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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壹、 緣起及依據 

一、依 98 年 12 月 22 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第 32

次委員會議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 

二、99 年 3 月 2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99 年第 1 次會議

修正通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至 102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民

國 99年 3月 29日農輔字第 0990080356號核定。 

貳、目標 

一、落實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修訂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使本會施政政策

及預算編列納入性別觀點。 

二、分階段完成以下目標 

(一) 培養本會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建立同仁尊重不同性別之素養。 

(二) 提升本會同仁性別平等之認知及落實性別平等意識。 

(三) 制定法令、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 

參、推動措施 

以本會編制內員工及約聘僱人員為對象，於 102年間，辦理內容： 

  (一)辦理性別意識培力/本會人事室、輔導處 

1.建立性別主流化聯絡網 

2.辦理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等意識相關訓練 

3.農村婦女組織學習 

  (二)辦理性別統計及分析/本會統計室 

  (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本會企劃處 

  (四)建立性別預算/本會會計室 

肆、辦理情形 

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 建立聯絡窗口：本會各單位及機關均指定科長級以上 1 人擔任單位聯

絡人，協助推展本計畫各項措施之執行。聯絡人異動時，並隨時辦理

聯絡人資料更新。 

(二) 主辦單位：本會人事室，統整本會各單位及機關辦理情形。 

(三) 召集人：本會王副主任委員政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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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員： 

1.本會委員：本會輔導處曹處長紹徽、法規會張執行秘書學文、會計室

楊主任順成、農糧署李署長蒼郎、林務局李局長桃生、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張局長淑賢。 

2.外聘委員：姚委員淑文(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張委員菊芳

(九大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委員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第一屆委員)及盧委員孳艷(國立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

護理研究所教授)。 

3.委員總人數計 11人，其中女性委員人數 6人，占全體委員比例 55％。 

(五) 102年度召開 4次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每次會議均有 1-2位外

聘委員出席。另有關性別主流化推動及辦理情形，於各次會議安排本

會所屬機關進行成果報告。 

二、辦理性別教育訓練，強化性別意識培力 

(一) 實體學習活動：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56場次，共計 2,257人參加，

其中男性 1,124 人(49.80%)，女性 1,133 人(50.20%)，相關辦理課程

詳如附件 1。 

1.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19場次，共計 864人

參加，其中男性 449人(51.97%)，女性 415人(48.03%)。 

2.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

辦理 9 場次，共計 406 人參加，其中男性 215 人(52.96%)，女性 191

人(47.04%)。 

3.性別意識培力(人身安全、性騷擾、工作職場)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

各機關共辦理 12場次，共計 357人參加，其中男性 184人(51.54%)，

女性 173人(48.46%)。 

4.性別意識培力(婚姻家庭、性別平權、性別溝通與人際關係)相關訓練：

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16場次，共計 630人參加，其中男性 276人

(43.81%)，女性 354人(56.19%)。 

(二) 離線數位學習活動：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46場次，共計 1,473人

參加，其中男性 678 人(46.03%)，女性 795 人(53.97%)，相關辦理課

程詳如附件 2。 

1.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15場次，共計 7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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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其中男性 291人(41.22%)，女性 415人(58.78%)。 

2.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

辦理 8 場次，共計 128 人參加，其中男性 66 人(51.56%)，女性 62 人

(48.44%)。 

3.性別意識培力(人身安全、性騷擾、工作職場)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

各機關共辦理 6場次，共計 123人參加，其中男性 67人(54.47%)，女

性 56人(45.53%)。 

4.性別意識培力(婚姻家庭、性別平權、性別溝通與人際關係)相關訓練：

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辦理 17場次，共計 516人參加，其中男性 254人

(49.22%)，女性 262人(50.78%)。 

(三) 薦送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計薦送 70人

參加，其中男性 18 人(25.71%)，女性 52 人(74.29%)，相關辦理課程

詳如附件 3。 

1.薦送 18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之「性別主流化基礎研習班」

課程，其中男性 6人(33.33%)，女性 12人(66.67%)。 

2.薦送 14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之「業務性別主流化研習班」

課程，其中男性 4人(28.57%)，女性 10人(71.43%)。 

3.薦送 22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施行法研習班」課程，其中男性 4 人(18.18%)，女性 18

