓練方式 

（可複選） 

時數 
參加人數 

1 107.7.9 性別平等暨性

騷 擾 防 治 班 - 

CEDAW公約與

性別平權 

 

▓ 一 般 從 業 人

員：承辦業務涉有

性別平等、性別歧

視防治或性別友

善概念等議題之

同仁 

□高階主管人員 

□其他：_______ 

落實性騷擾防治

法之防治教育及

宣導責任，並透

過了解 CEDAW

公約，提升性別

平等意識，以利

運用於性騷擾防

治業務 

黃長玲 

(台灣大學政

治系教授)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

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

例討論 

▓設計課後

評估及滿意

度調查問卷 

3 總計 109

人 

 

男 59 人 

女 50 人 

2 107.9.12 高階主管性別

意 識 培 力 - 

CEDAW實務及

案例研習 

一般從業人員 

▓高階主管人員 

▓其他：性別議題

聯絡人 

強化高階主管對

CEDAW 公約之

認識，提升性別

平等意識，以利

於規劃公司業務

上納入性別平等

觀點 

顧燕翎 

(財團法人臺

北基督教女

青年會顧問)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

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

例討論 

▓設計滿意

度調查問卷 

3 總計 42 人 

 

男 37 人 

女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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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數量： 

名稱 
數量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 0 1 

既有性別統計項目 0 1 

 

（二）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無 

（三） 新增性別統計項目：無 

（四）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項次 分析專題名稱 辦理科室或委託辦理單位名稱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題報告時間 

1 貓空纜車旅客性別友善設施及措施項目統

計分析 

委管處 107.07.03 

2 捷運車站廁間改建性別統計分析 工務處 107.07.03 

●附件 3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2 篇) 

 

五、 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 

本公司屬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特別立法設置之事業單位，非屬行政機關，並未有新/修訂自治條例、公共工程中程

計畫及重大施政計畫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情形。 

 

六、 性別預算 

（一） 本年度(107)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元)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員工訓練費用 11,400 辦理性別平等暨性騷擾防治等課程，強化公司同仁性別平等與知能。 

2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18,000 107 年召開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由總經理召集並邀集外聘民間委員、相關

單位主管及性別議題連絡人，共同參與討論、審核公司與性別相關之政策、措施、

方案及計畫。 

3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

產假、陪產假、生理假及

家庭照顧假等薪資之用

人費用 

12,861,013 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公司同仁申請該 4 種假別，

公司均不將其視為缺勤而影響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總計 12,890,413  

 

（二） 下年度(108)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元)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員工訓練費用 11,400 辦理性別平等暨性騷擾防治等課程，強化公司主管及同仁性別平等與知能。 

2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22,500 108 年預計召開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由總經理召集並邀集外聘民間委員、

相關單位主管及性別議題連絡人，共同參與討論、審核公司與性別相關之政策、措

施、方案及計畫。 

3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

產假、陪產假、生理假及

家庭照顧假等薪資之用

人費用 

14,779,860 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公司同仁申請該 4 種假別，

公司均不將其視為缺勤而影響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總計 14,813,760  

 

（三） 下年度與本年度相較之增減：增加  1,923,3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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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本公司經市府指定為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4 類，每類至少 1 項。 

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策、方

案、措施或計畫名稱 

（若該類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

平等之政策、措施、

方案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動規劃辦理促進

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計畫等。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3、主動規劃與推動相較於現行法令更加友善之性別平等措施。 提供女性司機員友善職場環境 

4、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例如兒童

節、婦女節、社工日、母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日、

父親節、臺灣女孩日等。 

 

5、其他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設置哺集乳室並持續辦理「廁所與哺集乳

室安全維護措施」 

2、辦理「末班車旅客乘車安全維護措施」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

源拓展性別平等業

務，鼓勵、督導區公

所、所屬機關、民間

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與

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1、納入區公所及所屬機關為一級機關構性別主流化計畫實施

對象。 

 

2、鼓勵、督導區公所及所屬機關訂頒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

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4、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評鑑及考核區公所、所屬機關、

民間組織與企業之計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別

平等之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助、加分等積極獎勵作

為。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

平等概念或性別友

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

盡量避免僅有口號宣導。 

「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及「2018 年出口音

樂節」系列活動分別於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及

爵士廣場辦理，於現場播放或放置「不要性騷

擾 別當加害人」及「哺集乳室使用協助」等

文宣訊息，以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4、辦理活動時優先考量設有性別友善設施設備之場地。   

5、規劃性別友善專區提供服務。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

哺集乳室、衡平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

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與機關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或案例，如社工、托育人員、警察、消

防員、護理師、照顧服務員等。 

 

2、針對機關構業務研發一般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

之教材或案例彙編等。 

針對站務人員施予防身裝備使用訓練，同時亦

編有「車站犯罪事件處理－性騷擾處理」作業

程序。 

3、性平辦得針對本項編列年度預算作為辦理機關構之獎勵。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

說明會、記者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

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宣導文宣：須有具

體宣導內容。 

1、自製「博愛識別貼紙」供有需要的旅客索

取，以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2、製作捷運車站/車廂「不要性騷擾、別當加

害人」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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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策、方

案、措施或計畫名稱 

（若該類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六)所屬府層級或一級

機關構任務編組委

員會及公務人員考

績甄審委員會符合

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情形 

1、所屬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2、所屬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 

 

3、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

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成果說明：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 方案名稱：設置哺集乳室並持續辦理「廁所與哺集乳室安

全維護措施」 

(1) 捷運全線 117 站，除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規定於

16 個交會轉乘站設置哺集乳室外，並於 14 個端點站或

特殊站額外設置，優於現有法規規定；其中未設置哺集

乳室之 87 個車站，本公司亦開放站務人員休息室替代

哺集乳室供民眾使用，如有哺集乳需求，均可洽站務人

員開啟使用。 

(2) 由捷運車站站務人員每日定時巡視廁所與哺集乳室，並

請清潔人員執行例行清潔工作時提高警覺，若發現異

常，立即因應處理。 

 

 

 

 

 

 

 

 

 

