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4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季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9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貳、 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參、 主席：丁副局長若亭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即決議

事項/委員建議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執行

等級 

1 (一) 請全民運動

科針對銀髮

族公益運動
健身課程」

及「樂齡健

身運動指導
員 培 訓 計

畫」做性別

影響評估、
影響性別評

估滿意度調

查。 
 

 

 
 

(二) 性別主流化

研習統計研

習人數佔全

局 比 例 多

少、並建立 
後續控管機

制。 

(一) 

全民運動科 

 
 

 

 
 

 

 
 

 

 
 

 

 
 

(二)人事室 

以銀髮長者的生活圈
為主體，接受專業運動
指導，推出「樂齡健身
運 動 指 導 員 培 訓 計
畫」，讓高齡長者養成
運動習慣，課程於 3 月
13 日至 15 日，共計 131
位學員(女性 74 人，男
性 57 人)參與課程，並
於 4 月至 6 月期間接受
見習服務安派至內湖
區、大安區、松山區及
士林區銀髮族據點觀
摩學習與服務。截至
104 年 6 月 27 日止，為
長者服務共計 2,604 人
次。 

本局職員 85 人，迄今
年 8 月 17 日止，通過
性別主流化研習計 43
人，佔 51%。另本局將
於 8 月 27 日舉辦「性
別主流化進階課程」研
習，屆時邀請外聘講師
王蘋擔任主講；後續將
督促尚未完成學習時
數的同仁完成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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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等級說明: A-已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供決策參考 E-建議解除列管】 

性別平等辦公室蔡視察楊玄： 

一、 本案辦理情形後續有更新統計資料，執行等級列「A」，惟一前次 

會議決議為「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應將執行等級改列「B」繼續

列管辦理後續決議事項 

    二、另本案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尚有： 

「二、運動產業科後續招商時，除納入契約中要求重視性別主流

化議題教育訓練，並可甄選時參考列入評比項目。三、本局在辦

理性別主流教育訓練時可以將運動中心、區體育會、志工等邀請

一起來參加相關研習。」等決議未列入，擬請體育局補列。 

黃委員力卉：未來本局會委託專業老師來協助對培訓人員及被服務人員做性 

別影響評估、影響性別評估滿意度調查。  

傅立葉委員：可以針對滿意度調查請專業老師設計問卷做抽樣調查，建議會 

           議資料執行等級可列說明。    

主席裁示：針對計畫完成性別影響評估。 

蔡委員孟育：每一季將個別通知尚未完成性別主流化課程同仁參加研習，達 

            100％出席率。 

性別平等辦公室蔡視察楊玄：我們在 5月有發函通知各局處派員出席，公務

人力訓練處辦理性別統計研習。 

柒、工作報告： 

    本季工作執行情形：  

       （一）辦理免費婦女肌力雕塑、有氧塑身課程、拳擊有氧課、 

             女性體態雕塑課程、排舞課程共 11場總計 653人參與，男性

有 146人，女性有 507人。 

（二）辦理競技運動有羽球、田徑、射箭、柔道比賽共 328 場總計

39300人參與，男性有 25950人，女性有 13350人。 

       （三）辦理極限運動競賽及育樂營活動，共 25場總計 356人，男性

有 200人，女性有 156人。(如附件 2) 



(四）本局《臺北體育》第 21期期刊，邀請致理技術學院休閒遊憩 

管理系姜穎老師、資深球評石明謹分別以「從運動促進妳／你

我的性別友善城市」、「足球場上不能說的秘密─足球的女權

運動正要萌芽」為題撰文，將體育運動以性別的視角切入，以

不同的觀點詮釋反思體育政策。(如附件 3) 

黃委員煥榮：有沒有必要針對女性開設課程？有什麼性別觀點來看婦女肌

力雕塑及女性體態雕塑課程，因為參加的女性較多，男女肌力

訓練方式，可展現什麼意義，像競技運動參加的女性又太少，

造成此現象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林委員美如：運動中心辦理免費公益活動，是呼應百日新政要針對專屬婦

女及銀髮族規劃出，她們所需求的課程，運動中心透過調查，

婦女及銀髮族較喜愛此類活動，我們也藉著活動鼓勵伴侶及親

子共同出席參加。 

主席裁示：經調查健身房使用為男性居多數，女性較喜歡瑜珈課程，有些

廠商經由活動帶動女性運動風潮，例如：路跑，有些廠商因為

女性參與路跑，透過女性參與開發許多商機。 

捌、討論事項 

案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沿用至 107年一案，提 

      請 討論。(提案單位：綜合企劃科） 

說明：本局依據 102 年 2月 27日第 8屆第 6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修