人(81.82%)。 

4.薦送 16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之「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研

習班」課程，其中男性 4人(25%)，女性 12人(75%)。 

(四) 進階性或針對中高階人員研習活動：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共計薦送 8 人

參加，其中男性 3 人(37.5%)，女性 5 人(62.5%)，相關辦理課程詳如

附件 3。 

1.薦送 5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之「性別主流化進階研習班」

課程，其中男性 1人(20%)，女性 4人(80%)。 

2.薦送 2 名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之「性別平等高階主管班」

課程，均為男性參加(100%)。 

3.薦送 1 名人員參加行政院 102 年「性別主流化學分班」(北區班次)，

係為女性參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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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 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作業 

1. 為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 8 條之規定，101 年 10

月起至 102年 6月 30日各級政府應進行 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作

業(第 1階段為 101年 12月底前檢視法律案、第 2階段為 102年 3月

底前檢視法規命令案、第 3階段為 102年 6月底前檢視行政措施)。 

2. 舉辦 CEDAW教育訓練，建立性別意識：本年 5月 17日本會邀請臺北大

學法律學系郭教授玲惠主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法規檢視教育訓練」，向本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CEDAW法規檢視填報系

統管理者及與法制、性別相關業務之同仁計 55人，介紹 CEDAW主要原

則，並深入闡釋性別平權及實質平等之基本精神，最後，並具體舉各

項實例以 CEDAW相關條文作為法規檢視工具。 

3. 檢視過程中，提升性別敏感度：本會法規會扮演 CEDAW 法規及行政措

施檢視之初審作業，各機關(單位)檢視後於系統中填報，再由法規會

初審後，於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報確認後回復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檢視過程中，同仁對 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有更深入認識。

相關成果如下： 

(1) 第 1 階段法律案 36 件：檢視結果提報於本年 2 月 6 日本會本年

第 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通過，並以本會 102 年 2 月 21 日

農法字第 1020162013號函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 第 2 階段法規命令案 335 件：檢視結果提報於本年 4 月 26 日本

會本年第 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通過，並以本會 102年 5月

6日農法字第 1020162013號函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3) 第 3階段行政措施案 1200餘件：檢視結果提報於本年 7月 23日

本會本年第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通過，並以本會 102 年 7

月 31日農法字第 1020225224號函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4.有關 CEDAW 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作業，未來仍將持續長期推動，並時

時採滾動式檢討，以落實性別主流化之精神。 

(六)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102年 2月、4月、7月及 10月間舉辦之本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共 4次，並將各次會議決議事項函送各機關(單

位)轉知及配合辦理，以達推廣性別意識及性別主流化概念。 

(七) 輔導農村婦女組織化學習：為減少婦女之知識落差，並增加其生活經

營知能，102 年度透過輔導 255 個鄉鎮農會 2,412家政班辦理「強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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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班功能」工作，利用班會或講習安排推廣國產農特產品、健康飲食、

預防保健、認識在地老化、開源節流、家人關係、婦女權益保障，計

參與訓練 57,026人，女性占 9成。另輔導農會辦理家事管理訓練，共

計 15 班輔導 450 人，其中 32 人就業，未來將建立學員資料庫，輔導

農會加強在偏遠地區宣導，促進就業機會。 

(八) 102 年輔導農民團體辦理農村婦女組織幹部訓練及培訓農村婦女菁英

幹部，拓展農村婦女關心農村發展及農村社區議題，包括宜蘭縣等 15

縣辦理農會家政指導員及家政幹部訓練，計 2,060人。 

(九) 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為加強農村婦女性別意識，102 年委託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辦理｢強化鄉村婦女性別意識培力」分區

