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3年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4 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分~11 時 30分 

地點：市府大樓北區勞動局 5樓 501 會議室 

主席：王局長浩                                    

出席者： 

顧委員燕翎 徐副召集人月美 鄭委員文惠 吳委員爾敏 

蔡委員宜霖 馬代理委員玉貞 林委員淑娥 尤委員詒君 

林代理委員佩瑩 杜委員慈容 孫委員淑文 劉委員春香 

高代理委員芳儀 劉委員懷強 丁委員群孝 黃委員代華 

黃委員睦凱 賴代理委員姿妃 李委員國正 胡代理委員孟菁 

張委員婌文 蘇代理委員瑋婷 吳委員婉華  

列席者：    

老人福利科黃薏蓉、蕭蓁蓁 婦幼科鐘雅惠、曾怡芬 

綜合企劃科施嘉琪、翁郁婷  

記錄：邱遠柔 

壹、 報告案 

報告案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報告單位：婦幼科） 

說明：請參閱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報告案二、103 年性別意識培力計畫。（報告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為培養本局公務人員能具有性別意識，使其於檢視或規劃各項政策及 

         法令時，均能納入性別觀點，俾利促進性別平等觀念之落實。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年度第 4次暨 103年度 

         第 1次會議決議辦理。 

      三、實施對象為本局各科室公務人員，研習對象並視課程性質難易分為： 

         (一) 一般人員：須完成基礎課程 2小時以上訓練。 

         (二) 主管人員(本局股長級以上主管人員) ：須完成進階課 2小時以

上之訓練。 

     四、辦理方式可採專題講座、團體討論、影片賞析或網路學習等多元方式 

         辦理，如有業務需要，亦可自行參加其他機關辦理之課程或採數位學 

         習方式完成。基礎課程將由本局暨所屬機關人事單位輪流每季各辦一 

         場次性別主流化基礎訓練，課程開放本局暨所屬機關同仁參加（第一、 

         三季安排影視題材，第二、四季安排專題演講，每季安排不同主題， 



         本年度共合辦 4場次）；進階課程由本局人事室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課 

         程」，或參採本府公訓處開辦之各項進階訓練。 

      五、目前辦理情形:第一季性別意識培力基礎課程業於 103年 3月 20日辦 

         理完竣，參訓人數共 78人，講題為家庭內的多元性別族群尊重，播放 

         公視人生劇展「艾草」，並以分組討論方式探討劇中議題，學員反應熱 

         烈。 

決議：照案通過。 

 

貳、 討論案 

討論案一、有關 CEDAW 法規檢視落實情形，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婦幼科） 

說明： 

(一) 前次會議列管之自治條例追蹤，詳見附件 2。 

編號 主管單位 自治條例名稱 

2 救助科 臺北市平價住宅分配及管理自治條例 

3 救助科 臺北市市民醫療補助自治條例 

4 綜企科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7 浩然敬老院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出院管理自治條例 

11 秘書室 
臺北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辦理社會福利事業經費專戶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12 綜企科 臺北市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二) 本次追蹤 34案自治規則落實情形，詳見附件 3。 

決議： 

(一) 經本小組會議通過之自治條例、規則，各主辦科室應持續辦理並自行

追蹤。 

(二) 有關自治條例之追蹤，決議請見紀錄附件 1： 

1. 下次會議仍持續追蹤下列條例： 

編號 主管單位 自治條例名稱 

4 綜合企劃科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11 秘書室 
臺北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辦理社會福利事業經費專戶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12 綜合企劃科 臺北市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2. 編號 3「臺北市市民醫療補助自治條例（已除管）」之前次會議建議，

應透過性別平等辦公室提案至本市女委會之健康及醫療小組中，請衛

生局負責規劃男性老人完整的醫療檢查並鼓勵其運用或參加，以預防

疾病或提早進入醫療體系。 



(三) 有關自治規則之追蹤，決議請見紀錄附件 2： 

1. 下次會議仍持續追蹤下列規則 

編號 主管單位 自治規則名稱 

1 人事室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 

2 綜企科 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 

6 身障科 臺北巿政府提供聽語功能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手語

翻譯服務辦法  

21 性別平等辦公室 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 

2. 編號 11「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辦法（已除管）」

應於報稅季節前發文民政局宣導：「若子女高薪、老人列為受扶養對

象後，則會有一段時間無法接受本項扶助」。 

 

討論案二、本局將於 103年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提請 討論。（提案

單位：各科室） 

說明： 

各科室欲提報之方案如下表： 

編號 單位 方案名稱 方案執行時間 

1.  人民團體科 合作社研習 103、104 

2.  社會救助科 Young young 精彩─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

專案 

103、104 會有類似

的方案進行 

3.  身心障礙者福

利科 

致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工作人員獎勵金實

施計畫 

103、104 

4.  婦女福利及兒

童托育科 

委託辦理臺北市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 103、104 

5.  兒童及少年福

利科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案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 

103、104 

6.  社會工作科 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103、104 

7.  老人福利科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度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

點方案 

103、104 

8.  家防中心 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聯合

服務處方案 

103、104 

決議： 

今年度本局將進行下列方案之性別影響評估： 

編號 單位 方案名稱 

1.  人民團體科 合作社研習 



2.  社會救助科 童心協力─兒童希望發展帳戶專案 

3.  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致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工作人員獎勵金實施計畫 

4.  婦女福利及兒童托

育科 

委託辦理臺北市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 

5.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案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 

6.  社會工作科 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7.  老人福利科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度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 

8.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處方案 

 

參、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陸續完成各縣市政府 CEDAW法規檢視的審核，依照

「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受檢視法

規應於 103年 12月底前完成修正、廢止（停止適用）及制（訂）定；

請各科室及本小組幕僚單位應持續追蹤不符合 CEDAW法規之修正。 

二、 本局之性別統計資料呈現方式應予統一以「男女比」表示，並請性別

平等辦公室與本府他局處溝通，使本局性別統計有一致的呈現方式。 

 

肆、 散會：103年 4月 7日上午 11時 30分。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條例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條

例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11017 

性平小組建議 

1011129 女委會 

審查意見 

1030113(103-1) 

性平小組建議修正 
10303 科室回應 

1030407(103-2) 

性平小組建議 

2 救助

科 

臺北市

平價住

宅分配

及管理

自治條

例 

1.平價住宅居民中，截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總計 3979 人，其中男

性有 1945 人，女性有 2034 人。 

2.社工員辦公室之工作人員中，截

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總計 16 人，

其中男性有 4 人，女性 12 人。 

平宅居民男女比率約為男佔

48.88％，女佔 51.11％ ，符

合實質平等。 

增加年齡及身心

障礙者之統計 

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1.因為一般性建議 27

號與老年婦女有關，故建議不

同性別之承租人或居住人的

比例在未來要區分年齡。 

2.在社工員性別比的部份，若

要看比較深刻的意義，建議未

來要看主管的性別比。 

請補充高齡女性及身心

障礙者的居住比例，以了

解是否確實保障其人權。 

1、平宅每月統計報表已進行各年齡

性別統計，103 年度 3 月份統計報

表高齡女性借住人佔 4.34%。身心

障礙女性占 10.44% 

2、社工員女性比率佔 86%，主管 3

人均為女性。 

 

通過。 

3 救助

科 

臺北市

市民醫

療補助

自治條

例 

據 100 年統計，本醫療補助受益者

438 人，女性 193 人，占人數比率

44.07%，其中 65 歲以上女性為 51

人，占女性人數比率 35.41%；男性

245 人，占人數比率 55.93%，其中

65 歲以上男性為 93 人，占男性人

數比率 64.58%。 

有關本市死亡人數之男女比

率為 59.11%：40.89%，因各

類疾病（如癌症、心臟病等）

致死亡之統計，均男性多於

女性，故與本自治條例醫療

補助受益者性別統計所表達

的男女性別比率 55.93%：

44.06%相近，故本自治條例

措施實施結果符合性別實質

平等 。  

因日後可能翻譯

成英文呈現於國

際會議上，在概述

說明上建議可增

加「除全民健保之

外，本市另有臺北

市市民醫療補助」 

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因申請醫療補助的受益

者，高齡女性比高齡男性少幾

乎一半的比例，故建議未來可

針對高齡女性規劃加強宣導

的措施。 

請規劃如何宣導高齡男

性老人提早進入醫療體

系。 

前開會議建議內容仍待確認。 1. 通過。 

2. 應透過性別平等辦

公室提案至本市女

委會之健康及醫療

小組中，請衛生局負

責規劃男性老人完

整的醫療檢查並鼓

勵其運用或參加，以

預防疾病或提早進

入醫療體系。 

4 綜企

科 

臺北市

公益彩

券盈餘

分配基

金收支

保管及

運用自

治條例 

1.本市第 7 屆社會福利委員共計 33

名，其中男、女性委員各計 14、19

位，男女比率各佔 42.42%、

57.58%。 

2.運用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辦理之各項社會福利業務，以全體

市民為服務對象，無設性別限制，

經查 101 年度 8 月份本市人口數統

計資料，男女性人口數分別係 128

萬 2,160 人、138 萬 3,442 人，故本

基金業務執行之受益男女比率各

佔 48.10％及 51.90％。 

本市社會福利委員會之委員

性別比例有 3％以上的落

差，其組成由局處會首長派

兼外，並由本府各福利委員

會推舉代表擔任，其組成及

產生過程未基於性別而作任

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1.呈現委員性別比

例 

2.補充運用於婦女

福利之比例 

3.呈現使用成效結

果部分(婦女福利)