2、 方案名稱：辦理「末班車旅客乘車安全維護措施」 

(1) 考量捷運車站夜間時段旅客數量較少，為加強

保障旅客安全，爰擬訂相關措施。 

(2) 本公司協請捷運警察隨車巡視，由稽查人員不

定時巡視，並由行控中心、列車司機員及各車

站透過監視器加強監控。 

(3) 各車站提供計程車電話叫車資訊小卡片(臺北

市公運處智慧型婦女安全叫車轉接系統，叫車

通話過程全程錄音並保留 1 個月)，車站人力許

可時，可視情況派員陪同旅客至出口候車，便

利旅客安心轉乘計程車。 

 

3、 方案名稱：持續提供「女性司機員友善職場環境」提升女性擔任司機員之意願 

(1) 於各捷運機廠及車班設有女性司機員專屬休息區。 

(2) 女性司機員懷孕時可申請調整職務，並暫停主線駕駛勤務，且安排於懷孕期間調整至客服中心任職，不需輪值夜班，同時可

申請借用孕婦專用制服及防電磁波孕婦背心。 

(3) 針對有哺集乳需求之女性司機員，於工作時間內提供哺集乳時間。 

(4) 經統計 101 年至 107 年年底，女性司機員比例已由 24.9%提升至 27.55%，顯見已提升女性擔任司機員之意願；另經查詢交

通部網站中軌道運輸業之駕駛人力男女比例，本公司女性駕駛人力比例亦為各軌道運輸業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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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 方案名稱：「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系列活動 

(1) 「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系列活動於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辦理，於現場播放「不要性騷擾 別當加害人」及「哺集乳室使

用協助」等文宣訊息，以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2) 大賽初賽及決賽評審人數共 14 位，性別比例為女性 36%(5 位)、男性 64%(9 位)。 

 

 

 

 

 

 

 

 

 

 

 

 

2、 方案名稱：「2018 年出口音樂節」系列活動 

(1) 「2018 年出口音樂節」系列活動於捷運爵士廣場辦理，於現場放置「不要性騷擾 別當加害人」及「哺集乳室使用協助」

等文宣訊息，以宣導性別平等概念。 

(2) 107 年 10-11 月出口音樂節邀請表演歌手樂團共 15 組，其中包含女性於其中的比例為 60%(9 組)、包含男性於其中的樂

團比例為 87%(13 組)。 

 

 

 

 

 

 

 

 

 

 

 

 

（三）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方案名稱：針對站務人員施予處理性騷擾案件處理技巧訓練，同時亦編有「車站犯罪事件處理－性騷擾處理」作業程序，並於 107

年 8 月 31 日修訂。 

(1) 於 107 年辦理共計 12 梯次「站務人員防身裝備使用訓練班」，強化站務人員使用防身裝備(如辣椒噴霧器、木棍等)技巧及

步驟。 

(2) 編有「旅客服務作業-車站犯罪事件處理-性騷擾處理」作業程序，針對旅客遭遇性騷擾處理訂有明確處理程序，公告於公

司內部網頁，供站務同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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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1、方案名稱：自製「博愛識別貼紙」供旅客索取 

(1) 宣導內容以「謝謝!您的體貼。我的需要，您懂!」為 Slogan，圖

案為麻吉貓坐在博愛座的椅子上，表達感謝被讓座的心情。 

(2) 年長者、身心障礙或身體不適等有需要的旅客，不需排隊及出示

任何證明文件，皆可於全線車站詢問處前方窗口自由索取，以持

續發揚捷運文化關懷禮讓精神，促進實質性別平等。 

 

 

 

2、方案名稱：製作捷運車站/車廂「不要性騷擾 別當加害人」宣導海報 

(1) 宣導內容為「尊重每個人的感受及身體自主權，若是受害人，請立即指認、報案。旁人應主動協助、拒絕冷漠」，並以民

眾熟悉之站務人員為圖例，以教學方式進行宣導避免過於僵化。 

(2) 除於捷運月台層張貼宣導海報外，並於 141 列

車上刊，積極營造友善之公共空間。 

 

 

 

 

 

 

 

 

 

八、 其他相關成果 

本公司均依總計畫訂定之應辦理事項推展促進性別平等 

 

九、 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 

項次 重點項目或方案名稱 現況說明 具體策略 預期效益 

1 持續辦理性別意識培

力 

(1) 高階主管、非輪班人員：每年均須完成 3

小時性別相關訓練。 

(2) 輪班人員：每 2 年完成 3 小時性別主流化

訓練。 

(3) 依市府公訓處規劃實體課程，如性別影響

評估工作坊、性別平等議題等類別，選派

各處室相關人員參訓。 

持續推動性別相關訓練課程，並

配合市府規劃事項，落實「性別

平等」各項具體行動措施。 

提高同仁性別平權意

識。 

2 持續辦理性別統計 每年撰擬 2 篇統計分析專題。 持續執行各項業務統計分析，透

過性別統計分析發掘問題。 

 

作為後續人員管理及

政策制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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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運

公

司 

107

-1 

107.3.1 

召集人顏總

經理邦傑 

 

3/3 

 

16/17 

 

顧燕翎Ｏ 

畢恆達Ｏ 

許秀雯Ｏ 

楊秦恒Ｏ（劉士莒代理） 

傅敏雄Ｏ 

姚惠芳Ｏ 

黃雅芬Ｘ 

王秋惠Ｏ 

俞世健Ｏ 

洪育銘Ｏ 

曾彥鈞Ｏ 

黃清信Ｏ 

陳棋銘Ｏ（張家倩代理） 

顧有斐Ｏ 

王佳文Ｏ 

賴妙嫦Ｏ 

報告事項 1：確認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 106 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人力處）。 

紀錄確認。 無 

報告事項 2：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性別友善廁所「標

誌圖案」修訂討論案（站務處）。 

標誌圖案俟性平辦研議定案後，再由公司配合辦理相關

作業。 

性平辦仍持續蒐集相關意見中，本公司將依性平辦研

議定案後，再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報告事項 3：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辦理年度大型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企

劃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4：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企劃處、人力處、站務處、

行車處）。 

以第 3 款(站務人員宣導設計款)作為新版性騷擾防治宣

傳海報，於企劃處定稿後由站務處及行車處安排海報印

製及車站、車廂上刊等作業，並作為本年度推展性別平

等工作實施項目之一。 

於 107 年 4 月 1 日前完成印製及車站與電聯車海報上

刊作業。 

報告事項 5：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捷運車站（廂）內

之各項文宣設計（企劃處、人力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6：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性別議題潛在風險