辦理 4 場次，透過性別主題影片賞析，對多元性別、習俗文化等性別

議題關注，促進農村婦女對性別平等政策的瞭解及提升女性參與及關

懷農村社區之發展，總計 180 人參與，其中女性 178 人，讓農村

婦女從觀念的改變做起，讓更多農村婦女能多有機會參與各種決策的

制訂。 

(十) 治山防災與重建，鼓勵女性參與決策：本會水土保持局為強化土石流

高風險潛勢區域基層民眾防災能力，持續招募各地區針對防災工作有

熱忱的有志民眾，擔任土石流防災專員，並加強提高女性參與之比例。

結合當地民眾組成自主防災社區，共同協助土石流監測，以瞭解山區

雨量變化並協助災情通報與疏散、撤離等工作，102 年 12 月底完成土

石流防災專員培訓共計 1,387人，其中女性為 186人，約占 13.4％。 

三、辦理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 主辦單位：本會統計室 

(二) 建置性別統計專區 

1.依本會暨所屬機關（單位）業務職掌範圍，建立性別統計指標，業已

建置機關職員結構、農牧戶人口結構、農民福利及訓練、農民團體、

農業金融及其他等 6 類 12 項 24 表，將定期滾動更新資料，亦將依各

業務單位(機關)執行成效檢視指標之適切性。 

2.強化性別統計分析，陸續依各項業務性質，蒐集性別統計資料，整理

分析並上載於本會農業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102年新增「農

業區域統計分析」，有助於觀察區域農業人力資源(含性別)分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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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業與區域發展性平措施擬定之參考。 

四、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一) 主辦單位：本會企劃處、本會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 

(二) 本會各單位主辦陳報行政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102 年度計有

「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103-105 年）第二期」、「新建野生動植物復

育及急救園區修正計畫」、「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中長程公共建設修

正計畫」、「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中

程）計畫 103 至 105 年度（第二期）」、「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擴充計畫」

等 6 項計畫，以及「水土保持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漁業法第 39 條

之 1、第 64 條之 2 修正草案」、「漁業法第 69 條之 1 修正草案」、「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3 條修正草案」、「森林法第 50 條、第 52 條

修正草案」、「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飼料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糧食管

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動

物保護法第 14 條、第 29 條、第 30 條修正草案」、「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 17 條、第 20 條修正草案」等 12 項法律案，依規定完成性別影響

評估作業。 

(三) 另為提升本會人員將性別觀點落實於政府政策或計畫之能力，本會 102

年度擇「漁業署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機關(構)合署辦公廳舍建築計

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新建檢疫行政大樓計畫」、「豬隻死

亡保險業務計畫」、「103 年度農村再生基金」、「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102-105 年)」等 5 案，提報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以精進

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 

五、建立性別預算 

(一) 辦理單位：本會會計室、本會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 

(二) 辦理情形：性別預算係為將性別觀點落實在預算與政策決策過程，以

達成促進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的目的，依 96 年 11 月 23 日行政院婦女

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由主計處

針對性別預算工具，研提未來支援工作項目之內涵、進度及流程，嗣

性別預算規劃報告案經該小組第 5 次會議通過，並依所訂工作項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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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切實執行。本會已依規定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分述

如下： 

1.公務預算： 

本會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就本會及所屬機關已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經核定之 17 項中長程個案計畫逐項填列 103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其中預算數係指該計畫之

103 年度經費編列數。103 年度預算數計 11,197,839 千元，較 102 年度

19 項計畫預算數 13,110,367 千元減列 2 項計畫，分別為 102 年度結束

之「農業數位生活儀表板」計畫，林務局「國有林整體治山防災及國

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維護計畫(101-105 年)」於 103 年度併入「加強

森林永續經營計畫」，計減列經費 1,912,528 千元。 

經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檢視性別相關預算之編列，並依「受

益對象」及「評定結果」表列區分如下： 

受益對象 
評定
結果 

計畫名稱及項數 
預算數 

(千元)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為受益對象 
是 無 0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容涉

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

見，或統計資料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是 
水土保持局「整體性治山

防災」計畫 
2,751,008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涉及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是 
林業試驗所「國家植物園

建設計畫」等 6 項計畫 
3,978,357 

上開 3項指標之評定結果 否 
本會「加強農田水利建

設」等 10 項計畫 
4,468,474 

有關本會及所屬機關填具之「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

表」，業由本會會計室彙整依規定於 102 年 5 月 20 日農會字第

1020122176 號函隨同 103 年度歲出概算併送行政院在案，且經本會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度會議核備。並配合預算之編定結果，就原填

列內容再加以檢視修正如附表 1。 

2.基金預算： 

本會主管非營業基金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行

注意事項規定，就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經核定之 3 項中長程個

案計畫逐項填列 103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其中

預算（案）數係指該計畫之 103 年度經費編列數，共計 13,349,104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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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經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檢視性別相關預算(案)之編列，並依