是否呼應 CEDAW 

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 

1.因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的受益

者不會是全體市民，如果統計

可以再更細緻的區分受益的

不同群體，例如身心障礙、老

人、低收入戶等類別會更有意

義。 

2.建議未來可以嘗試請受委託

單位或接受補助的單位來做

不同人口群的性別統計。 

請持續彙整資料，於有統

計資料時提報本小組。 

本基金 102 年度各福利類別及各項

方案計畫之受益者性別統計，刻正

著手調查，結果將提報該基金工作

小組會議確認後，預計於下次會議

提報本小組。 

1. 持續彙整資料，並請

於下次會議中提報。 

2. 雖然社福委員會的

性別落差超過 3％已

不在被要求之列，惟

請其他本局管轄之

委員會，於 6月底前

完成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 1/3之要

求，可以從調整外聘

委員、擴大局內委員

名單等方式進行。 

7 浩然

敬老

院 

臺北市

立浩然

敬老院

入出院

管理自

1.本院院民總計 410 人，其中男性

301 人、女性 109 人，男女比例為

73.41％：26.59％。 

1.本市 65 歲以上低收入戶市

民總數為 4,836，男性比女性

多 30%以上，本院院民性別

比例符合實際未申請之低收

入戶市民之比例。 

1.性別統計中「係

依資格審而非性

別審，不因性別影

響入院資格」改為

「係依入院者個

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 

1.主管職位的性別比例。 

2.建議補充"未來應強化男性

對該領域之投入"。 

請補充住民年齡層之統

計，以了解是否保障女性

老老人之權益 

1、本院院民人數至 103 年 3 月 26

日止計 346 人，其中男性 254 人、

女性 85 人，男女比例為 75％：25

％。                                                  

2、本院院民年齡層統計：61 至 70

通過。 

紀錄附件 1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條例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條

例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11017 

性平小組建議 

1011129 女委會 

審查意見 

1030113(103-1) 

性平小組建議修正 
10303 科室回應 

1030407(103-2) 

性平小組建議 

治條例 2.本院工作人員總計 166 人，其中

男性 42 人、女性 124 人，男女比

例為 25.3％：74.7％。 

3.本院直接照顧者總計 55 人，其中

男性 6 人、女性 49 人，男女比例

為 10.91％：89.09％。 

2.內政部 95 年度社會福利機

構概況調查中顯示，社會工

作人員女性達 8 成，僅 2 成

為男性。 

3.內政部統計 99 年老人長

期照顧及安養機構之照顧服

務員仍以女性為主，與本院

情況相同。 

別需求審查」，以

顯示性別敏感度 

2.建議可增加年齡

層部分，特別是女

性老老人的比例 

3.建議可增加文化

背景與社會現象

部分 

歲者占 9.5%(男性 25 人，女性 7 人)，

71 至 80 歲者占 39.8%(男性 108 人，

女性27人)，81至90歲者占33.3%(男

性 78 人，女性 35 人)，91 至 100 歲

占 15.3%(男性 37 人，女性 15 人)，

101 歲以上占 2.1%(男性 6 人，女性

1 人)。                                                    

3、本院工作人員總計 145 人，其中

男性 34 人、女性 111 人，男女比例

為 23.4％：76.6％。主管人員男性 1

人、女性 10 人，男女比例為：9%：

91%。                                              

4、未來因應:本院直接照顧服務員

(約僱人力)招募係由臺北市就業服

務處公告甄選，並擬規劃在地宣導

活動，透過區公所或里民服務處等

服務平台加強宣導照顧服務相關工

作，提升民眾對該工作之認識，以

及親自參與的服務意願；另查照服

員男性本占少數，爰實際參加訓練

之男性亦相對為少。 

12 綜企

科 

臺北市

社會福

利發展

基金收

支保管

及運用

自治條

例 

本基金運用主軸為老人養護及幼

兒托育，無設性別限制，依 101 年

度 8 月份本市人口統計資料顯示，

65 歲以上長者之受益男女比率各

佔 46.55％及 53.45％﹔2 至 5 歲幼

兒之受益男女比率各佔 51.76％及

48.24％。 

本基金業務推展係以全市人

口群（長者及幼兒）為對象，

未基於性別而作任何區別、

排斥或限制。 

1.除委員會比例

外，其餘比照彩餘

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修

改 

2.增加基金運用於

老人及托兒所部

分之說明 

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建議未來在受益老人中

可進一步統計性別。 

請持續彙整資料，於有統

計資料時提報本小組 

本基金 102 年各計畫服務受益性別

統計刻正彙整中，結果將提報該基

金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預計於下

次會議提報本小組。 

持續彙整資料，並請於

下次會議中提報。 

11 秘書

室 

臺北市

政府結

合民間

資源辦

理社會

福利事

業經費

專戶管

1.100 年度本局支用民間捐款

35,294,663 元，由指定作為婦女福

利專用之捐款項下支出 1,779,955

元，佔 5%，其餘福利項下之支出

未作性別統計。101 年 1 至 9 月本

局支用民間捐款 22,669,468 元，由

指定作為婦女福利專用之捐款項

下支出 918,172 元，佔 4%。 

支用民間捐款是為因應法定

預算無法支付之範圍，故非

制式或正式給付項目；另除

婦女福利以外之支用項目並

無性別統計資料，無法呈現

支用民間捐款經費完整男女

性別比例。 

1.本條例朝向廢止 

2.民間捐款執行成

效與支用細節部

分是否達成性別

平權，應再加以調

查 

3.檢視表中提及無

涉 CEDAW 部分需

1.建議在表格中要敘述婦女福

利項目時，可在婦女福利前加

上"指定"二字，才不會顯得用

在婦女福利之比例過少。 

2.在未來改進方式的欄位可以

增加：建議未來在指定用於婦

女福利的項目中可以再細緻

的做性別統計。 

1.請秘書室設計表格，以

利統計，並請於下次會議

前彙整各科室資料，以提

報本小組。 

2.本條例是否廢止，應檢

視相關法令之後，再行決

議。 

詳如 103/1-103/2 使用民間捐款受

益人性別情況統計表(請見下頁) 

 

1. 通過。 

2. 應持續進行本統

計；另有關本條例之

廢止，應待「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捐募款收支管理

要點」之法律位階確

定後，再行研議是否

紀錄附件 1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條例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條

例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11017 

性平小組建議 

1011129 女委會 

審查意見 

1030113(103-1) 

性平小組建議修正 
10303 科室回應 

1030407(103-2) 

性平小組建議 

理及運

用自治

條例  

2.民間捐款管理委員會計有 11 名

委員，男性 5 名，女性 6 名，女性

比率為 55%。 

做修改 廢止本條例。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度 1-2 月份使用民間捐款受益人性別情況統計表 

科室 捐款用途 金額(元) 受益男性（人） 受益女性（人） 其他(機構或團體) 受益總人數(人) 

救助科 脫貧方案-大手牽小手 15,000 13 (38.2%0 21 (61.8%) 0 34 

救助科 平宅家庭春節慰問金及其他扶助 46,915 23 (40.4%) 34 (59.6%) 0 57 

身障科 103 年弱勢身心障礙者寒冬送暖關懷服務計畫-春節慰問金 691,000 178 (56.9%) 135 (43.1%) 0 313 

身障科 身心障礙緊急救援系統安裝電話線 3,000 2 (100.0%) 0 - 0 2 

身障科 身心障礙個案劉 00 喪葬費用補助 23,000 1 (100.0%) 0 - 0 1 

老福科 長者安置費用 14,396 1 (100.0%) 0 - 0 1 

老福科 獨居長者房屋稅及地價稅 7,294 1 (100.0%) 0 - 0 1 

老福科 獨居長者 1-3 月住院費用 90,000 0 - 1 (100.0%) 0 1 

老福科 長者 102 年 9-12 月健保費 1,496 0 - 1 (100.0%) 0 1 

老福科 獨居長者生活費用 30,000 1 (100.0%) 0 - 0 1 

老福科 獨居長者醫療費 1,020 1 (100.0%) 0 - 0 1 

老福科 獨居長者生活扶助 15,000 0 (0.0%) 1 (100.0%) 0 1 

兒少科 春節慰問金 300,000 48 (48.0%) 52 (52.0%) 0 100 

社工科 生活扶助費 203,800 13 (41.9%) 18 (58.1%0 0 31 

社工科 安置費差額 336,789 14 (77.8%) 4 (22.2%) 0 18 

社工科 教育學雜費 16,347 0 - 1 (100.0%) 0 1 

社工科 房租補助 37,500 1 (25.0%) 3 (75.0%) 0 4 

社工科 其他(藝術治療費用) 9,600 1 (100.0%) 0 - 0 1 

社工科 其他(入住榮家保證金) 11,868 1 (100.0%) 0 - 0 1 

社工科 生活扶助費 202,386 14 (46.7%) 16 (53.3%) 0 30 

社工科 安置費差額 80,000 3 (60.0%) 2 (40.0%) 0 5 

社工科 教育學雜費 112,431 5 (83.3%) 1 (16.7%) 0 6 

社工科 房租補助 28,000 0 - 2 (100.0%) 0 2 

社工科 其他(獎補助金) 36,000 12 (41.4%) 17 (58.6%) 0 29 

 總計   2,312,842 333 (51.9%) 309 (48.1%) 0 642 

紀錄附件 1 



 紀錄附件 2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規則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規則

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20130 

性平小組委員意見 

102.04.09 

女委會專案會議審查意見 
10301、10303該管科室更新與回應 

10304(103-2) 