檢查表轉知相關單位（人力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7：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捷運車站及公司各

營運場所廣播使用中性用語（行車處、

委管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8：106 年運用統計資訊支援決

策情形核閱案（會計處）。 

決策情形表准予備查。 

另請工務處及站務處，於下次會議中提報下列資訊供參。 

(一) 廁所改建計畫時程及改善成果。 

(二) 捷運哺集乳室(含借用車站站務人員休息室)開放使

用情形，如每月使用人次、目的、性別及意見調查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第 2 次會議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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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統計數據。 

報告事項 9：市府函轉行政院性平處請各

機關構落實CEDAW及違反CEDAW類型

案例宣導參閱案（人力處）。 

准予備查。 

另請企劃處及行車處，評估以公司女性司機員任職比

例、工作表現等為宣導題材，以破除民眾對於司機員職

務之性別刻板印象。 

1、本公司 107 年 2 月與麥卡貝網路電視合作拍攝推

出「一日北捷員工」影片，介紹及安排主持人邰

智源體驗捷運各項工作內容，其中司機員實習橋

段由女性司機員擔任，負責解說介紹司機員上線

前置任務及電聯車駕駛等工作內容，該部影片

(上、下集)觀看次數共計 145 萬 6 千次。 

2、本公司 107 年 3 月於官方臉書徵才影片貼文，以

女性司機員於駕駛室操作畫面為題材，藉此鼓勵

女性朋友報考公司職缺。 

3、經統計 101 年迄今，女性司機員比例已由 24.9%提

升至 27.53%，顯見已提升女性擔任司機員之意

願；另經查詢交通部網站中軌道運輸業之駕駛人

力男女比例，本公司女性駕駛人力比例亦為各軌

道運輸業之冠。 

報告事項 10：106 年推展性別平等工作成

果報告核閱案（人力處）。 

工作成果報告項次七(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

材或案例」，依性平辦建議修正後，於期限內函覆性平

辦，並同時於公司官網公告。 

修正完成後，於 107 年 3 月 6 日回覆性平辦，並同時

於公司官網公告。 

報告事項 11：「105 至 106 年推動性別平

等工作獎勵計畫」提送申請表單核閱案

（人力處）。 

(一) 本公司為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

特別立法設置之事業單位，非屬行政機關，相關內

容及評分機制與本公司企業化方向相左，公司治理

朝向具有實質效益之創新作為，不著重徒具形式項

目。 

(二) 本案團體獎評分表自評部分照案通過，請人力處於

期限內函覆性平辦。 

(三) 特別獎部分，考量本公司為事業機構，性平業務多

屬例行性，故比照 103-104 年，不申請參加。 

於 107 年 3 月 6 日函覆性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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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外委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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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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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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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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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事項 1：本公司 107 年「推動性別主

流化暨性別平等實施計畫(105-108 年)」

實施項目案（人力處）。 

照案通過，請各權責單位依決議內容及期程實施。 各權責單位依決議內容及期程實施。 

臨時動議 1：宣導民眾進入捷運車廂後背

包攜帶方式，建議融入宣導理由並設計

短片等，於捷運車站（廂）內播放，以

增加宣導效果（企劃處、行車處）。 

同左。 1、本年度捷運乘車文化宣導系列燈箱中，其中一款

以大眾熟知電影倩女幽魂故事及角色為發想，以

寧采臣背著書箱竹簍於車廂尋找小倩而驚擾其他

乘客並加上標語提醒後背包改用手提，該版面於

107 年 5 月設計後持續於車站刊登。 

2、除透過廣播、跑馬燈等方式宣導後背包禮節外，

於 107 年 4 月推出「麻吉貓親子友善車廂動畫」，

將進入車廂後背包提於手上之宣導融入動畫中，

以多元方式宣導後背包禮節。 

23

捷

運

公

司 

107

-2 

107.7.3 

召集人顏總

經理邦傑 

 

2/3 

 

15/17 

 

顧燕翎Ｏ 

畢恆達Ｏ 

許秀雯Ｘ 

楊秦恒Ｏ 

傅敏雄Ｏ 

姚惠芳Ｏ 

黃雅芬Ｏ 

王秋惠Ｏ 

俞世健Ｏ 

洪育銘Ｏ 

曾彥鈞Ｏ 

陳忠助Ｏ 

陳棋銘Ｘ 

顧有斐Ｏ 

王佳文Ｏ 

賴妙嫦Ｏ 

報告事項 1：確認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 107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人力處）。 

紀錄確認。 無 

報告事項 2：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性別友善廁所「標

誌圖案」修訂討論案（站務處）。 

標誌圖案俟性平辦研議定案後，再由公司配合辦理相關

作業。 

案經「107年第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及「第11屆第

6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議」討論，尚待性平

辦函知設置原則，本公司將視函知內容，再行檢討。 

報告事項 3：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站務處、行車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4：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廁所改建計畫時程

及改善成果（工務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5：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捷運哺集乳室開放

使用統計情形（站務處）。 

每月使用人次、目的、性別及意見調查等統計數據分析

後，請以圖表方式呈現，並與捷運運量進行比對；針對

不滿意者所提具體意見可思考如何精進。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第 3 次會議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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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報告事項 6：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以女性司機員為宣

導宣導題材，破除民眾對於司機員職務

之性別刻板印象（企劃處、行車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7：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7 年性別意識培

力（人力處、各單位）。 

非屬一級主管以上人員部分，各單位應督促所屬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3 小時訓練。 

1、非屬一級主管以上人員：107 年度非輪班人員及輪

班人員均須受訓，經扣除留職停薪、長期病假等

情況，應訓 5,554 人已於 7 月 31 日前完訓，完訓

100%。 

2、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於 107 年 9 月 12 日開設

「CEDAW 實務及案例研習」實體課程，總計 42

人(含 3 位性別議題聯絡人)完訓。 

報告事項 8：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7 年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專題（企劃處、站務處）。 