正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計畫，訂定本

局 102年至 103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經 103年 11月 19日

第 9 屆第 5 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修正，順延實施期間至

104年，爰為加強各單位確實使用各項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落實

性別觀點於本局所有業務及市法規當中，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希沿用至 107年。 

性別平等辦公室蔡視察楊玄：因本府未來新的性別主流化總計畫將於 105

年就訂出，因此建議體育局的主流計畫似乎不需要沿用到 107年，

而是沿用至 105年即可。 

     主席裁示：依性別平等辦公室建議，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沿用至 



               105年即可。 

玖、臨時動議： 

性別平等辦公室蔡視察楊玄：建議體育局增加正式編制內職員按年齡 

           及性別分、按教育程度及性別分、按進用類別及性別分等員工性 

           別統計資料，以豐富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內容。 

傅委員立葉：會議討論案並沒有很多，領出席費卻沒有貢獻，建議可以 

將局裡要提女委會資料，提報至本會議討論，較周延也讓

我們有貢獻。 

主席裁示：未來要提報至女委會資料，可提本會議討論。 

拾、散會 

拾壹、時間：下午 2點 50分 

 

 

 

 

 

 

 

 

 

 

 

 

 

 

 

 

 

 

 



 

 

 

 

 

附件 1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4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季會議紀錄 

捌、 時間：104年 7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玖、 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壹拾、 主席：丁副局長若亭  

壹拾壹、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謝麗蓉 

壹拾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即決議事

項/委員建議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執行

等級 

1 (三) 以運動中心為

基礎，請運產
科協調運動中

心經營者，先

討論那些分項
場地可以進行

性別統計、哪

些項目可以於
滿意度調查時

一併進行。另

外，於四年一
次之運動人口

調查前，從運

動中心進行調
查及統計之內

容整理比對。

喜好、年齡、
參與度、不同

區域的人口結

構 的 運 動 狀

運動產業科 
1. 現運動中

心已針對
設施使用

者及研習

課程進行
性 別 統

計，惟因

部分設施
（例如籃

球場、羽

球 場

等），係

屬場租性

質，無法
明確區分

性別，致

有 所 誤
差。爰搭

配年度運

A 



況。未來亦可

納 入 契 約 當

中，請經營業
者協助。 

動中心滿

意 度 調

查，回推
其比例。 

2. 本 局 自

103 年
起，每年

委外辦理

各中心滿
意 度 調

查，已針

對性別、
年齡、居

住地、學

歷等資訊
進 行 統

計，將持

續辦理，
以了解使

用者的運

動狀況。 

劉委員哲明： 

一、有關使用性別統計委請運動中心經營廠商針對設施滿意度調查來

統計，另因籃球場及羽球場無相關系統來統計，可能要用回推的

方式處理。  

 二、在 103年本科對性別、年齡、居住地、學歷資訊已建立基礎資料。     

主席裁示：籃球場及羽球場如果無法統計可以用抽樣性或隨機方式來統計。 

陸、工作報告： 

    一、本季工作執行情形：  

       （一）辦理慶祝母親節相關活動及講座計 12場次，男性參加人 

             數為 1065人、女性參加人數為 2139人。 

       （二）「從性別觀點的政策思考-從人口結構談起」104年 7月 3日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薛教授承泰進行專題講演，主題 



為臺灣人口變遷的趨勢與挑戰，由本局初階以上主管參加， 

並開放其他同仁自由參加，當日教授演講之講義（如附件 3） 

及影音檔已置放本局官網性別主流化專區，供同仁參考。 

       （三）迄今本局性別主流化研習共有 37人參加研習合計 176 

             小時。 

        (四）完成《臺北體育》第 21期預計於 8月 5日出刊，內文 

             邀請致理技術學院休閒遊憩管理系姜穎老師、資深球評 

             石明謹分別以「從運動促進妳／你我的性別友善城市」、 

            「足球場上不能說的秘密─足球的女權運動正要萌芽」 

            為題撰文，將體育運動以性別的視角切入，以不同的觀 

            點詮釋反思體育政策。 

    二、第 3季工作執行重點： 

       （一）提報 105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二）提報上半年度工作檢討(請各科室於 104年 8月 30日前 