性平小組建議 

1 人事

室 

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

組織規程 

101 年度職員總人數為 351 人，其中男性

為 60 人，女性為 291 人，男女比例為

17.09%：82.91%。男性主管為 10 人，女

性主管 33 人，男女主管比例為 23%：

77%。政務人員男性 0 人，女性 1 人，男

女比例為 0%：100%；簡任人員男性 3 人，

女性 2 人，男女比例為 60%：40%，薦任

人員男性 32 人，女性 215 人，男女比例

為 12.96%：87.04%；委任人員男性 25 人，

女性 73 人，男女比例為 25.51%：74.49%。 

落差超過 3％ 

1.內政部 95 年度社會福利機構概況

調查中顯示，社會工作人員女性達

8 成，僅 2 成男性。 

2.本局人力結構與現況社會工作從

業男女比例並無明顯差異，故符合

實際社會環境現況。 

1.性別統計的部分，因性別

比例落差有達到 3％以上，

請進一步提出說明。另也可

補充主管的性別比例。                                                                                  

2.因本案為法務局列管案

件，無法刪除，故未來改進

方式的欄位請修正。 

1.請依本次會議紀錄所載

全府通案性原則修正。 

2.請刪除「女性較男性樂於

從事社會照顧服務工作，故

符合實質平等」等文字。 

3.未來改進方式請說明本

局確實可行之具體措施，較

不適宜以「建議未來…」等

抽象文字撰寫。 

102 年度職員總人數為 354 人，其中男性為

55 人，女性為 299 人，男女比例為 15.54%：

84.46%。男性主管為 12 人，女性主管 27 人，

男女主管比例為 30.77%：69.23%。政務人員

男性 0 人，女性 1 人，男女比例為 0%：100%；

簡任人員男性 3 人，女性 2 人，男女比例為

60%：40%，薦任人員男性 30 人，女性 215

人，男女比例為 12.24%：87.76%；委任人員

男性 20 人，女性 68 人，男女比例為 22.73%：

77.27%。另回應建議：辦理推動性別主流化

政策宣導，建立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 

1. 持續列管。 

2. 應持續彙整資料，於

下次會議中提報。 

2 綜企

科 

臺北市推

展社會福

利服務補

助辦法 

本辦法審查小組分初審及複審，101 年度

初審計 84 人，男性共 11 人、女性共 73

人，男女比為 1：6.6；複審計 94 人，男

性 22 人、女性 72 人，男女比為 1：3.2。 

本補助辦法之審查小組係由主管機

關承辦科室、會計室、政風室、秘

書室、相關業務單位人員、本府各

相關福利促進委員會代表及學者專

家組成，惟本局職員女性多於男性

(101 年男女比 1：4.9)，致審查小組

性別比例落差超過 3%。 

1.請於性別統計之說明欄補

充提出全市各弱勢人口群性

別比例與本案之關聯性。 

2.建議在未來改進措施的欄

位增列「請各科室要求受補

助單位、團體針對受益人次

或參與人次進行性別統計」

以利未來彙整。                                                                                              

3.未來亦須統計審查小組委

員之性別比例。 

1.請將「性別比例」改成「男

女比例」，以利辨識。 

2.請新增審查小組組成人

數及性別比例。 

1.本科已於 103 年 1 月 8 日奉核轉知各業務

科及 3 附屬機關，請依幕僚建議追蹤項目辦

理（受補助單位/團體針對受益人次或參與

人次進行男女統計）。                                                                                                                  

2.本科預定於每年 5 月及 11 月開始調查各

業務科及 3 附屬機關辦理情形。 

 

1. 持續列管。 

2. 彙整資料後於下次

會議中提報。 

3 救助

科 

臺北市社

會救助機

構獎勵辦

法 

目前本市尚無依本法規立案之社會救助

機構，故無此類統計。 

目前本市尚無依本法規立案之社會

救助機構，故無此類統計。 

本案通過。 通過。 未曾設立社會救助機構 通過。 

4 身障

科 

臺北巿身

心障礙福

利機構評

鑑及獎勵

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機構，各機構之負責人

為母基金會之董事長，本市身障機構共計

44 家，分別由 19 間民間團體辦理，獲獎

負責人男女性別比例為 63.2%：36.8%（12

人：7 人） 

負責人男女比例為 63.2%：36.8%，

落差超過 3％，惟本辦法目的在於

訂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辦理程

序、內容、頻率、獎勵方法及輔導、

處分方式。 

由於本案尚未廢止，仍為臺

北市法規查詢系統所列管之

案件，故無法刪除，建議補

充法案修訂或未來將廢止之

原委。 

可補獲獎單位負責人男女

數量及性別比例。 

本辦法已於 102 年 6 月 20 日廢止，建請刪

除本項。 

通過。 



 紀錄附件 2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規則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規則

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20130 

性平小組委員意見 

102.04.09 

女委會專案會議審查意見 
10301、10303該管科室更新與回應 

10304(103-2) 

性平小組建議 

5 身障

科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受損

協調處理

辦法 

一、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案

件，成立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

小組，視案件類型指派府外委員三人至五

人辦理之。本小組府外委員代表為： 

1.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三人。 

2.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二人。 

3.民間相關機構代表二人。 

4.民間相關團體代表三人。 

二、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

三屆府外委員代表計 10 位（男性 5 位；

女性 5 位）。 

三、101 年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

案件，並經召開協調會之案件計 4 案，申

請人男性計 2 位；女性計 2 位。 

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第三屆府外委員代表計 10 位（男性

5 位；女性 5 位），男女比例為 1：

1，目前係以輪流方式組成權益受損

協調會議之委員，符合性別比例原

則。 

本案通過。 新增全體委員男女數量及

性別比例。 

一、本屆委員男女比例為 64.7%:35.3%(11

人:6 人)，符合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規定；外聘委員男女比例為 50%:50%，符合

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外聘委員單一性

別不得低於外聘委員四分之一之規定。 

二、未來仍會持續努力減少委員之男女比例

落差，以符合法律規定及性別平等。 

通過。 

6 身障

科 

臺北巿政

府提供聽

語功能障

礙者參與

公共事務

手語翻譯

服務辦法  

一、101 年度受益者：男 51 人，女 77 人，

男女比例為 39.84%：60.16%。 

二、手語翻譯員：男 5 人，女 29 人。 

（一）甲級：男 2 人，女 19 人(9.52%：

90.48%) 

（二）乙級：男 2 人，女 6 人(25%：75%) 

（三）丙級：男 1 人，女 4 人(20%：80%) 

一、受益者男女比例為 39.84%：

60.16%，查聽障者（母數）之性別

統計，男女比率為 57.47%：42.53%，

性別差異可能原因為： 

1.男性聽語障者在溝通方面較獨

立，較不依賴手語翻譯員陪同，可

用筆談或助聽器等其他方式溝通。 

2.從聽語障與一般人之交友情形觀

察，目前有多位女性手語翻譯員與

男性聽語障者交往或結婚（故較不

需要向政府申請手譯員），但罕見

男性手語翻譯員與女性聽語障者結

婚之情形。 

3.由於聽語障者使用的溝通方式差

異性大，從受益者比例中可知女性

聽語障者較善於使用社會福利資

源。 

二、手語翻譯員男女比例約為

14.71%：85.29%，性別差異之原因： 

1.從學習手語的動機觀察，大多為

家中有聽語障者、希望幫助聽語障

者、想多學習一種語言、喜歡手語

歌表演等，初步判斷可能與女性在

1.建議補充聽障者(母數)之

性別統計，以釐清受益者的

性別落差是否符合實質平

等。若並不相符，請一併修

正性別統計之說明欄第 1 點

最後段文字。 

2.建議補充手語翻譯員訓練

課程參與者的性別比例，以

釐清手語翻譯員的性別落差

是否為參與課程者有性別落

差所致。 

1.新增甲、乙、丙級男女數

量及性別比例。 

2.性別統計說明欄可針對

受益者分析更新內容與資

料。 

1.手語翻譯員：男 5 人，女 29 人。 

 甲級：男 2 人，女 19 人(9.52%：90.48%) 

 乙級：男 2 人，女 6 人(25%：75%) 

 丙級：男 1 人，女 4 人(20%：80%) 

2.102 年度男女受益者之申請事由大致相

同，但在醫療案件中，男(44%)略低於 女

(56%) 

3.本府員工手語社學員之參與動機：希望幫

助聽語障者或有聽語障同事、想多學習一種

語言、喜歡手語歌表演等。 

4.102 年度使用本項服務之男女聽障者之申

請率：男: 44%，女: 56%。 

5.102 年無辦理培訓課程。 

6.目前本府手語社暫無特別對男性手語翻譯

員培訓的推廣。 

1.持續列管。 

2.建議擬定一個進入校

園社團中，培訓大專生

成為兼職手譯員的方

案，讓大專學生除了服

務學習外且能有兼職工

作的機會，藉以平衡性

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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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角色、提供扶持與協助之意

願、對語言、溝通、表演藝術之喜

好有關。 

2.查 100 年度手語翻譯員培訓班學

員男女比例為 17.51%：82.49%，顯

示目前手語翻譯員的性別以女性居

多，與手語培訓班學員比例結構一

致。 

7 身障

科 

臺北巿身

心障礙福

利機構履

行營運擔

保能力認

定標準 

100 年、101 年度無申請立案資料，但本

局針對機構成立後服務對象、工作人員及

負責人進行統計。一、101 年服務對象男

性與女性比例為 61.9%：38.1%（1,380 人：

849 人）。二、工作人員男女性別比例為

16%：84%（163 人：856 人）。三、各機

構之負責人為母基金會之董事長，本市身

障機構共計 44 家，分別由 19 間民間團體

辦理，負責人男女性別比例為 63.2%：

36.8%（12 人：7 人）。 

1. 截至 101 年 12 月份，本市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對象男女比例

為 61.9%：38.1%（1380 人：849

人），對應本市身心障礙者男女

比例為 55%：45%（65,403人：52,499

人），顯示目前於機構接受服務

之身心障礙者的性別以男性居

多，與本市身心障礙者之人口比

例結構一致。又本市身心障礙者

可於各類型機構（老人養護所、

護理之家或康復之家等）接受照

顧服務，經比對本市身障者安置

於各縣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者之

男女性別比例為 60.37%：39.36%

（1010 人：663 人），與安置於本

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性別比一

致。 

2. 工作人員男女比例為 16%：84%

（163 人：856 人），依行政院主

計總處 100 年「人力資源調查」資

料顯示，醫療保健社會工作服務

業男女比例為 23.68%：76.32%

（100,864 人：325,094 人），反映

我國照顧產業現況仍多由女性從

事照顧服務工作之情形。 

3. 負責人男女比例為 63.2%：

36.8%（12 人：7 人），落差超過

3％，係因母數過低所致，另本標

準僅為確認機構營運之能力，只

1.請檢視相關的 CEDAW 一

般性建議是否為第 28 號，建

議做修正。2.建議補充機構

負責人之性別統計，可與「臺

北市老人福利機構履行營運

擔保能力認定標準」1 案相

互對照寫法。 

1.請新增本市身心障礙者

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2.