「貓空纜車旅客性別友善設施及措施項目統計分析」及

「捷運車站廁間改建性別統計分析」2 專題報告，准予備

查。 

2 項性別統計分析報告將併同 107 年成果報告，提報

本小組決議通過後，於公司官網公告。 

報告事項 9：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辦理大型活動融入

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企劃

處）。 

於辦理捷運捷客盃街舞大賽、出口音樂節等大型活動

時，除提供性別友善設施外，亦請考慮將性別平等概念

融入活動主題，如有必要，可洽性平辦提供協助。 

1、107 年 7-8 月捷運盃捷客街舞大賽初賽及決賽評審

人數共 14 位，性別比例為女性 36%(5 位)、男性

64%(9 位)。 

2、107 年 10-11 月出口音樂節邀請表演歌手樂團共 15

組，其中包含女性於其中的比例為 60%(9 組)、包

含男性於其中的樂團比例為 87%(13 組)。 

3、為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各項活動現場均有設置或

播放「不要性騷擾 別當加害人」等文宣訊息。 

報告事項 10：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

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以短片方式宣導

民眾進入捷運車廂後背包攜帶方式並

融入宣導理由，增加宣導效果（企劃

處、行車處）。 

准予備查。 無 

臨時動議 1：內政部已提出「既有公共場

所親子廁所盥洗室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

同左。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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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序及認定原則」草案，如屆時通過之內

容影響本公司所轄營運場所時，工務處

應妥為因應。（工務處） 

臨時動議 2：部分捷運車站現階段僅有單

一電扶梯，請站務處評估調整不同時段

之電扶梯搭乘方向，以符合不同年齡層

民眾之使用需求。（站務處） 

同左。 1、出口僅設置單一電扶梯之運行方向，經考量旅客

快速出站及爬樓梯較費力等因素，以向上運行為

原則。另針對部分車站出口僅設置單一電扶梯調

整不同時段向下運行。 

2、調整不同時段之電扶梯搭乘方向實施迄今，尚可

滿足不同時段大多數不同年齡層民眾之使用需

求；本公司將持續蒐集民眾需求，以作為電扶梯

調整運行方向之參考。 

3、捷運局目前已完成古亭站 3 號、5 號及 7 號出口設

置雙向電扶梯(原為一座樓梯及一座上行電扶梯)

並開放供民眾使用，未來將規劃於 16 個捷運車站

(合計 20 個出入口)設置雙向電扶梯，預計於 110

年前增設 52 座電扶梯及 1 座電梯。 

23

捷

運

公

司 

107

-3 

107.11.21 

召集人顏總

經理邦傑 

 

3/3 

 

16/17 

 

顧燕翎Ｏ 

畢恆達Ｏ 

許秀雯Ｏ 

楊秦恒Ｏ（林錦河代理） 

傅敏雄Ｏ 

姚惠芳Ｏ 

黃雅芬Ｏ 

王秋惠Ｏ 

俞世健Ｏ 

洪育銘Ｏ 

曾彥鈞Ｏ 

鄭銘興Ｏ 

陳棋銘Ｏ 

報告事項 1：確認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 107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人力處）。 

紀錄確認。 無 

報告事項 2：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性別友善廁所「標

誌圖案」修訂討論案（站務處）。 

性平辦將於近日函知「臺北市政府所轄機關構之廁所涉

及不分性別設計之設置參考原則」，屆時請依參考原則

檢討本公司是否需配合辦理。 

依會議決議辦理。 

報告事項 3：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捷運哺集乳室開放

使用統計情形（站務處）。 

分析報告內容准予備查。 

另考量不同運具票價差異，本公司免費提供哺集乳室之

嬰兒相關清潔用品仍維持現行方式予以合理管控。 

依會議決議辦理。 

報告事項 4：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7 年性別意識培

力（人力處、各單位）。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5：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辦理大型活動融入

准予備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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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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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顧有斐Ｏ 

王佳文Ｏ 

賴妙嫦Ｘ 

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企劃

處）。 

報告事項 6：報告上次會議指（裁）示暨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部分捷運車站現階

段僅有單一電扶梯，請站務處評估調整

不同時段之電扶梯搭乘方向，以符合不

同年齡層民眾之使用需求(站務處)。 

准予備查。 無 

報告事項 7：本公司配合臺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委員會決議「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因

應少子化高齡化政策架構」之 108 年至

110 年行動方案(人力處、委管處、行車

處)。 

本公司將執行之「捷運車廂設置親子友善區與博愛座」

及「兒童新樂園各項行銷活動」准予備查。 

另考慮針對各方案主題活動之文字或圖案可視情形加入

祖父母元素，以呈現不同形式之多元性別平等概念。 

依會議決議辦理。 

臨時動議 1：內政部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訂定「既有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並

自同日生效，請工務處檢視本公司所轄

營運場所是否符合或需配合調整。（工務

處）。 

同左。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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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構 

一、委員會組成（2.-8.項請以最新名單填報） 
二、實施計畫訂

定 
三、開會情形簡述 

備註 

（無特殊情況需說明可免填） 

1.成立時

間（名單

奉核時

間） 

2.委

員總

人數 

3.男

性委

員人

數 

4.女

性委

員人

數 

5.府外委員姓名

╱性別（請一一

列出，曾任或現

任臺北市女委會

委員請加註 O） 

6.性別聯絡人姓

名、職稱╱性別（請

一一列出） 

7.全體委員

是否符合

1/3 性別比

例原則 

8.性別聯

絡人是

否符合

1/3 原則 

1.通過

日期 

2.最新

修正日

期 

1.成立至

107年 12

月底開

會次數 

2.開會日期

（請一一列

出） 

3.報告案

／討論案

╱臨時動

議案量 

4.議

案總

計 

23 捷運公

司 

102.3.25 

 