             提送綜合企劃科彙整)。 

性別平等辦公室郭輔導員政修： 

一、可多辦理女性活動參與的活動。 

二、建議性別主流化研習統計研習人數佔全局比例多少、並建立 

  後續控管機制。 

三、可蒐集歷次體育期刊中相關性別議題的報導集結成冊，作為體

育局的成果。 

 主席裁示：可長期性的辦理活動，累計人數後才能從趨勢中做統計，將 

           性別平等辦公室意見納入參考辦理。 

柒、討論事項 

案由：推動提升銀髮族運動一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全民運動科） 

說明：樂齡市民運動健身是全民運動推廣的一環，其代表的意義為「提

升高齡族群的運動參與頻率，享受運動帶來健康與快樂的生活」。

臺北市是知識與經濟發展領先的先進城市，市民追求幸福快樂的

生活型態，而落實全民運動之推展將是本市推向健康快樂城市的



重要施政目標。因此，本局的施政目標與重點，即以「處處皆可

運動」、「人人喜愛運動」為信念，將本市打造成健康活力之城，

共創『健康市民、卓越競技、活力城市』願景。而柯文哲市長就

任後將提升銀髮族的運動參與列入「柯 P 新政、百日維新」的重

點執行項目。104年正式推出「銀髮族公益運動健身課程」及「樂

齡健身運動指導員培訓計畫」，期望藉由專門的運動課程及培訓

專業的健身運動指導員，提供銀髮族們正確運動及體能保健觀

念，整體提升本市老人體適能。 

 黃委員煥榮：推動提升銀髮族運動的方案是很不錯的，建議可針對銀髮

族做性別影響評估，因為有兩個族群有銀髮族有性別、規劃

不同的運動項目、男女之間的不同偏好在規劃時要有考量、

不同項目對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偏好、可討論以甚麼方式去

招募及甚麼方式去規劃。 

傅委員立葉：推動提升銀髮族運動的計畫很好，計畫在執行時能蒐集相

關的統計，針對銀髮族來說是很好的想法，對於健保費及長

趙費是有預防的因為費用會減少，臺灣不同的年齡層運動的

比例呈現 U字型，中壯年運動比例低，青壯年人口運動比例

增加，在本計畫內為何有稱公益其意涵為何？選擇松山區內

湖區及大安區為何原因？居家服務的方式很棒，是如何找到

個案？ 

 趙股長若文：謝謝委員建議，針對婦女及銀髮族是免費課程所以稱公益， 

       我們與臺北市立大學、社會局及衛生局跨局處合作，計畫定

調試辦區域以臺北市立大學團隊為主，架構在百日新政下，

針對已有據點做規劃，有滾動式修正，剛開始雖只有 3區，

但在士林健康中心主任主動聯繫本局後，也服務士林區，至

於居家服務，是很難執行的部分，因為是醫療服務衛生局也

採謹慎處理的態度，本局角色只能觀摩協處，給予運動處方

協助，上半年透過松山健康中心轉介 13 個案，都是透過健

康中心轉介，才做服務。 



 性別平等辦公室郭輔導員政修：可針對影響性別評估滿意度調查，針對

不同項目評估，例如河濱公園自行車道評估，統計男性滿意

度較高，女性不滿意度較高，原來是廠商認為騎自行車多半

為男性，故提供租借之自行車款皆為男性適用，結果是男性

都是自行攜帶自行車，而女性皆是租借自行車，後來經由契

約期滿後，廠商更改車款，滿意度就提高，另統計晚上不滿

意度男性較高，因為男性晚上騎車較長途對燈光需求性高， 

後來河濱租借自行車還透過北市及新北市協商共同處理。 

曾委員慶勇：運動人口呈現 U字型，有些區域運動人口偏低，本局在 102

年針對臺北市民做運動概況調查報告，目前運動競技科仍在

推動，臺北運動環境好，所以就提高臺北市規律運動人口，

我們特別邀請薛教授承泰，因應高齡化的人口政策演說，建

議業務管理科在委外辦理換約時，可因應高齡化納入評比項

目，要求廠商要辦理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以避免造成顧客

不必要的誤解，也能擴及志工、區體育會，運用常態性的活

動中也能納入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也希望加入高齡化的體

能指導。  

主席裁示：一、請全民運動科此議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二、運動產業科後續招商時，除納入契約中要求重視性別 