服務對象性別比與本市身

心障礙者性別比落差很

大，請補充分析或說明。 

1.截至 102 年 11 月份，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服務對象男女比例為 61%：39%（1339

人：859 人），對應本市身心障礙者男女

比例為 55%：45%（65,966 人：53,079 人），

顯示目前於機構接受服務之身心障礙者

的性別以男性居多，與本市身心障礙者之

人口比例結構一致。 

2.又本市身心障礙者可於各類型機構（老人

養護所、護理之家或康復之家等）接受照

顧服務，經比對本市身障者安置於各縣市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者之男女性別比例為

60%：39%（1010 人：663 人），與安置於

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性別比一致。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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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相關法規及本標準之規定

即可設立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照

顧服務。 

8 老福

科 

臺北市老

人福利機

構評鑑及

獎勵辦法 

1.101 年評鑑項目可分行政、社工及護理

等，又評鑑委員共 43 人，其中男性有 5

位(11.63%)，女性有 38 位(88.37%)。 

2.101 年優等機構 7 家(男性負責人 4 家、

女性負責人 3 家)、甲等機構 5 家(男性負

責人 3 家、女性負責人 2 家)。 

3.機構內收住長者共 5039 人，其中男性

2522 人(50.05%)，女性有 2517 人(49.95)。 

長者之性別落差在 3%以下，又有關

委員之性別比例部分落差超過 3%。 

1.請補充 CEDAW 條文與一

般性建議。                                          

2.請補充性別統計，例如機

構老人的性別比例、評鑑委

員的性別比例等，當統計數

據有超過 3％的落差時請提

出說明。 

1.可補獲獎單位負責人男

女數量及性別比例。 

2.評鑑委員性別比差異過

大，請說明並於未來改進方

式欄提供具體措施，可參考

社會局第 1 案的寫法。 

本市評鑑委員涵蓋護理、社工及行政等三領

域之代表、學者、專家，因我國從事護理及

社會工作之人員，在性別的組成上就存在根

本的差異，故在遴聘委員時必產生性別比例

的落差，另 103 年度本局委託辦理評鑑之單

位提供之 47 位評鑑委員遴選名單中，男性

委員已增至 7 人（102 年為 2 人），本局未

來將持續督促受託單位致力溝通男性專家

學者參與評鑑。 

通過。 

9 老福

科 

臺北市長

青學苑電

腦研習課

程收費辦

法  

101 年度共開設 4 班，男：女=50%：50% 

1.101 春： 

(1)數位相機影像處理：男學員 7 位，女

學員 8 位。 

(2)數位影片製作和影片製作：男學員 8

位，女學員 7 位。 

2.101 秋： 

(1)數位網際網路：男學員 6 位，女學員 5

位。 

(2)數位影片剪輯：男學員 7 位，女學員 8

位。 

落差 3%以下。 本案通過。 通過。 本案幕僚無建議追蹤事項，故無需填列本欄 通過。 

10 老福

科 

臺北市老

人與身心

障礙者搭

乘公車及

捷運補助

辦法 

102 年 3 月 31 日止有效卡數計 315,297 

人 ，男性 148,369 人，女性 166,928 人 ，

男:女約為 47.01%:52.94%。 

落差超過 3％，3 月份本市 65 歲以

上長者男女比例為

46.32%:53.68%，落差為 7.36%，故

持有敬老悠遊卡男女長輩人數落差

5.93，應屬正常範圍。 

請補充性別統計，例如申請

人或實際受益者的性別比例

等，並請盡可能分類別（老

人與身心障礙者），當統計

數據有超過 3％的落差時請

提出說明。 

1.請更新數據至 3 月底。 

2.請刪除「未來可依照性別

統計（例如申請者性別統

計）」等文字。 

本案幕僚無建議追蹤事項，故無需填列本欄 通過。 

11 老福

科 

臺北市老

人全民健

康保險保

險費自付

額補助辦

法 

101 年 11 月本市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人

數計 204,553 人，男姓 90,246 人，女姓

114,307 人，男:女=44.11%:55.9%。 

性別統計落差為 11.79% (男

44.11%，女 55.9%，算式：

55.9%-44.11%=11.79%)。 

本項補助措施規範對象為全臺北市

老人人口，並由本局主動比對資

格，而補助對象排除 65 歲以上具有

榮民身分已由國軍退除役委員會補

請補充性別統計，例如申請

人或實際受益者的性別比例

等，當統計數據有超過 3％

的落差時請提出說明。 

請刪除未來改進方式欄與

性別統計之說明欄重複之

文字。 

本案幕僚無建議追蹤事項，故無需填列本欄 1. 通過。 

2. 應於報稅季節前發文

民政局宣導：「若子女

高薪、老人列為受扶

養對象後，則會有一

段時間無法接受本項

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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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男性，加以國內女性平均餘命

高於男性，故女性比列高於男性。 

12 老福

科 

臺北市老

人福利機

構履行營

運擔保能

力認定標

準  

1.至 101 年 12 月止，本市老人福利機構

計 121 家，其中負責人為男性者有 54 家

(44.63%)，負責人為女性者有 67 家

(55.37%)。 

2.至 101 年 12 月止，服務對象總計 5039

人，其中男性 2522 人(50.05%)，女性 2517

人(49.95)。 

3.至 101 年 12 月止，工作人員總計 2814

人，其中男性 487 人(17.31%)，女性 2327

人(82.69)。  

住民之男女比在 3%以下，另工作人

員性別比例落差在 3%以上，然參照

內政部 95 年社會福利機構概況調

查中顯示社會工作人員女性達 8

成，男性僅 2 成，而老人福利機構

工作人員男女比例和社會現況相

符。 

1.請補充 CEDAW 條文與一

般性建議。                                         

2.請補充會議中口頭報告之

性別統計內容，當統計數據

有超過 3％的落差時請提出

說明。 

請參照社會局第 7 案修

正，新增本市老人、機構服

務對象、工作人員等項目之

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並補

充性別統計之說明及未來

改進方式欄內容。 

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大多為行政、護

理、社工、照顧服務員及外籍看護工等五

類，因我國從事護理、社會工作相關行業人

員多為女性，投入照顧服務員與外籍看護工

市場亦以女性為主要照顧人力，在性別的組

成上存在根本差異，故產生性別比例的落

差，惟本局已擬於 103 年第 1 次本市老人安

養護機構聯繫會議時，向各機構宣導招募、

培訓男性照顧者事宜，共同投入、經營長期

照顧工作。 

通過。 

13 老福

科 

臺北市協

助中低收

入老人修

繕住屋補

助辦法 

101 年補助 19 人，其中男性 9 人，女性

10 人。 

落差 3％以下。 1.請補充 CEDAW 條文與一

般性建議。                                         

2.請補充會議中口頭報告之

性別統計內容，當統計數據

有超過 3％的落差時請提出

說明。 

通過。 本案幕僚無建議追蹤事項，故無需填列本欄 通過。 

14 老福

科 

臺北市中

低收入老

人特別照

顧津貼審

核辦法 

101 年度: 

1.家庭照顧者部分:女性 31 人(64%)，男性

17 人(36%) 

2.受照顧長者部分:女性 34 人(71%)，男性

14 人(29%)  

1.家庭照顧者仍以女性為主，原因

其一為受照顧者多數仍為女性，為

照顧上方便多由女性家屬負責；其

二為照顧者以女兒為主；其三則是

男性薪資較女性高，故家庭照顧責

任常由女性承擔。 

2.本項津貼旨在補貼照顧者經濟弱

勢，故本項津貼補充女性家庭照顧

者因照顧工作減少之工作所得。 

1.建議再檢視 CEDAW 條文

與一般性建議。                                          

2.請再修正並補充會議中口

頭報告之性別統計內容（區

分受照顧者與照顧者兩

類），當統計數據有超過 3

％的落差時請提出說明。 

3.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

有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

統計」欄，再於「性別統計

之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

之原因或分析說明。                                                                                              

4.建議在未來改進措施的欄

位再加註說明。 

1.請補充補助方式及內容。 

2.請刪除「故符合平等原

則」等文字。 

3.未來改進方式請說明本

局確實可行之具體措施，較

不適宜以「持續宣導…」等

抽象文字撰寫。 

1. 有關辦理照顧者參與家庭照顧服務相關

課程，因領有本津貼之照顧者皆為全職照顧

家中失能長輩，若辦訓恐參訓需求量不大以

致效益不佳，惟本局居家服務單位每年定期

查訪照顧者照顧情況時，皆會同步督導照顧

技巧，並視照顧者性別與照顧之情形，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與。 

2. 本局老人服務中心於年度定期之聯繫會

議皆會宣導中低特照福利，並同步鼓勵男性

投入照顧服務。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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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兒少

科 

臺北市兒

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

評鑑及獎

勵辦法 

1. 依 101 年 12 月之統計，本市 16 家安置

機構、6 家少年服務中心及 2 家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共計 24 家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其中安置機構 2 家僅收容男性，3 家

僅收容女性，其餘皆為男女兼收。 

2. 另依本市民政局統計 101 年 12 月底臺

北市各區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之

資料顯示，101 年 12 月底臺北市 0 歲至

17 歲之兒童及少年共計 480,423 人，其中

男性 249,910 人，女性 230,513 人，男女

比例為 52%:48%，落差為 4%；其中本市

安置人數截至 101 年 12 月底共計 396 人，

男性為 143 人，女性為 253 人，男女比例

為 36%：64%，落差為 28%；本市安置機

構主管男性為 2 人，女性為 14 人，男女

比例為 12%：88%，落差為 76%；本市安

置機構社工工作人員男性為 4 人，女性為

42 人，男女比例為 9%：91%，落差為 82%。 

3. 依本市 100 年度臺北市兒少安置教養

機構評鑑結果名單，所有兒少福利機構皆

納入評鑑，並未依其收容與服務對象之性

別而限制其評鑑資格與指標。 

1. 本市兒童及少年社區型機構皆

為男女兼收，安置機構僅 2 家收容

男性，3 家收容女性，因其為保護

性機構，為維護與保護個案之利

益，依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之規定訂定收容性別限制。

2.有關本市安置機構工作人員落差

比例高於 3%為招聘時依就業服務

法不得限制性別，另安置人數則為

本市安置個案除遭致家庭暴力、不

當對待等，亦包含性交易個案，其

中性交易個案為女性居多，故落差

超過於 3%，然本評鑑辦法未排除僅

收男性或女性個案之機構。 

1.請補充本市兒少人數及性

別比例（母數）、安置收容

人數之性別統計。2.建議修

正安置機構數換算成百分比

的數據，或直接以「家數」

呈現。                                                                                           

1.請參照社會局第 7 案修

正，新增工作人員、安置人

數（床位數量）及委員會之

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2.