17 10 7 顧燕翎╱女╱O 

畢恆達╱男╱O 

許秀雯╱女╱O 

顧有斐課長╱男 

王佳文課長╱女 

賴妙嫦組長╱女 

O O 102.9.9 105.7.4 20 1-102.6.18 

2-102.9.9 

3-102.12.25 

4-103.2.24 

5-103.6.23 

6-103.8.14 

7-103.11.6 

8-104.3.23 

9-104.5.11 

10-104.9.14 

11-104.12.22 

12-105.7.13 

13-105.10.26 

14-105.12.19 

15-106.2.14 

16-106.7.26 

17-106.11.23 

18-107.3.1 

19-107.7.3 

20-107.11.21 

3／1／0 

2／1／0 

3／0／0 

2／0／0 

2／1／1 

3／0／1 

3／0／0 

3／0／0 

3／0／0 

5／0／1 

2／0／1 

5／2／0 

13／0／0 

10／1／0 

6／1／1 

9／0／1 

8／0／3 

11／1／1 

10／0／2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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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由 

本案係依據 107年 3月 1日臺北捷運公司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 107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撰擬「捷運車站廁

間改建性別統計分析」專題報告。 

二、 捷運車站廁所男、女廁比例配置沿革 

臺北捷運自 85年 3月 28日文湖線木柵段通車與後續陸

續加入營運之淡水線、中和線、新店線與南港線等共 60個

初期路網車站，其男、女廁間數量係以約 1：1.3之比例設

置。95年 5 月 31 日通車之板橋、土城線 9 個車站之男、女

廁間數量係以約 1：2.4之比例設置。上述 69個早期路網車

站之男、女廁間數量係以約 1：1.4 比例設置。 

自 97 年 12月 25日南港站通車後之車站男、女廁間數

量已依內政部 95年 11 月 30日修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備編」第 37 條規定採 1：5比例設置(如文湖線內湖段、蘆

洲線、新莊線、信義線、松山線等)。 

表 1-臺北捷運早期路網車站男、女廁配置 

線別 車站數 通車日期 
男廁：小便器：女廁 

(比例) 
備註 

木柵線 12 85.03.28 
38：39：4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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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線 20 86.03.28 
74：77：88 

(1：1：1.2)  

中和線  4 87.12.24 
12：13：12 

(1：1.1：1)  

新店線 12 88.11.11 
44：47：59 

(1：1.1：1.3)  

南港線 12 88.12.24  
36：43：51 

(1：1.29：1.4)  

板橋線 5 89.08.31  
19：22：46 

(1：1.2：2.4)  

土城線 4 95.05.31  
14：20：32 

(1：1.4：2.3)  

總計 69 - 
 237：261：332

 (1：1.1：1.4)

自南港站(97.12.25通

車)後之車站男、女廁

依 1:5 比例設置 

 

三、 車站廁所改善與規劃 

經檢討旅客最不滿意為早期營運車站之女廁數量不足，

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調查資料顯示，臺灣女性如廁時間

約 70~73 秒，男性如廁時間約為 30~35秒，女性與男性兩者

之間約差 2倍時間，另依本公司旅客滿意度調查資料顯示搭

乘捷運之女性乘客約佔 63%，男性乘客約 37%，故早期捷運

路網之車站男、女廁間比例配置確有不合理。 

為提升捷運系統服務品質，本公司緣自民國 88年起即

因應各車站特性、旅運量、無障礙與親子友善與旅客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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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針對上述 69 個早期路網車站之部分仍有改善空間與

女廁數量需求較高之車站廁所進行衛生設備數量擴充改善，

衡酌建築物的空間結構等特性，運用現地最大可用空間作最

佳化設計，並儘可能朝新法規改善男、女廁間設置比例，逐

年編列預算進行車站廁所重置改建工程。 

表 2-臺北捷運旅客性別比率 

統計項目 單位 102 年 103年 104年 105 年 106年 

捷運旅客性別比率 
男 

% 
35.7 37.9 40.3 37.8 33 

女 64.3 62.1 59.7 62.2 67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旅客滿意度調查」 

    

四、 車站廁所改建成果 

 針對 69 個早期路網車站，經統計自民國 88 年至 107

年 6 月 11日止，本公司已完成 45個車站廁所改建，共計增

加 267間女廁、80 個小便器、1 間獨立式無障礙廁所、1間

獨立式親子廁所及 45 間獨立式親子兼無障礙廁所，歷年辦

理廁所改善之車站如下： 

(一)88 年：淡水站改善。 

(二)89 年：公館站、新店站改善，及淡水站站後河濱公園旁

新增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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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0 年：台北車站 U3層付費區與非付費區改善。 

(四)91 年：台北車站 U2層付費區與動物園站改善。 

(五)94 至 95年：文湖線木柵段(木柵站、萬芳社區站、萬芳

醫院站、辛亥站、麟光站、六張犁站、科技大樓站、大

安站、南京復興站與中山國中站)改善。 

(六)96 年：劍潭站與士林站改善。 

(七)97 年：雙連站與民權西路站改善。 

(八)98 年：圓山站、芝山站、石牌站與北投站改善。 

(九)99 年：台北車站付費區、西門站與公館站改善。 

(十)99 年：石牌站與芝山站新增第二出入口含增設廁所。 

(十一)100 年：台北車站非付費區、龍山寺站與市政府站改

善。 

(十二)101 年：台電大樓站、古亭站與中正紀念堂站改善。 

(十三)102 至 103 年：頂溪站、忠孝復興站與忠孝敦化站改

善。 

(十四)103 至 104 年：後山埤站、國父紀念館站與台大醫院

站改善。 

(十五)104 至 105 年：忠孝新生站、永安市場站與南勢角站

改善。 

http://www.dorts.gov.taipei/public/MMO/dortsc_media/0601Muzha/0601br07.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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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05 至 106 年：新埔站、江子翠站與景美站改善。 

(十七)106 至 107 年：七張站、明德站與善導寺站改善。 

表 3-歷年車站廁所改善成果 

年度 車站名稱 

改 善 成 果  

男廁 小便器 女廁 獨立式廁間 

88 淡水站 0 +5 +16 0 

89 公館站、新店站、淡水站站後公園 +4 +14 +32 +2 

90 台北車站 U3層付費區與非付費區 0 0 +10 0 

91 台北車站 U2層付費區、動物園站 +1 -1 +15 +2 

94-95 

木柵線(木柵站、萬芳社區站、萬芳

醫院站、辛亥站、麟光站、六張犁站、

科技大樓站、大安站、南京復興站與

中山國中站)                                                                                                 