          主流化議題教育訓練，並可甄選時參考列入評比項目。 

           三、本局在辦理性別主流教育訓練時可以將運動中心、區體 

              育會、志工等邀請一起來參加相關研習。 

捌、散會 

玖、時間：下午 2點 50分 

 

 

 

 

 

 



 

 

 

 

 

 

附件 2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4年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季會議工作報告 

項目 辦理日期 

辦

理

單

位 

會議或活動

名稱 

辦理內容及成果 

（主講或主持人） 

場次/人次(男

女數) 

專 題

講演 

7/3 綜

合

企

劃

科 

從性別觀點

的政策思考

-從人口結

構談起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薛教授承泰

進行專題講演，主題為臺灣人口變遷的

趨勢與挑戰，由本局初階以上主管參

加，並開放其他同仁自由參加。 

1場 

人數 20人 

男：12 

女：8 

活動 7/1至

7/31 

運

動

產

業

科 

有氧活動 

拳擊有氧 

女性體態雕

塑活動 

舞蹈活動 

辦理免費婦女肌力雕塑、有氧塑身課

程、拳擊有氧課程、女性體態雕塑課程、

排舞課程 

11場 

653人 

男：146 

女：507 

活動 7/14至

9/13 

競

技

運

動

科 

競技運動 羽球、田徑、射箭、柔道 328場 

39300人 

男：25950 

女：13350 

活動 7/4-8/28 全

民

運

動

科 

104年極限

運動競賽及

育樂營活動 

於新生高架橋下及極限運動中心辦理

104年極限運動競賽及育樂營活動 

25場 

356人 

男：200 

女：156 

 

 

 

 

 



 

 

 

體育局辦理活動詳細場次如下： 

日期 科室名稱 活動名稱 執行情形 場次/人次 

男/女 

7/1 文山運動中心 塑身拳擊有氧 辦理塑身 

拳擊有氧課程 

1場 

人次：35 

男：12 女：23 

7/1 信義運動中心 排舞課程 辦理排舞課程 1場 

人次：420 

男：121 女：299 

7/6 北投運動中心 女性體態雕塑 辦理女性體態 

雕塑課程 

1場 

人次：68 

男：3 女：65 

7/4 

7/11 

17/18 

大安運動中心 體育局百日維新 

婦女課程 

辦理免費婦女肌力 

雕塑課程 

3場 

人次：34 

男：0女：34 

7/3、7/10 

7/17、7/24 

7/31 

中山運動中心 雕塑有氧 辦理雕塑有氧 

塑身課程 

5場 

人次：96 

男：10女：86 

7/14~ 

7/19 

競技運動科 2015中華臺北羽球

公開賽 

409位選手，逾 3萬

名觀眾 

100場 

人數：30000 

男：20000 

女：10000 

7/25 競技運動科 臺北市週末田徑自

我挑戰賽第 4梯 

新竹以北各縣市總計

約 300名選手參加。 

41場 

人數：300 

男：200女：100 

7/25~ 

7/26 

競技運動科 2015亞洲柔道公開

賽 

218位選手，觀眾約

1000人次。 

1場 

人數：1000 

男：650女：350 

8/11~ 

8/17 

競技運動科 2015臺北國際射箭

公開賽 

預計約 200名選手參

加，觀眾預估約 5000

人次。 

1場 

人數：5000 

男：3300女：1700 

8/29 競技運動科 104 年臺北市週末

田徑自我挑戰賽第

5梯 

預計新竹以北各縣市

總計約 1000名選手

參加。 

53場 

人數：1000 

男：600女：400 

9/11-13 競技運動科 104年臺北市秋季 預計全國近 2000名 132場 



田徑公開賽 選手參加。 人數：2000 

男：1200女：800 

 

 

附件 4 
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計畫（100-103 年） 

 

100 年 2 月 11 日第 7 屆第 6 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通過 

100 年 4 月 22 日第 8 屆第 1 次女委會性別主流化小組專案會議修改 

101 年 2 月 10 日第 8 屆第 3 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修改 

102 年 2 月 27 日第 8 屆第 6 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修正 

103 年 11 月 19 日第 9 屆第 5 次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修正順延實施期間至 104 年 

 

壹、依據 

依 99 年 4 月 29 日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女委會）第 7 屆第 4 次委