安置人數男女落差大，請說

明原因（例如從事性交易之

女性較多等）。 

至 103 年 2 月底本市安置機構主管男性為 3

人，女性為 13 人，男女比例為 23.5%：76.5%，

落差為 53%；本市安置機構社工工作人員男

性為 13.9 人，女性為 86.1 人，男女比例為

13.9%：86.1%，落差為 72.2%，皆相較過往

男性投入安置機構工作均有明顯提升。 

通過。 

16 兒少

科 

臺北市危

機家庭兒

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

辦法 

1.本辦法所稱生活補助指生活費補助、收

容安置及收容安置費補助。其中，生活費

補助自 95 年起改以發放弱勢家庭兒童及

少年緊急生活補助，爰本項無執行數。 

2.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補

助之兒童及少年人數： 

(1)101 年總計 1,299 人，男性 692 人

(53.27%)，女性 607 人(46.73%)，落差

6.54%。 

(2)100 年總計 1,471 人，男性 808 人

(54.93%)，女性 663 人(45.07%)，落差

9.86%。 

(3)99 年總計 1,672 人，男性 854 人

(51.08%)，女性 818 人(48.92%)，落差比

2.16%。 

落差超過 3％，本市危機家庭兒童

及少年委託安置暨安置費用補助申

請，係由社工員依本辦法第 2 條危

機事實條款認定及評估危機情事，

並協助必要之人提出申請，性別並

非為作為認定評估危機情事條件之

一。 

1.建議補充危機家庭兒童及

少年(母數)之性別統計。 

2.因本辦法除提供安置服務

外亦有「生活扶助」，請補

充領取生活扶助受益者之性

別統計。 

3.本案應有歷年統計資料，

建議補充 5 年內資料，做出

跨時性比較。 

4.因性別統計出現 3％的落

差，請補充說明。另建議勿

用「依相關規定辦理，不因

性別有所歧視或排除，故符

合實質平等」等文句。                                                                                                    

補充緊急生活扶助相關數

據及性別比例。 

本辦法之緊急生活扶助已停止發放，配合中

央執行政策改以發放弱勢家庭兒童及生活

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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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103-2) 

性平小組建議 

3.危機家庭收容安置暨安置費補助之兒

童及少年人數： 

(1)101 年總計 493 人，男性 250 人

(50.70%)，女性 233 人(47.26%)，落差 3.4%。 

(2)100 年總計 401 人，男性 213 人

(53.11%)，女性 188 人(46.88%)，落差

6.23%。 

(3)99 年總計 302 人，男性 165 人(54.64%)，

女性 137 人(45.36%)，落差比 9.28%。 

17 兒少

科 

臺北市政

府指派人

員會同未

成年人之

監護人開

具財產清

冊處理辦

法 

101 年共有 11 人申請會同本局開立兒童

及少年財產清冊，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6

人，男女比例為 45%:55%。 

落差超過 3％，本申請案因需經由

法院裁定，故申請案較少。101 年

度男女比例雖相差 10%，惟人數僅

相差 1 人，並無顯著差距。 

本案通過。 通過。 無 通過。 

18 兒少

科 

臺北市弱

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

補助辦法 

1.依統計 101年 1-12月領有本市弱勢家庭

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之兒少人口數

按性別分之資料顯示，其中男性 692 人，

女性 607 人，男女比例為 53%:47%，落差

為 6%。 

2.本醫療補助 101 年申請者計 1,004 人，

其中男性 556 人，女性 448 人，男女比例

為 55%:45%，落差為 10%。又獲補助者共

計 999 人，其中男性 555 人，女性 444 人，

男女比例為 56%:44%，落差為 12％，與

前項生活扶助男多女少之現況相符。 

落差超過 3％，本項醫療補助屬人

民申請案，係因由市民向社會局提

出申請，致補助之兒少依市民申請

狀況不同而有性別比例之落差，惟

補助與否之審核標準與兒少性別並

無直接相關性，補助與否係依市民

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規定進行審核。 

1.建議補充弱勢兒童及少年

(母數)之性別統計，或從申

請人數與核准人數之性別統

計做對照與比較，亦可從低

收、中低收、一般戶之申請

及核准人數做性別統計。                               

2.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

有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

統計」欄，再於「性別統計

之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

之原因或分析說明。                                 

請補充申請者男女數量及

性別比例。 

本案 102 年共補助男生 274 人，女生 249

人，比例為 52%比 48%，落差雖超過 3％，

但相較於 101 年落差已縮小。 

 

通過。 

19 兒少

科 

臺北市兒

童及少年

財產管理

及信託辦

法 

101 年共有 11 人申請會同本局開立兒童

及少年財產清冊，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6

人，男女比例為 45%:55%。 

落差超過 3％，本申請案因需經由

法院裁定，故申請案較少。101 年

度男女比例雖相差 10%，惟人數僅

相差 1 人，並無顯著差距。 

本案通過。 通過。 無 通過。 

20 婦幼

科 

臺北市立

托兒所組

織規程 

無 配合本局委託辦理公辦托嬰服務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止，本局已無臺北

市立托兒所組織規程規範及適用對

象。 

本案通過。 通過。 已廢止。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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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婦幼

科 

臺北市政

府婦女中

途之家管

理辦法 

102 年度使用中途之家房舍的女性單親

家庭共 41 戶，其中 22 戶單親原因為離

婚；16 戶為未婚；1 戶為喪偶；2 戶為夫

服刑。103 年 3 月 25 日之現住戶共 33 戶，

其中 19 戶單親原因為離婚(佔 57.58%)；

11 戶為未婚(佔 33.33%)；1 戶為喪偶(佔

3.03%)；1 戶為夫服刑(佔 3.03%)；1 戶為

訴請離婚中(佔 3.03%)，仍以離婚單親者

佔多數，未婚單親次之。 

女性自原生家庭所獲得的資源原即

少於男性，又因結婚離職較無經濟

資源，依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7 月婦

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曾因結婚

離職者占婚前有工作女性之比率

（結婚離職率）為 31.21％，預估女

姓離婚後的經濟條件恐較男性為

差。且依 98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

託執行之「臺北市單親家庭數量、

分佈、特性及需求調查研究報告」，

男女單親比例為 34：66，為減緩女

性單親家庭租屋壓力，臺北市政府

因此提供短期的居住服務。 

本案通過。 通過。 已更新性別統計至 103 年 3 月。 通過。 

23 婦幼

科 

臺北市婦

女安置機

構暫行管

理辦法  

1.本市安置措施包括 2 種：公設民營婦女

庇護機構有 2 家，共 53 床位；簽約旅館、

遊民收容中心各 1 家，床位視旅館空床而

定。                                                                                                                              

2.本市 18 歲以上因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接

受庇護安置者(指本市市民，未包含「在

本市受害」之安置對象)，接受庇護人次

中，101 年度男性計 38 人，女性計 181

人；接受庇護性別比率則分別為 22.5％及

77.5％。                                                                          

3.至公設民營婦女庇護安置機構工作人

員(包含督導(主任)、社工員、生活輔導

員、兼職兒童社工員、兼職會計)之性別

統計，於條文中並未特別限制；目前男性

工作人員計 0 人，女性工作人員計 20 人。

以上統計數據，與女性為社會工作領域從

業人員主力之社會現況相符。 

1.有關庇護對象性別比例落差超過

3％的部分，由於本辦法所規範之機

構以安置女性為主，故均為女性。

然為回應同樣處境男性之需求，本

局亦與符合本法規範之旅館或遊民

中心簽約以提供安置服務。                                                                             

2.有關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皆為女性

的情形(包含督導(主任)2 名、社工

員 8 名、生活輔導員 8 名、1 名兼

職兒童社工員、1 名兼職會計，共

計 20 名)，與女性為社會工作領域

從業人員主力之社會現況相符，本

局業積極鼓勵男性參與社會工作服

務。                                                                              

3.本局將增訂男性準用本法之相關

條款。             

1.由於本案尚未廢止，仍為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所列管

之案件，故無法刪除，建議

補充法案修訂或未來將廢止

之原委。 

2.建議補充說明工作人員的

統計係指家園中的工作人

員。 

1.性別統計欄 2.請清楚定義

「本市 18 歲以上...」之範

圍，說明除「本市市民」外，

是否包含「在本市受害」之

安置對象。 

2.請補充除社工員外之其

他工作人員男女數量及性

別比例。 

3.請將「本局業積極鼓勵男

性參與社會工作服務」等文

字移至未來改進方式欄。 

1.已更新至 102 年度數據 (紅色字體部分): 

本市 18 歲以上因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接受庇

護安置者(指本市市民，未包含「在本市受

害」之安置對象)，接受庇護人次中，102 年

度男性計 24 人，女性計 145 人；接受庇護

性別比率則分別為 14.2％及 85.8％。                                                                                  

2.另針對 102 年 4 月 9 日女委會專案會議審

查意見，皆已修正補充，非社工員之其他工

作人員共計 8 人，皆為女性。 

3. 本局於 102年 3月通過臺北市婦女安置機

構設立管理自治條例，本辦法業已廢止。 

通過。 

24 婦幼

科 

臺北市托

嬰中心辦

理兒童團

體保險辦

法  

查臺北市 101 年度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

統計，2 歲以下兒童計 5,8103 人，其中男

童 2,9936 人（佔 51.52%）、女童 2,8167

人（佔 48.48%），男童較女童多 3.04%。

至 101 年台北市托嬰中心參加團保人數

為 1193 人，其中男童 633 人(53.06%)，女

綜觀出生人口性別差異比例，本團

體保險之兒童性別落差符合此社會

現況。                      

1.因本案之重點為團體保

險，故建議將工作人員的統

計刪除，另將外來改進方式

一併修正。2.在撰寫方式

上，建議將所有的統計數據

填寫在「性別統計」欄，再

通過。 1.本辦法經檢視符合 CEDAW 之精神，並配

合審查建議內容辦理。2.本辦法受益兒童

中，102 年 12 月底本市 0-2 歲男童 45,413 名、

女童 42,886 名，同時間投保人數男童 869

名、女童 777 名，投保比男童 1.19%、女童

1.81%，符合 CEDAW 之精神。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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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560 人(46.94%)。 於「性別統計之說明」欄陳