-8 +8 +20 +10 

96 士林站、劍潭站 -3 +5 +11 +2 

97 雙連站、民權西路站 0 +1 +3 +2 

98 圓山站、芝山站、石牌站、北投站 -4 +4 +10 +4 

99 
台北車站(付費區)、西門站、公館

站、石牌站、芝山站 
+2 +7 +32 +4 

100 
台北車站(非付費區)、龍山寺站、市

政府站 
-1 +6 +20 +3 

101 台電大樓站、古亭站、中正紀念堂站 +2 +7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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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頂溪站、忠孝復興站、忠孝敦化站 -1 +6 +18 +3 

103-104 
後山埤站、國父紀念館站、台大醫院

站 
0 +7 +17 +3 

104-105 忠孝新生站、永安市場站、南勢角站 -1 +2 +19 +3 

105-106 新埔站、江子翠站、景美站 0 +6 +16 +3 

106-107 七張站、善導寺站、明德站 -3 +3 +10 +3 

  合    計 -12 +80 +267 +47 

圖 1-歷年車站廁所改善成果 

 

五、 廁間性別統計分析 

(一)早期路網車站廁所改建前後之男女廁間統計分析 

有關早期路網 69個車站之原始配置為男廁 237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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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器 261 個與女廁 332個，比例約為 1：1.1：1.4，目前已

完成 45個車站廁所改建，目前改善後現況為男廁 224 個、

小便器 341 個與女廁 599 個，比例提升約為 1：1.5：2.7，

另有增設 47 個男女皆可使用之獨立式廁間。 

(二)前 10名運量車站之男女廁間統計分析 

臺北捷運每日運量約 208 萬人次，經統計運量前 10 名

車站為台北車站、西門站、市政府站、忠孝復興站、板橋站、

中山站、淡水站、新埔站、忠孝敦化站與南京復興站，此

10 個車站之廁所原始配置為男廁 55 個、小便器 61 個與女

廁 87 個，比例約為 1：1.1：1.6，經由這幾年廁所改建與

新通車交會轉乘站之另一側站體配置之廁所數量，改善後現

況為男廁 61 個、小便器 106個與女廁 248 個，比例提升約

為 1：1.7：4.1，另有 14個男女皆可使用之獨立式廁間。 

表 4-廁所改建前後之男女廁間統計分析 

線別 車站數量 

原設計 

男廁：小便器：女廁 

(比例) 

現況 

男廁：小便器：女廁 

(比例) 

木柵線 12 
38：39：44 

(1：1：1.4) 

31：48：75 

(1：1.5：2.4) 

淡水線 20 
74：77：88 

(1：1：1.2) 

70：111：179 

(1：1.6：2.6) 

中和線  4 
12：13：12 

(1：1.1：1) 

11：17：28 

(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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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線 12 
44：47：59 

(1：1.1：1.3) 

44：61：105 

(1：1.4：2.4) 

南港線 12 
36：43：51 

(1：1.29：1.4) 

34：55：117 

(1：1.6：3.4) 

板橋線 5 
19：22：46 

(1：1.2：2.4) 

20：29：63 

(1：1.5：3.2) 

土城線 4 
14：20：32 

(1：1.4：2.3) 

14：20：32 

(1：1.4：2.3) 

總計 69 
237：261：332 

(1：1.1：1.4) 

224：341：599 

(1：1.5：2.7) 

表 5-前 10名運量車站之男女廁間統計分析 

 

 

 

原設計 現況 原設計 現況 原設計 現況 原設計 現況 原設計 現況

台北車站(U3付費區) 4 12 4 4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4 6 99年重置改善

台北車站(U3非付費區) 5 12 4 3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5 7 100年重置改善

台北車站(U2付費區) 4 11 2 2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6 5 99年重置改善

2 西門站 7 18 4 4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6 8 1.8 4.5 99年重置改善

3 市政府站 4 15 4 4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4 5 1.0 3.8 100年已重置改善

忠孝復興站 6 12 3 3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3 4 102年重置改善

忠孝復興站(文湖線) 8 8 5 5 0 0 5 5 88年底與SOGO百貨一起啟用

5 板橋站 20 20 6 6 0 0 6 6 3.3 3.3

中山站 4 4 4 3 0 0 4 4 預定107-108年重置改善

中山站 0 26 0 2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0 9 松山線站體

淡水站(公車轉乘) 5 5 4 4 0 0 3 3 無餘裕空間可供廁所擴充改善

淡水站(付費區) 4 20 4 4 0 0 4 9 88年辦理擴建改善

淡水站(非付費區) 0 23 0 4 0

1間獨立親子廁

所

1間獨立無障礙

廁所

0 9 89年於車站後河濱公園旁增設

8 新埔站 8 14 3 3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3 6 2.7 4.7 105年重置改善

9 忠孝敦化站 3 12 3 3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4 6 1.0 4.0 102年重置改善

南京復興站(文湖線) 5 6 5 2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4 4 94、95年重置改善

南京復興站(非付費-夾層) 0 5 0 1 0 0 0 2

南京復興站(非付費區) 0 5 0 1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0 3

南京復興站(付費區) 0 20 0 3 0
1間獨立式親子

兼無障礙廁所
0 5

87 248 55 61 0 14 61 106 1.6 4.1

3.9

1.8 2.5

1.0 6.0

女廁 男廁

1.0 5.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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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

獨立廁間 小便斗

松山線站體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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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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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目前早期通車路網之旅運量較高車站均已完成廁所改

善，或為交會轉乘站之另一側站體已配置廁所提供使用，除

尖峰時段或跨年等特殊節慶活動外，廁所排隊等候情形已明

顯改善，本公司將持續觀察車站廁所使用狀況與評估相關改

善，以提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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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依臺北捷運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7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貓空纜車旅客基本統計 

    臺北捷運公司於 106年委託問卷調查公司針對 15歲以上搭乘貓空纜車

之旅客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地點為貓空纜車動物園站、動物園南站、指南

宮站及貓空站，共完成 1,174 份有效問卷，信賴水準為 95%時，最大抽樣

誤差不超過±2.86%。 

(一) 樣本特性分析： 

1. 性別：女性占 59.5%，高於男性 40.5%。(如圖 1) 

 

 
圖 1 性別 

  

男 

40.5% 女 

59.5% 

n=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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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以 20-29 歲所占比率最高(29.1%)，次高為 30-39 歲(27.7%)、