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貳、目標 

 一、各機關(構)依業務所管內容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二、加強各機關(構)確實使用各項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 

 三、落實性別觀點於本府所有業務及市法規當中 

 

參、實施對象：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一級機關(構) 

（請各機關(構)依計畫中第肆點各項措施之辦理單位執行辦理） 

 

肆、推動措施及具體措施： 

 一、各一級機關(構)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召集人：機關(構)首長 

（二）成員：由各機關(構)科室(單位)主管、性別議題聯絡人及外聘民間委員等成

員組成。其中性別議題聯絡人至少 3 位，應由相關業務基層主管以上

擔任為原則，且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外聘民間委員至少

2 位，且至少 1 位為現任或曾任女委會委員。 

（三）任務： 

1. 協助訂定該機關(構)性別主流化各年度實施計畫 

2. 協助增修性別統計指標 

3. 性別影響評估（包含市法規修訂所填寫）執行事宜 

4. 性別預算表執行事宜 

5. 提供該機關(構)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之建議 

6. 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四）辦理單位：分三階段辦理 

1. 試辦階段： 

（1）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及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2）辦理時間：100 年 3 月至 103 年 12 月 

2. 第一推動階段 

（1）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原民會、 

               臺北市政府客委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政府觀傳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及臺北自來水處。 

（2）辦理時間：101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 

3. 第二推動階段 

（1）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18 個一級機關(構) 

（2）辦理時間：102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 

（五）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需每季至少召開會議 1 次 

 

 二、性別意識培力 

（一）辦理內容： 

1. 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各機關(構)人事單位每年應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課程內容應包含性別主流化概念、使用工具、運用及實際案例討論。 

2. 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由本府公訓處辦理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相關訓練，

包括評估內容、案例介紹及填寫方式。 

3.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代理人訓練：本府公訓處每年定期辦理每人每年 3 小時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代理人訓練。 

4. 高階主管性別主流化進階訓練：本府公訓處每年定期辦理主秘級以上主管

每人每年 3 小時之訓練。 

 （二）辦理單位：本府公訓處及各一級機關(構)人事單位 

 

 三、性別影響評估（原性別檢視清單）  

（一）辦理內容： 

各機關(構)於研擬重大施政（包含施政計畫、中長程計畫、長期綱領）及制

訂、修訂市法規時，應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諮詢性別平等專家，並完成填寫

性別影響評估表；透過性別觀點檢視對不同性別者的影響，評估不同性別使

用者的受益程度。 

（二）辦理單位：本府各一級機關(構)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經女性權益促進委員

會擇定之市法規暨行政規則制（訂）定或修正局處。 

 

四、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一）辦理內容： 

1. 增進性別統計資料與分析之完備性。 

2. 定期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之増加或修正。 

3. 本府主計處持續彙整及推動各機關(構)性別統計工作，並於每年度製印臺北

市性別統計圖像手冊中英文版。 



 （二）辦理單位：本府主計處及各一級機關(構) 

 

五、性別預算 

（一）辦理內容： 

1. 各機關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時，應一併填寫性別預算表。 

2. 每年由本府主計處彙整各機關填覆之性別預算表，並請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協助檢視。 

3. 由公訓處及主計處辦理性別預算相關訓練。 

4. 逐年落實發展性別回應預算之目標。 

 （二）辦理單位：本府主計處、公訓處及各一級機關 

 

伍、計畫擬訂及評估 

 一、擬訂計畫 

各機關(構)依據本計畫擬訂至 103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計畫內容依各

機關(構)所管業務自行訂定，並需提報該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 

 二、計畫評估 

各機關(構)於每年年底需完成當年度成果，經該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

後，於各機關(構)網站上公告。 

 三、獎勵措施 

由本府人事處研擬獎勵措施，獎勵推動性別主流化有具體成效之局處方案以及

有功人員。 

 

陸、經費來源  

 由各機關(構)處編列納入年度預算 

 

柒、預期效益 

一、加強本府同仁性別平等意識，落實各機關(構)推動性別主流化。 

二、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本府各項政策、方案、計畫、預算及法案當中。 

三、具體展現本府性別主流化推動成果。 

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計畫（100-103 年）分工表 

工作項目 期程 辦理單位 

成

立

性

別

平

等

專

案

小

1. 協助訂定該機關性別主

流化各年度實施計畫 

2. 協助增修性別統計指標 

3. 性別影響評估（包含市

法規修訂所填寫）執行

事宜 

4. 性別預算表執行事宜 

5. 提供該機關人員性別主

流化訓練課程之建議 

試辦階段 

100 年 3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第一推動階段 

101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原民局 

臺北市政府客委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工作項目 期程 辦理單位 

組 6. 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政府觀傳局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臺北自來水處 