述是否有落差之原因或分析

說明。  

25 婦幼

科 

臺北市育

兒津貼發

給辦法  

本項津貼受益兒童共計 111,488 名，其中

男童計 57,652 名(51.71%)、女童計 53,836

名(48.29%)，男童較女童多 3.42%。查臺

北市 101 年度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統

計，0 至 5 歲以下兒童計 152,882 人，其

中男童 79,024 人（佔 51.69%）、女童 73,858

人（佔 48.31%），男童較女童多 3.38%。 

綜觀出生人口性別差異比例，本項

補助之受益兒童性別落差達屬常態

範圍，法規行政措施實施結果符合

性別實質平等。 

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有

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統

計」欄，再於「性別統計之

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之

原因或分析說明。  

通過。 1.本辦法經檢視符合 CEDAW 之精神，並配

合審查建議內容辦理。 

2.本項津貼受益兒童中，男童較女童多

3.42%，與臺北市 5 歲以下性別比對（男童

較女童多 3.38%）近似。 

通過。 

26 婦幼

科 

臺北市弱

勢家庭兒

童托育補

助辦法  

1.101 年補助人數計 3,880 名兒童，其中男

童 2,035 人（佔 52.45%）、女童 1,845 人

（佔 47.55%），男童較女童多 4.90%。 

2.查臺北市 101 年度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

統計，12 歲以下兒童計 325,005 人，其中

男童 169,039 人（佔 52.01%）、女童 155,966

人（佔 47.99%），男童較女童多 4.02%。 

綜觀出生人口性別差異比例，本項

補助之受益兒童性別落差達 4.90%

屬常態範圍，法規行政措施實施結

果符合性別實質平等。 

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有

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統

計」欄，再於「性別統計之

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之

原因或分析說明。  

通過。 1.本辦法經檢視符合 CEDAW 之精神，並配

合審查建議內容辦理。 

2.本項津貼受益兒童中，男童較女童多

4.9%，與臺北市 12 歲以下性別比例（男童

較女童多 4.02%）近似。 

通過。 

27 社工

科 

臺北市遊

民輔導辦

法 

1.本市列冊遊民人數依 101 年 12 月底計

685 人，男性為 628 人，女性為 57 人，性

別比例為 91.68％：8.32％。 

2.本市公立安置處所可收容量為男床 74

床、女床 10 床，共計 84 床。男女床位設

置比例為 88.10％：11.90％，女性床位設

置比例比遊民性別比例微高。另安置處所

依性別設置安置空間，並將女性廁所、淋

浴及曬衣場獨立且具隱私空間，增加安全

性的生活，女性寢室亦有自用的電視可供

女性遊民觀賞。 

3.依 101 年 12 月本市公立安置處所報表

統計，當月安置人次共計 2,590 人次，男

性計 2,340 人次，女性 250 人次，男女性

別比例為 90.35%：9.65％。 

因本市遊民男女性別比例即為

91.68％：8.32％，本市公立安置處

所男女床位及安置情形皆與本市遊

民男女性別比例相近。 

由於本案尚未廢止，仍為臺

北市法規查詢系統所列管之

案件，故無法刪除，建議將

法案修訂之原委說明清楚即

可。 

請補充使用人數或人次數

量及性別比例， 

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已於 103 年 1 月 2 日修

正為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並於上

次會議中報告。 

通過。 

28 社工

科 

臺北市志

願服務獎

勵辦法 

1.臺北市優良志工金鑽獎:101 年共 35 人

得獎，其中女性 27 人、男性 8 人；女:

男=77.14%:22.86%。 

2.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101 年共 2,262

人得獎，其中女性為 1,919 人、男性為 343

 本自治法規實施結果顯示女性獲

得本市志願服務獎勵之比例較男性

高，係因目前本市投入志願服務之

女性人數較男性多(女性與男性志

工比例約為 1 比 4)，顯示本市女性

1.建議在未來改進措施之欄

位可補充鼓勵男性投入志願

服務的部分。                                                       

2.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

有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

1.請依志工年資、時數、工

作內容、運用單位需求對

象、擔任幹部等類別，補充

男女數量與性別比例。 

2.請刪除「符合實質平等」

1.臺北市優良志工金鑽獎:102 年共 35 人得

獎，其中女性 27 人、男性 8 人；男：女

=22.86%：77.14%。 

2.貢獻獎:102 年共 1937 人得獎，其中女性

1630 人、男性 307 人；男：女=15.85%：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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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男=84.84%:15.16%。 

3.本市志工總人數:100 年 12 月底本市女

性志工為 40,046 人，男性志工人數為

9,879 人；女:男=80.21%:19.79%。 

投入志願服務之意願較男性高，故

女性志工獲獎之比例自然較高。 

統計」欄，再於「性別統計

之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

之原因或分析說明。 

等文字。 

3.未來改進方式請說明本

局確實可行之具體措施，較

不適宜以「持續宣導…」等

抽象文字撰寫。 

84.15%:。 

3.本市志工總人數:102 年 12 月底本市女性

志工為 45,617 人，男性志工人數為 11,902

人；男：女=20.69%：79.31%。 

4.依本市志工年紀及性別分配狀況分析，本

市 17 歲以下志工男女比例約為 1:1，18 歲

以上志工之男女比例始有明顯差異(女多於

男)，爰推論本市女性可能因進入家庭，成

為家庭照顧者，而較從業之男性有機會投入

志願服務。是此，在鼓勵男性投入志願服務

之措施上，本局將積極推動企業志工方案，

藉以鼓勵從業之人員(尤其是男性)有接觸志

願服務之機會，並且將志願服務作為未來退

休生涯規劃的一項選擇。 

29 陽明

教養

院 

臺北市立

陽明教養

院組織規

程 

1.本院員工性別統計簡、薦、委職員數比

例，委任職員女男比為 88.89%:11.11%，

薦任為 72%:28%，簡任為 100%:0%，簡、

薦、委任職員均為女性人數比例較多。 

2.本院直接照顧者女男比例為 78.64%：

21.36%。照顧人員以女性為主。 

3.本院服務對象女男比例為

45.09%:54.91%(女 170 人，男 207 人)。 

1. 落差超過 3%。          

2. 上開資料顯示簡、薦、委任職

員數及直接照顧者均為女性人

數比例較高，亦由於男性照顧

者較少，造成部分勞力與體力

負擔較重之工作層面甚感困

難。 

本案通過。 1.請補充服務對象（被照顧

者）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 

2.請刪除「因女性較男性樂

於從事服務身障者之工

作，故符合實質平等」等文

字，並補充說明男性照顧者

較少於工作層面上所造成

的困難之處。 

本院服務對象男女比例為 54.84%:45.16%(男

204 人，女 168 人) 

通過。 

30 浩然

敬老

院 

臺北市立

浩然敬老

院組織規

程 

101 年度本院職員數 53 人，其中男性為 7

人，女性為 46 人，男女比例為 13.21%：

86.79%，主管人員男性 4 人、女性 8 人，

男女比例為：33.34%：66.66%，職員簡薦

委任男女人數為 0：1、5：30、2：15，比

例分別為

0:100%;14.3%:85.7%;11.8%:88.2%，直接照

顧服務員男性 6 人、女性 49 人，男女比

例為：10.91%：89.09%，職員工均為女性

人數比例較多。另本院長者男女人數為

298：105，比例為 73.95%：26.05%。 

1、內政部 95 年度社會福利機構概況調

查中顯示，社會工作人員女性達 8 成，

僅 2 成為男性。 

2、教育層面：依據教育部性別調查大

學社工系所，男女比例約 2：8(89~99

年度)，近年來有變動為 3：7(100 年度，

數據資料來自教育部性別統計與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且實務工作發現從事社會工作服

務也是女多於男。 

3、服公職層面：因就讀大學社工系所

及護理相關科系之男女性別比例因

素，報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職

系類科、公職社工師考試類科及專技人

員護理師類科應考人數及錄取人數性

1.建議勿用「女性特質較細

心、耐心…等」用語。                  

2.建議性別統計的部分可再

稍作細分，可參考「臺北市

立陽明教養院組織規程」之

寫法。 

請刪除「綜合以上所述，本

院人力結構與現況社會工

作從業男女性別比率並無

明顯差異，故符合實質平

等。」等文字。 

至 103 年 2 月底止，本院職員數 50 人，其

中男性為 5 人，女性為 45 人，男女人數比

為 1：9；主管人員男女人數比為 2：9；職

員簡薦委任男女人數比分別為 0：1、4：29、

1：14；直接照顧服務員男性 6 人、女性 41

人，男女人數比為：13：87。職員工均為女

性人數比例較多。另，本院院民男女人數比

為 75：25。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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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例亦有明顯差距。 

4、經濟層面：在傳統上女性皆擔任照

顧家人（嬰幼兒、老人、病人及身障者

等）之角色，因照顧服務工作從事人員

以女性有較高意願，因此照顧服務目前

仍以女性為多數。 

5、綜合以上所述，本院人力結構與現

況社會工作從業男女性別比率並無明

顯差異。 

31 家防

中心 

臺北市家

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

治中心組

織規程 

1.101 年本中心同仁男性人數 11 人

(10.89%)，女性人數 90 人(89.11%)，相差

78.22 個百分點(女性較多)；中心目前專任

及兼任組長以上人員共 6 人，其中男性 2

人佔 33.33%，女性 4 人佔 66.66%。2.各類

別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1)101 年婚姻暴

力接案數共計 6,339 案，其中男性 1,133

人(佔 17.87%)、女性 5,152 人(81.27%)、不

詳 54 人(0.86%)。(2)101 年兒少保護接案

數共計 2,921 案，其中男性 1,518 人(佔

51.97%)、女性 1,348 人(46.15%)、不詳 55

人(1.88%)。(3)101 年老人保護接案數共計

441 案，其中男性 161 人(佔 36.51%)、女

性 270 人(61.22%)、不詳 10 人(2.27%)。

(4)101 年性侵害接案數共計 799 案，其中

男性 108 人(佔 13.52%)、女性 683 人

(85.48%)、不詳 8 人(1%)。 

1.依據內政部「社會工作專職人員

數」統計，100 年全台社會工作人

員數(含公、私部門)男女比例相差

68.32 個百分點，顯示投入社會工作

領域之工作者多半以女性為主，故

本中心工作同仁之性別統計中亦呈

現男女比例落差較大之情形。2.組

長以上人員男女比例相差 33.34 個

百分點，審酌本中心組織規程及實

際情形無違反性別平等。3.有關本

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服務對象中，

除兒少保護個案為男性較多外，其

餘婚姻暴力、老人保護及性侵害案

件均屬女性被害人較多。 

1.請補充主管(組長級以上)