第三高為 40-49 歲(20.2%)。(如圖 2-1) 

 

圖 2-1  年齡比例 

 

 另為了解男女性別差異，再依年齡區分性別得知: (如圖 2-2) 

(1)女性: 以20-29 歲所占比率最高(29.7%)，次高為30-39 歲(26.9%)、

第三高為 40-49 歲(20.9%)。 

(2)男性: 以30-39 歲所占比率最高(28.9%)，次高為20-29 歲(28.2%)、

第三高為 40-49 歲(19.2%)。 

 
圖 2-2  年齡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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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程度：以大學所占比率最高(53.9%)，次高為研究所及以上(17.1%)、第三

高為高中(職)(12.8%)。(如圖 3-1) 

 
圖 3-1  教育程度比例 

另為了解男女性別差異，再依教育程度區分性別得知: (如圖 3-2) 

(1)女性: 以大學所占比率最高(55.2%)，次高為研究所及以上(14.5%)、

第三高為高中(職)(13.6%)。 

(2)男性: 以大學所占比率最高(52.1%)，次高為研究所及以上(20.8%)、

第三高為高中(職)(11.6%)。 

 
圖 3-2  教育程度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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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業：以私人機構員工所占比率最高(24.2%)，次高為學生(20.0%)、

第三高為私人機構管理階層或專業人員(19.8%)。(如圖 4-1) 

 

圖 4-1  職業比例 

另為了解男女性別差異，再依職業區分性別得知: (如圖 4-2) 

(1)女性: 以學生所占比率最高(21.7%)，次高為私人機構員工(20.5%)、

第三高為私人機構管理階層或專業人員(18.9%)。。 

(2)男性: 以私人機構員工所占比率最高(29.6%)，次高為私人機構管理

階層或專業人員(21.0%)、第三高為學生(17.6%)。 

 

圖 4-2  職業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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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住地區：以國外地區所占比率最高(42.8%)，其次依序為臺北市

(21.5%)、其他縣市(20.5%)、新北市(15.2%)。(如圖 5-1) 

 

圖 5-1  居住地區比例 

另為了解男女性別差異，再依居住地區分性別得知: (如圖 5-2) 

(1)女性: 以國外所占比率最高(42.9%)，次高為臺北市(21.7%)、第三

高為外縣市(18.2%)。 

(2)男性: 以國外所占比率最高(42.3%)，次高為外縣市 (23.7%)、第三

高為臺北市 (18.2%)。 

 

圖 5-2 居住地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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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同行搭乘對象：旅客與家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57.2%)最

高，其次依序為與朋友一同搭乘(32.4%)、獨自搭乘者(7.8%)、包車團

體旅遊(2.6%)。(如圖 6-1) 

 
圖 6-1  同行搭乘對象比例 

另為了解男女性別差異，再依同行搭乘對象區分性別得知: (如圖 6-2) 

(1)女性: 以旅客與家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55.4%)最高，其次依

序為與朋友一同搭乘(36.8%)、第三高為獨自搭乘者(6.0%)。 

(2)男性: 以旅客與家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59.7%)最高，其次依

序為與朋友一同搭乘(25.8%)、第三高為獨自搭乘者(10.5%)。 

  

圖 6-2  同行搭乘對象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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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歸結以上各項調查數據得知： 

1.搭乘貓空纜車之女性 59.5%，年齡分布主要介於 20-49 歲之占比最多

(77.5%)，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學以上占 69.7%，並以國外地區所占比率

最高(42.8%)，同行搭乘對象以家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55.4%)

最高。 

2.搭乘貓空纜車之男性約 40.5%，年齡分布主要介於 20-49 歲之占比最

多(76.3%)，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學以上占 72.9%，並以國外地區所占比

率最高(42.3%)，同行搭乘對象以家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59.7%)

最高。 

 

  (三) 透過上述調查顯示，旅客與家人一同搭乘的比率最高，整體比例高達

57.2%，由此可知，搭乘貓空纜車之旅客，多以家庭(族)成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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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子旅客搭乘纜車之分析 

    由貓空纜車滿意度調查得知，搭乘纜車以女性居多，且搭乘對象以家

人（親戚）一同搭乘的比率最高，為了解貓空纜車旅客搭乘一同出遊搭乘

對象，臺北捷運公司另針對旅客搭乘同行有 12歲以下兒童進行統計分析。 

    貓空纜車所屬車站(動物園站、動物園南站、指南宮站及貓空站)指派

服務人員紀錄搭乘車廂之親子旅客進出站人數，並依照貓空纜車調查日類

型做為區隔，對親子旅客進行性別調查分析。 

(一) 調查分析如下： 

1.親子搭乘比率：搭乘纜車之旅客，其同行對象有 12 歲以下兒童者占

34.9%，其餘一般旅客為 65.1%，(如圖 7) 

 
圖 7  親子旅客搭乘比例 

  

34.9% 

65.1% 

親子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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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不同調查日類型進行調查分析如下：(如圖 8) 

 (1)平日：親子旅客占 27.9%、一般旅客占 72.1%。 

(2)假日：親子旅客占 37.4%、一般旅客占 62.6%。 

整體而言，假日親子搭乘纜車比率(37.4%)比平日(27.9%)為高。 

 
圖 7  平假日親子旅客搭乘比例 

 

2.陪兒童搭乘同行對象：以親子旅客組成調查發現，父親占 7.1%，母

親占 24.4%，雙親占 68.5%。(如圖 8) 

 
圖 8  陪同兒童搭乘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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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車站陪同兒童搭乘者：動物園站、動物園南站、指南宮站及貓空

站，均以雙親陪同兒童搭乘比例最高，其次為母親，最後為父親。

(如圖 9) 

 
            圖 9 各車站陪同兒童搭乘對象比例  

 

4.再由各站親子同行比例調查後發現，由雙親陪同比例最高，母親陪

同次之，父親陪同者最低。 

  另依不同調查日類型進行調查分得知，雙親陪同兒童搭乘比例假日

高於平日，母親陪同兒童搭乘比例平日高於假日，父親陪同兒童搭

乘比例假日高於平日。(如圖 10) 

 