第二推動階段 

102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 

本府其餘 18 個一級機關(構)

（產發局、資訊局、公訓處、

秘書處、財政局、工務局、環

保局、交通局、地政局、兵役

局、主計處、研考會、政風處、

體育局、捷運局、翡翠水庫、

都委會、捷運公司） 

性

別

意

識

培

力 

1. 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本府各機關(構)人事單位 

2. 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3.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代理

人訓練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4. 高階主管性別主流化進

階訓練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各機關於研擬重大施政（包

含施政計畫、中長程計畫、

長期綱領）及制訂、修訂市

法規時，應蒐集相關性別統

計，諮詢性別平等專家，並

完成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構) 

性

別

統

計

與

性

別

分

析 

1. 增進性別統計資料與分

析之完備性。 

2. 定期檢討性別統計指標

之増加或修正。 

3. 本府主計處持續彙整及

推動各機關性別統計工

作，並於每年度製印臺

北市性別統計圖像手冊

中英文版。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構)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工作項目 期程 辦理單位 

性

別

預

算 

1. 各機關填寫性別影響評

估表時，應一併填寫性

別預算表。 

2. 每年由本府主計處彙整

各機關填覆之性別預算

表，並請各機關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 

3. 由公訓處及主計處辦理

性別預算相關訓練。 

4. 逐年落實發展性別回應

預算之目標。 

100 年 5 月至 103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構) 

 

 

 

 

 

 

 

 

 

 

 

 

 

 

 

 

 

 

 

 

 



附件 5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2-104年) 
            102年 5月 6 日核定實施 
 

壹、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計畫 

貳、目標 

一、加強各單位確實使用各項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 

二、落實性別觀點於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有業務及市法規當中 

參、實施對象 

本局各單位 

肆、推動措施及具體措施 

一、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召集人：本局局長 

(二)成員：各科室主管(代表)、性別議題聯絡人 3人及外聘民間委員 2人(其中至少

1位為現任或曾任臺北市政府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成員之組成單一性別

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三)任務： 

1.協助訂定性別主流化各年度實施計畫。 

2.協助增修性別統計指標。 

3.性別影響評估(包含市法規修訂所填寫)及性別預算表執行事宜。 

4.提供本局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之建議。 

5.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四)辦理單位：本局綜合企劃科 

(五)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需每季至少召開會議 1次 

二、性別意識培力 

(一)辦理內容： 

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每年應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課程內容應包含性別主

流化概念、使用工具、運用及實際案例討論。 

(二)辦理單位：本局人事室 

三、性別影響評估 



(一)辦理內容： 

研議或執行重大施政(包含施政計畫、中長程計畫、長期綱領)及制    訂、修

訂市法規時，應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諮詢性別平等專家，並    完成填寫性別

影響評估表；透過性別觀點檢視對不同性別者的影    響，評估不同性別使用

者的受益程度。 

(二)辦理單位：由本局運動設施科統整後，經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 

四、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一)辦理內容： 

1.增進性別統計資料與分析之完備性。 

2.定期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之增加或修正，並上載至本局網站上。 

3.收集本市相關性別統計，並每年印製性別數字密碼手札。 

(二)辦理單位：本局各科室填寫並由本局會計室彙整。 

五、性別預算 

(一)辦理內容： 

1.各機關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時，應一併填寫性別預算表。 

2.每年由會計室彙整各科室填覆之性別預算表，應請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栛助

檢視。 

3.配合公訓處及主計處辦理性別預算相關訓練。 

4.逐年落實發展性別回應預算之目標。 

(二)辦理單位：本局各科室填寫並由本局會計室彙整。 

伍、計畫擬訂及評估 

本局將於每年年底完成當年度成果，經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  後，於本局

網站上公告。 

陸、經費來源 

由本局各科室納入年度預算 

柒、預期效益 

一、加強本局同仁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 

二、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本局各項政策、方案、計畫、預算及法案當中。 

三、具體展現本局性別主流化推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