之人數及性別統計，亦可加

入兼任組長計算。2.建議亦

可補充未來改善措施的欄

位。 

1.請補充服務對象各類別

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 

1.102 年本中心同仁男性人數 12 人

(12.37%)，女性人數 85 人(87.63%)，相差 75.26

個百分點(女性較多)；中心目前專任及兼任

組長以上人員共 10 人，其中男性 2 人佔

20%，女性 8 人佔 80%。 

2.各類別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 

(1)102 年婚姻暴力接案數共計 5,882 案，其

中男性 922 人(佔 15.67%)、女性 4,885 人

(83.05%)、不詳 75 人(1.28%)。 

(2)102 年兒少保護接案數共計 3,180 案，其

中男性 1,685 人(佔 52.99%)、女性 1,436

人(45.16%)、不詳 59 人(1.85%)。 

(3)102 年老人保護接案數共計 523 案，其中

男性 176 人(佔 33.65%)、女性 339 人

(64.82%)、不詳 8 人(1.53%)。 

(4)102 年性侵害接案數共計 632 案，其中男

性 80 人(佔 12.66%)、女性 552 人(87.34%)。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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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防

中心 

臺北市家

庭暴力事

件未成年

子女會面

處所設置

辦法 

1.分析 101 年婚姻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共

5829 人次，其中男性 4844 人次，佔

83.10%；女性 985 人次，佔 16.90%，二者

相差 66.2 個百分點，以男性施暴者佔多

數。 

2.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主要

是婚暴過程中的施暴者必須在法院判決

之保護令限制條件下，由監督人員監督其

與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所以申請人都屬

於施暴的一方。 

3.分析 101 年經由法院判決申請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與交付的申請人有 16 件，其

中女性 3 位，佔 18.75%；男性 13 位，佔

81.25%，二者相差 62.5 個百分點，與婚

姻暴力案件施暴者統計男性 83.10%，女

性 16.90%之差異性不大。 

4.16 件申請案件中有 24 名未成年子女，

女性佔 63%，男性佔 37%，相差 26 個百

分點，其中 1-6 歲 4 位(女性 3 位，佔 75%；

男性 1 位，佔 25%)；7-12 歲 13 位(女性 8

位，佔 61.54%；男性 5 位，佔 38.46%)；

13 歲以上 7 位(女性 4 位，佔 57.14%；男

性 3 位，佔 42.86%)。 

1.申請人男女性別比例雖相差 62.5

個百分點，惟和婚姻暴力案件中以

施暴者男女性別比相差 66.2 個百分

點，二者差異性不大。 

2.本服務之申請人為婚姻暴力中的

施暴者，在婚姻暴力中男性是施暴

者佔多數，所以本服務申請人亦以

男性居多，符合實質平等，惟對於

未成年子女性別部分因是第一次統

計，尚待觀察。 

1.建議同時呈現編號 34 案之

性別統計，並加註本案需與

編號 34 案的法條相互對照

之說明。 

2.請於敘述中清楚區分相對

人、申請人、被害人等陳述，

以利閱讀者瞭解。 

3.建議加註本案為第 1 次進

行統計，故僅有 101 年資料。                                            

4.在撰寫方式上，建議將所

有的統計數據填寫在「性別

統計」欄，再於「性別統計

之說明」欄陳述是否有落差

之原因或分析說明。  

通過。 1.分析 102 年婚姻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共

4691 人次，其中男性 3629 人次，佔 77.36%；

女性 1062 人次，佔 22.64%，二者相差 54.72

個百分點，以男性施暴者佔多數。 

2.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主要是

婚暴過程中的施暴者必須在法院判決之保

護令限制條件下，由監督人員監督其與子女

會面交往與交付，所以申請人都屬於施暴的

一方。 

3.分析 102 年經由法院判決申請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與交付的申請人有 33 件，其中女

性 9 位，佔 27.27%；男性 24 位，佔 72.73%，

二者相差 45.46 個百分點，與婚姻暴力案件

施暴者統計男性 77.36%，女性 22.64%之差

異性不大。 

4.33 件申請案件中有 34 名未成年子女，女

性 18 位佔 53%，男性 16 位佔 47%，相差 6

個百分點，顯示 102 年執行會面交往之未成

年子女兩性差異性不大。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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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家防

中心 

臺北市監

督家庭暴

力事件未

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

與交付子

女處理規

則  

1.分析 101 年婚姻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共

5829 人次，其中男性 4844 人次，佔

83.10%；女性 985 人次，佔 16.90%，二者

相差 66.2 個百分點，以男性施暴者佔多

數。 

2.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主要

是婚暴過程中的施暴者必須在法院判決

之保護令限制條件下，由監督人員監督其

與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所以申請人都屬

於施暴的一方。 

3.分析 101 年經由法院判決申請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與交付的申請人有 16 件，其

中女性 3 位，佔 18.75%；男性 13 位，佔

81.25%，二者相差 62.5 個百分點，與婚

姻暴力案件施暴者統計男性 83.10%，女

性 16.90%之差異性不大。 

4.16 件申請案件中有 24 名未成年子女，

女性佔 63%，男性佔 37%，相差 26 個百

分點，其中 1-6 歲 4 位(女性 3 位，佔 75%；

男性 1 位，佔 25%)；7-12 歲 13 位(女性 8

位，佔 61.54%；男性 5 位，佔 38.46%)；

13 歲以上 7 位(女性 4 位，佔 57.14%；男

性 3 位，佔 42.86%)。 

1.申請人男女性別比例雖相差 62.5

個百分點，惟和婚姻暴力案件中以

施暴者男女性別比相差 66.2 個百分

點，二者差異性不大。 

3.本服務之申請人為婚姻暴力中的

施暴者，在婚姻暴力中男性是施暴

者佔多數，所以本服務申請人亦以

男性居多，符合實質平等，惟對於

未成年子女性別部分因是第一次統

計，尚待觀察。 

1.建議同時呈現編號 33 案之

性別統計，並加註本案需與

編號 33 案的法條相互對照

之說明。 

2.建議加註本案為第 1 次進

行統計，故僅有 101 年資料。                                             

通過。 1.分析 102 年婚姻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共

4691 人次，其中男性 3629 人次，佔 77.36%；

女性 1062 人次，佔 22.64%，二者相差 54.72

個百分點，以男性施暴者佔多數。 

2.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服務，主要是

婚暴過程中的施暴者必須在法院判決之保

護令限制條件下，由監督人員監督其與子女

會面交往與交付，所以申請人都屬於施暴的

一方。 

3.分析 102 年經由法院判決申請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與交付的申請人有 33 件，其中女

性 9 位，佔 27.27%；男性 24 位，佔 72.73%，

二者相差 45.46 個百分點，與婚姻暴力案件

施暴者統計男性 77.36%，女性 22.64%之差

異性不大。 

4.33 件申請案件中有 34 名未成年子女，女

性 18 位佔 53%，男性 16 位佔 47%，相差 6

個百分點，顯示 102 年執行會面交往之未成

年子女兩性差異性不大。 

通過。 



 紀錄附件 2 

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規則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規則

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20130 

性平小組委員意見 

102.04.09 

女委會專案會議審查意見 
10301、10303該管科室更新與回應 

10304(103-2) 

性平小組建議 

34 家防

中心 

臺北市性

侵害被害

人補助辦

法 

101 年本中心性侵害被害人服務人數，女

性：683 人，男性：108 人，總計：786

人，女生比例：87%，男生比例：13%，

相差 74 個百分點；加害人男性 816 人次，

女性 49 人次，總計 941 人次，男性

89.27%，女性 5.20%，相差 84.07 個百分

點。 101 年本辦法各項補助男女人次及

比例如下： 

1.醫療費用：女性：233 人次，男性：21

人次，總計：254 人次，女生比例：92%，

男生比例：8%，相差 84 個百分點。 

2.心理復健費用：女性：275 人次，男性：

20 人次，總計：295 人次，女生比例：

93%，男生比例：7%，相差 86 個百分點。

目前中心提供服務之心理諮商師共 159

人，男 23 人、女 136 人。男生比例：14%，

女生比例：86%。 

3.訴訟及律師費用：女性：35 人次，男性：

2 人次，總計：37 人次，女生比例：95%，

男生比例：5%，相差 90 個百分點。 

4.緊急生活費用：女性：29 人次，男性：

3 人次，總計：32 人次，女生比例：90%，

男生比例：10%，相差 80 個百分點。  

5.緊急庇護費用：男女皆為 0 人次。有關

性侵害加害人之處遇屬強制性治療由衛

生局權管，不在本補助辦法。                                                    

依 101 年本中心統計，女性遭受性

侵害事件且受服務人數所佔例佔大

多數(女男比將近 9:1)，心理諮商師

以女性為主（86%），各項補助女

男比例亦皆接近上述比例(除心理

復健費用、訴訟及律師費用比例差

距偏高一點)，而法規目前以受服務

之被害人申請為主。 

建議補充加害人處遇輔導屬

衛生局權責，非本法範疇，

故無法提供相關統計等說

明。 

可提供心理復健部分，服務

提供者（如心理諮商師等）

之男女數量及性別比例。 

102 年本中心性侵害被害人服務人數，女

性：755 人，男性：126 人，總計：881 人，

女生比例：86%，男生比例：14%，相差 72

個百分點。102 年本辦法各項補助男女人次

及比例如下： 

1.訴訟及律師費用：女性：64 人次，男性：

1 人次，總計：65 人次，女生比例：98%，

男生比例：1%，相差 97 個百分點。 

2.緊急生活費用：女性：28 人次，男性：0

人次，總計：28 人次，女生比例：100%，

男生比例：0%，相差 100 個百分點。                                                  

3.醫療費用：女性：519 人次，男性：97 人

次，總計：616 人次，女生比例：84%，男

生比例：16%，相差 68 個百分點。                                                     

4.心理復健費用：女性：144 人次，男性：

28 人次，總計：172 人次，女生比例：84%，

男生比例：16%，相差 68 個百分點。目前

中心提供服務之心理諮商師共 159 人，男

23 人、女 136 人。男生比例：14%，女生

比例：86%。                                                

5.緊急庇護費用：男女皆為 0 人次。有關性

侵害加害人之處遇屬強制性治療由衛生局

權管，不在本補助辦法。                                                                      

6.男性受害人服務宣導：請第一線社工人員

鼓勵有需求之男性被害人善用補助資源，

並持續觀察是否因男女社經背景之差異而

呈現補助申請之落差。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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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法規檢視後落實—自治規則追蹤 