圖 10-1 動物園站平假日陪同兒童搭乘對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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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動物園南站平假日陪同兒童搭乘對象比例 

 
圖 10-3 指南宮站平假日陪同兒童搭乘對象比例 

 
圖 10-4 貓空站平假日陪同兒童搭乘對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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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總結上述得知： 

  搭乘纜車之旅客，其同行對象有 12歲以下兒童者占 34.9%，假日親

子搭乘纜車比率(37.4%)比平日(27.9%)為高。 

  親子旅客陪兒童搭乘同行對象以雙親為主，母親次之，父親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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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子性別友善設施及措施相關作為 

    貓空纜車為提昇服務品質，滿足親子性別旅客需求，加強車站親子性別

友善設施及措施相關作為。 

(三) 親子性別友善設施設置情形：(如表 1) 

1. 無障礙電梯：為提供推嬰兒車旅客上下樓層，各站無障礙電梯設置

情形為，動物園站 1 台、動物園南站 2 台、指南宮站 4 台、貓空站

1 台，當服務人員發現需要搭乘之旅客時，皆會主動引導前往搭乘。 

2. 無障礙親子廁所：各車站無障礙親子廁所設置情形為，動物園站 1

間、動物園南站 1 間、指南宮站 1 間、貓空站 1 間，方便嬰兒車或

親子使用。 

3. 尿布台：各車站於廁所均有設置尿布台，提供親子使用，設置情形

為，動物園站、動物園南站及指南宮站各 1 座、貓空站 3 座。 

4. 哺集乳室：為提供良好服務，於 99 年 3 月纜車復駛，增設動物園站

2 間哺集乳室，另於 101 年 4 月於貓空站增設 2 間哺集乳室，且均

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如圖 11)，每月平均 39.8 人

使用，另動物園南站及指南宮站則提供職員休息室予有哺集乳需求

旅客使用。(如表 2) 

5. 飲水機：動物園站及貓空站哺集乳室各設置 1 台冰、溫、熱飲水機，

動物園南站、指南宮站設置於職員室各設置 1 台，提供親子旅客泡

牛奶或飲水使用。 

6. 置物櫃：考量旅客搭乘纜車至山上車站後，多屬步行之行程，隨身

攜帶物品宜簡單輕便，故於動物園站設置置物櫃，親子旅客可將多

於行李及物品暫時寄放，輕鬆搭乘及出遊。 

7. 廁所：為提升捷運系統車站廁所之服務品質，本公司因應車站運量

特性、廁所排隊狀況，99 年 3 月增設動物園站外男廁 4 間、小便斗

7 個，女廁 20 間(比例為 1：1.75：5)，獨立無障礙兼親子廁所 2 間，

另原貓空站男廁 1 間、小便斗 6 個，女廁 8 間，獨立無障礙兼親子

廁所 1 間(比例 1：6：8)，101 年 4 月改善調整後為男廁 3 間、小便

斗 9 個，女廁 20 間(比例為 1：3：6.67)，獨立無障礙兼親子廁所 1

間。(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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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性別友善設施設置表 

設施 

站名 

無障礙電

梯 

無障礙親

子廁所 

尿布台 哺集乳

室 

飲水機 置物櫃 

動物園站 
(旅客服務中心) 

1 1 1 2 1 1 

動物園南站 
2 1 1 - 1 - 

指南宮站 
4 1 1 - 1 - 

貓空站 
1 1 3 2 1 - 

 

 

      
 

圖 11 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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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哺集乳室使用次數統計表 

   月份/人次 
105年 106年 

動物園站 貓空站 動物園站 貓空站 

1月 24 80 32 63 

2月 25 87 44 69 

3月 24 48 29 71 

4月 22 94 42 82 

5月 6 10 19 66 

6月 21 20 5 13 

7月 21 61 20 36 

8月 48 41 21 41 

9月 22 41 18 44 

10月 25 89 24 49 

11月 23 62 22 42 

12月 23 61 26 55 

合計 284  694  302  631  

平均/月 23.7  57.8  25.2  52.6  

                  

 

 

表 3 貓空纜車站廁所廁間數量統計表 

 

站別 

男廁 女廁 無障礙親

子廁間 小便斗 蹲式 坐式 蹲式 坐式 

動物園站外 7 3 1 14 6 2 

動物園站 7 3 0 6 1 1 

動物園內站 4 2 2 4 3 1 

指南宮站 3 0 2 0 6 1 

貓空站 9 1 2 1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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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親子性別友善之相關服務措施： 

1.求助鈴測試：每日由值班站長針對廁所及哺集乳室之求救鈴進行

外觀巡檢及功能測試 1 次，以確保功能正常，當旅客按壓時，能

及時提供旅客必要協助。(如圖 12) 

     

            圖 12 緊急求助鈴測試 

  

2.提供安全環境：每日由值班站長，以反針孔拍設偵測器，針對廁

所哺集乳室進行偵測 1 次，並作成紀錄。(如圖 13) 

 

 

 

 

 

 

 

 

       圖 13 廁所及哺集乳室反偷拍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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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站親子排隊動線導引服務：如遇推娃娃車之旅客，車站服務人

員將先引導該旅客搭乘電梯至月台層座椅等候，待其他同行者到

齊後，引導搭乘纜車。(如圖 14) 

     

       圖 14 動物園南站及貓空站親子候車狀況 

4.協助安撫兒童服務：為體貼親子旅客出遊搭纜車，當服務人員遇

有親子同行旅客之隨行兒(幼)童，因不耐久候或其他因素喧鬧者，

將發放貼紙或汽球，協助家長安撫，以提供更優質貼心的旅客服

務。(如圖 15) 

 

 

 
              圖 15 贈送兒童安撫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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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與展望 

    (一)持續加強車站親子旅客友善服務措施 

由於假日親子同行出遊之旅客較多，因此車站將持續加強哺集乳室、

無障礙電梯使用之需求及友善服務措施，提供更多驚喜及貼心之服

務。 

    (二)提升車站空間之安全性與管理機制 

         落實車站親子友善設施之檢視及空間之巡視，以維護設施之妥善率，

並藉由車站範圍之巡視，發現親子同行之旅客，主動提供必要之協助

及引導，以建立安全、重視差異需求、無障礙、無性別的搭乘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