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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03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3年 8月 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分 

貳、會議地點：本會會議室 

參、主    席：楊主任委員馨怡                        記錄：洪周慈慧 

肆、出（列）席人員：葉委員德蘭(請假)、 林委員瑞華(請假)、林委員春鳳、

李委員明政、賴委員慧貞(公假)、李委員菊妹、陳委員

思穎、陳委員誼誠、易委員君強、宋委員淑梅、性別平

等辦公室研究員葉靜宜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一、 本會 103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報請  公鑑(附件 1)。 

討論： 

林委員春鳳 1. 資料內容留意「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寫法之差異。 

2. 性別預算數目偏少，性別影響評估、性別調查統計、性別意

識培力皆為性別預算。 

3. 性別預算表中的「學童」不應列入性別預算，容易誤以為照

顧兒童是女性的責任。 

李委員明政 1. 根據原基法使用原住民族一詞。 

2. 林瑞華委員服務之系所更名為：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

作學系。 

李委員菊妹 性別意識培力是放在綜企組員工教育訓練，並非只有單就性別預

算。 

林委員春鳳 

 

1. 需將性別意識培力預算單獨列出以了解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2. 中央性平處是按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建議可以參照中央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六大類，於下半年度討論未來本會可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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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方。 

李委員菊妹 本會參加本市女委員三項分工小組，建議可以分工小組之主軸目

標去做，本會性平小組可先於會議中討論本會之工作目標再帶到

分工小組中討論，若分工小組中有討論之方向亦可帶到本會性評

小組中討論。 

性平辦研究

員葉靜宜 

原民會提供的資料是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辦理情形。女委會分

六個分工小組，原民會參加其中三個小組，6分工小組開會除依

照本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提出每年的執行成效外，重點工作在於

依其各組議題領域規劃願景、任務目標及執行策略，並提出跨機

關(構)執行成果。 

宋委員淑梅 1. 性別影響評估在法案制定時同時就要進行，並且隨時於性平

小組會議中討論再修正。 

2.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表需有本小組之委員或與性別相關之人員

提供建議，每次建議皆需列在評估表中。 

3. 性別影響評估之填寫可至台北 e大上課，承辦人需了解填寫

之相關規定。 

決議： 

1. 請社福組再與會計研議性別預算項目能否調整。 

2.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經費若從員工教育訓練經費中另行列出，請社福組與會計

研議如何呈現。 

3. 目前正制定之 3草案於 8月 30日前完性別影響評估表，並於下次會議(9月 5

日)討論。 

 

二、 「本府 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訪評作業總結報告」，有關訪評委員

提出應改進及建議事項，本會辦理之情形，報請  公鑑(附件 2)。 

討論： 

林委員春鳳 1. 性別與族別的統計分析，有關本會公務人員統計人數與銓敘

部統計之順位相同會落入有分析但卻無效。 

2. 統計之母數要放入台北市公務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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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百分差而不是使用百分比。 

楊主任委員 102年訪評委員的建議是族別分析後再分析族別中的性別比例。 

李委員明政 1. 族別統計之間的落差需要再做說明，以了解環境當中是否有

存在不平等。 

2. 例如阿美族申請補助多可推估弱勢者多，如何改善其社會地

位？有無性別之差異？等皆可以作探討。 

楊主任委員 1.志願服務除原、漢分析，亦將原住民拉出再行分析。 

2.樂齡文化服務應要說明本市原住民族人數本來就是女多於男。 

林委員春鳳 1. 人數在 5以下就不分析，若超過 30幾位就需要做分析。 

2. 原住民族參加志願服務人數少，可能是生活之壓力，壓力還

在就沒有動力去參加志願服務。原住民族志工人數可成為指

標，從歷年的統計來看志願服務人數之成長。 

宋委員淑梅 1. 補助案作性別統計應將申請數、核定數、未通過數皆要統計，

尤其未通過要做說明，才能看出性別之間的落差。 

2. 補助類別應再分細項，如補助金額，可成為性別影響評估之

參考。 

楊主任委員 條文中有提到的人、者皆應要做性別統計。 

決議： 

會議資料要在做修正併下次會議附件參閱。 

 

柒、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本會性別統計指標增修一案，提請  討論(附件 3-A、3-B、3-C)。 

討論： 

李委員明政 1. 統計指標可區分為：社會救助、就業經濟、社會參與/社會包

容、教育文化等四類，其中場地與資源應用應列在社會參與

項下。 

2. 留意在政府公共支出有無性別不平等之疑慮，未來亦可建構

原住民族群與主流族群之間如何縮小落差。 

3. 絕對數字看不出申請救助之性別落差，需要從相對分數才能

看出不同性別使用社會福利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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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標名稱：如原住民醫療補助應修正為原住民醫療補助人數。 

提供醫療補助人數，以瞭解補助是否使相對貧窮的人數縮

小，若有縮小則此支出使用合理。 

林委員春鳳 1. 善用台北市的性別統計指標。 

2. 衛生局的統計期能爭取加入原住民族指標，各項目可增加有

無原住民族，如健康狀態。 

易委員君強 臺北市有衛生醫療自治條例，每年衛生局會公布原住民之特殊疾

病，公布的項目就是目前醫療補助的項目。 

性平辦研究

員葉靜宜 

進行計畫案之性別影響評估時，就可能受益之對象預估是否有性

別差異，依可能具性別差異部分說明或研擬促進實質性別平等之

措施。 

李委員明政 各性別在服務補助上所獲得之比例，如性別*比例。每個指標有

定義就可知道如何計算。分類項目則不必要。 

決議： 

1. 請社福組參照衛生局之指標訂定本會統計指標，本會指標分為四大類：衛生

福利與社會救助、教育文化、經濟就業、社會參與，社會參與在包含在政府

部門從事公共事務的同仁。 

2. 教育文化之補助用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來做統計。部落大學納入統計。

語言巢不列入統計。基本統計再增加教育程度。 

3. 經濟就業：參與職業訓練、勞動力調查納入統計。 

4. 社會參與、衛生福利與社會救助：社福組，並在行區分如老人、兒童等，並

再增加假牙補助、健康檢查、租金補貼等。 

5. 補助家戶以申請者做統計。 

6. 請業務單位與其他組討論訂定指標清單，於下次性平小組會議進行報告。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裁（指）示事項：無。 

拾、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