編

號 

主管

單位 

自治規則

名稱 
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1020130 

性平小組委員意見 

102.04.09 

女委會專案會議審查意見 
10301、10303該管科室更新與回應 

10304(103-2) 

性平小組建議 

21 性別

平等

辦公

室 

臺北市女

性權益保

障辦法 

詳見下頁 詳見下頁 1.請更新至 101 年底成效。 

2.建議在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的部分加註「已製作宣導短

片告知民眾無論性別皆可提

出申請」，促使有需求之男性

提出申請。 

1.說明欄之「(2)針對職業訓

練方面之照護補助補助對

象均為女性」內容與數據不

相符，請修正。 

2.請說明「 (6)兩性平權教

育課程：女性學員有 2,674

人，佔總人數 80.3％」之分

析或原因。 

3.請補教育局及醫療保健

相關成效之性別統計。 

4.特境性別落差大，請說明

原因。 

1.數據已更新至 102 年上半年並更新、補充

性別統計說明。 

2.已補充衛生局及教育局相關資料(性別統

計第 7、第 9 點及第 10 點)。 

3.有關女性主管升遷障礙之分析、兩性平權

教育課程等問題，將另函請人事處、勞動局

說明。 

 

1.持續列管。 

2.應持續彙整資料後於

下次會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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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之說明 

本法每半年統計執行成效，目前統計至 102 年上半年，相關性別統計如下：                                                              

1.新移民業務：                                                                                                                                                 

  (1)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之委員性別比例符合單一性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之原則。                                                                                                                                                                    

  (2)102 年上半年新移民各類課程參與者 569 人次，其中女性 541 人，佔受訓總人數的 95.08%。 

2.102 年上半年陞任女性主管情形：                                                                                                                             

  (1)簡任主管：晉升總人次 33 人次，其中晉升女性主管者 9 人次，晉升比例為 27.27%。 

  (2)薦任主管：晉升總人次 246 人次，其中晉升女性主管者 140 人次，晉升比例為 56.91%。 

  (3)委任主管：晉升總人次 74 人次，其中晉升女性主管者 13 人次，晉升比例為 17.57%。 

3.各官等主管性別比例情形： 

(1)簡任主管：總人數 298 人，其中女性 76 人，比例為 25.50%。 

(2)薦任主管：總人數 3,479 人，其中女性 1,937 人，比例為 55.68%。 

(3)委任主管：總人數 129 人，其中女性 97 人，比例為 75.19%。 

4.本府任務編組外聘委員，任一單一性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情況: 

迄 102 年 6 月 30 日止列管 148 個任務編組中，本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都市發展局主管）、本府與新北市政府會銜發布之淡水河

流域管理委員會（工務局主管）等 2 個任務編組未符合委員性別比例；其餘 146 個任務編組均符合本府外聘委員性別比例原則，符合比

例達 98.65%。 

5.職業訓練情況： 

(1)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自辦日間職能培育（含產訓合作）及夜間職能進修共計 994 人參訓，其中女性參訓人數計有 460 人，佔 46.28%；

男性參訓人數計有 534 人，佔 53.72%。                                                                                                     

(2)中央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委託辦理職業訓練：參訓人數 560 人；其中女性參訓人數計有 309 人，佔 55.18%；男性參訓人數計有 251 人，

佔 44.82%。                                                                                                                                                                                       

(3)公務預算經費委託訓練:參訓人數 310 人，其中女性參訓人數計有 243 人，佔 78.39%；男性參訓人數計有 67 人，佔 21.61%。                                                                                                                                                       

(4)協助學員請領職訓津貼：合計 641 人，其中女性 396 人，佔 61.78%；男性 245 人，佔 38.22%。。                                                                             

(5)針對參加職業訓練日間養成班學員提供照護補助：提供 15 人照護補助，共計補助 277,633 元，其中女性申請者計有 11 人，佔 73.33%；

男性申請者計有 4 人，佔 26.67%。 

(6)勞動權益教育課程：補助產職企業工會辦理勞動教育課程，共計 68 場。工會會員總數 103,732 人，其中男性 46,663 人，女性 57,069

人，女性佔全體會員之比率為 55％；其中參與工會辦理之勞動權益相關課程者共計 5,341 人，其中男性 2,568 人，女性 2,773 人，女

性佔全體學員比率 52％女性學員有 2,674 人，佔總人數 80.3％。因課程主題係由工會自訂，68 場中有 3 場辦理兩性平權相關課程，

其餘皆為勞動知能課程，有偏低之情況。                                                                                                                               

6.文化活動： 

(1)文化局 102 年 1 至 6 月與女性議題相關之藝文補助共計 9 件，總補助金額 790,000 元整。依觀眾問卷填寫回收比例計算，男女觀眾數

比例為女 65.1％，男 34.9％。 

(2)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102 年 4 月參觀展覽男女人次比例為 54%：46%，5 月參觀展覽男女人次比例為 39%：61%，6 月參觀展覽男女人

次比例為 34%：66%。 

(3)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本會志工隊總人數 125 人，女性計有 78 人(62.4％)，男性計有 47 人(37.6％)。協助本會定點及動線史蹟導覽等工作。 

(4)臺北市立美術館義工隊總人數 917 人，女性計有 812 人，男性計有 105 人。參與本館展場引導、服務中心諮詢與展覽導覽服務以及協

辦教育推廣活動等工作。                                                                                                                                            

7.醫療保健： 

(1)每年定期召開優生保健委員會並聘請相關委員，102 年全體委員共計 8 人(內聘 2 人；外聘 6 人)，男性委員：5 人；女性委員：3 人，

1.民政局：參與課程新移民以女性為主的情形與新移民女

多男少之現況相符。 

2.人事處： 

(1)陞任女性主管簡任主管性別比例落差 45.45%（男高於

女），薦任主管性別比例落差 13.82%（女高於男），委任主

管性別比例落差 64.86%（男高於女）。除薦任主管升遷人

次女高於男，其餘則男高於女，人事升遷部份性別若差仍

大。 

(2)本府任務編組外聘委員，任一單一性別不低於外聘委員

全數四分之一之目標，已有 146 個任務編組達成，達成率

98.65%，促進女性參與公共事務機會。 

 

3.勞動局 

(1)自辦職訓參訓性別比例落差 7.44%(男高於女)，中央補助

委辦訓練 10.36%(女高於男)、公務預算補助委辦訓練

56.78%(女高於男)。職訓津貼性別比例落差 23.56%(去年

32%)，顯示女性參與職業訓練的人次多於男性，申請津貼

補助補助者一女多於男。 

(2)職業訓練之照護補助補助對象仍以女性居多。 

 

4.文化局: 

女性藝文議題、中山堂展覽等參與率皆是女多於男(落差各

30.2%、15.33%)。擔任志工的性別比例女多於男，如文獻

委員會、市立美術館，性別落差各 24.8%、77.9%。顯示女

性對文化活動參與率較多，也有較高意願擔任志工。 

5.社會局 

(1)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申請性別比率落差仍高居 8 成以

上，與單親女性處於經濟弱勢之狀態，以及較有願意求助

有關。 

(2)已製作宣導短片告知民眾無論性別皆可提出申請，促使

有需求之男性提出申請。  

6.教育局 

以台北市圖書館辦理之課程為例，女性參與講座比率較

高，婚姻家庭參與男、女性別人數較於趨近，有關庭教育

議題諮詢，仍以女性為主要諮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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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單一性別不得低於四分之一規定，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比例原則辦理。 

(2)提供女性友善之醫療環境如下：輔導本市 23 家「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之醫院，針對婦女癌症篩檢提供快速通關免掛號費服

務，增加女性就醫之方便性。本市通過 102 年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之醫院共 18 家。 

(3)衛生局於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新移民社區保健諮詢站提供 899 小時通譯服務，服務新移民 1,118 人次。 

8.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緊急生活扶助：補助人數總計 535 人，其中女性 492 人(92％)、男性 43 人(8％)。 

  (2)子女生活津貼：補助人數總計 641 人，其中女性 601 人(93.8％)、男性 40 人(6.2％)。 

  (3)傷病醫療補助：補助人數總計 28 人，其中女性 27 人(96.4％)、男性 1 人(3.6％)。 

  (4)法律訴訟補助：補助人數總計 27 人，其中女性 27 人(100％)、男性無。  

9. 教育課程： 

 臺北市立圖書館(例舉) 

 (1)「小藝術家 v.s.小小思考家」男女性別平等教育活動，共 6 場，計 162 人參加(男 45 人，女 117 人)。 

 (2)「兒童文學中的性別與民俗」讀書會，共 10 場，計 140 人參加(男 0 人，女 140 人)。 

 (3)「文學中的性別密語：母親的百變容顏」講座，計 13 人參加（男 0 人，女 13 人）。 

 (4)「出生禮俗─男生女生同，不同」活動，計 54 人參加(男 26 人，女 28 人)。 

 (5)「愛在青春蔓延時」講座，計 17 人參加（男 8 人，女 9 人）。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例舉) 

(1)辦理「樂活家庭」講座，主題包括「婚姻與法律」、「親職與法律」及「性別與民俗」，共計 62 人次(男性 23 人次、女性 39 人次)參與。 

(2)辦理「婚姻教育課程：親密互動我和你」，共計辦理 9 場次、315 人次(男性 198 人次、女性 117 人次)參與。 

(3)日辦理 3 場次「婚姻教育課程：親密關係工作坊」，共計 64 人次(男性 32 人次、女性 32 人次)參與。 

(4)辦理「102 年度聯合婚禮系列活動」之「新人講習會」，提供 1 小時婚姻教育課程，共計 76 人(男性 38 人、女性 38 人)參與。 

(5)「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專線」，由受過輔導知能訓練之志工輪值受理民眾來電洽詢家庭教育相關議題；102 年 1 月至 6 月共計服務 353

人次(男性 75 人次、女性 278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