「受益對象」及「評定結果」表列區分如下： 

受益對象 
評定
結果 計畫名稱及項數 

預算(案)數 

(千元)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為受益對象 
是 無 0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容涉

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

見，或統計資料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是 無 0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涉及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是 無 0 

上開 3項指標之評定結果 否 

農業發展基金項下「豬

隻死亡保險業務計畫」

等 3 項計畫 

13,349,104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業由本會會計室彙整依規

定於 102 年 4 月 30 日農會字第 1020122157 號函隨同 103 年度基金概

算併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在案，且經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度會

議核備。並配合預算案之編定結果，就原填列內容再加以檢視修正如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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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評估及檢討 

一、 辦理組織再教育，提升性別意識 

為提升本會同仁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聯絡網功能，並積

極規劃及辦理相關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等意識相關工作坊、研習與訓      

練，102年度活動內容包括專題演講、數位學習、視訊方式、性別主流化

政策性訓練及薦送研習活動等方式辦理。 

(一) 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聯絡網：建置「性別統計專區」，逐年蒐集性別相

關資料，並依本會執行成效，修定適切性別指標，以呈現平權意涵，

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 

(二) 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會暨所屬機關為促進性別平權、推動性

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宣導活動，提供同仁參與學習機會，於 102 年度共

舉辦 102 場次相關專題講座、數位學習，約有 3,730 人次參加。另鑑

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立法院於 100 年 5 月間三讀

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並自 10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各級政府機關應積極教育宣導。爰此，本會於 102年 5

月 17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郭教授玲惠主講「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教育訓練，向本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CEDAW 法規檢視

填報系統管理者及與法制、性別相關業務之同仁計 55 人，介紹 CEDAW

的主要原則，並深入闡釋性別平權及實質平等之基本精神，並具體舉

各項實例以 CEDAW 相關條文作為法規檢視工具，內容深入淺出，獲得

參訓同仁高度肯定。 

(三) 薦送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會暨所屬機關薦送共計 70人次

參加其他機關(構)辦理之「性別主流化基礎研習班」、「業務性別主流

化研習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研習班」、

「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研習班」等課程，另薦送 8人次參加其他機關(構)

辦理之進階性或針對中高階人員研習活動，如「性別主流化進階研習

班」、「性別平等高階主管班」及「行政院 102年『性別主流化學分班』

(北區班次)」，有效提升本會及所屬機關同仁性別主流化、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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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等能力。 

二、 性別影響評估 

(一) 本會將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規定，

就本會研擬之法律案持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並視所遇問題適時檢討

修正。 

(二) 本會中長程計畫、科技計畫、公共工程計畫於送交行政院前，亦請相

關單位擬具報告案，將持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作法，再提本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報告。 

三、 本會及所屬機關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別意識，103年度本會主管性別預

算編列情形如下： 

(一) 公務預算：103年度預算數計 11,197,839千元，較 102年度預算數

13,110,367千元，減列 1,912,528千元。 

(二) 基金預算：103年度預算(案)數計 13,349,104千元。 

四、 持續建置本會業務相關性別統計指標，適時檢視其適切性，以充實性別平

權意識，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 

五、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提出本會業務龐大，有關治山防災部分請注意女性

經驗與需求部分，本會水土保持局每年招募各地區針對防災工作有熱忱的

民眾，擔任土石流防災專員，並辦理相關訓練，加強及提高女性參與之比

例，防災與重建整備工作納入女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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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各機關 

102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統計表-實體課程 

 

一、課程類別：性別主流化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主講者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02年 10月 18日 

專題演講：兩性互動從

心開始 

聯合心理諮商所

院長陳舒儀 
30 62 92 

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 
102年 6月 21日 

性別主流化工具概念

與實例運用 

大葉大學助理教

授陳月娥 
11 29 40 

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3月 6日 
性別主流化的實踐行

動-性別影響評估 

大葉大學助理教

授陳月娥 
9 16 25 

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4月 11日 

102年度員工協助方

案系列專題講座第 2

期-性別主流化暨愛滋

防治宣導議題：多元性

別與媒體識讀(花蓮

處) 

社團法人臺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

常務理事喀飛(沈

維巌) 

24 29 53 

5 102年 5月 2日 

性別主流化-性別影響

評估及相關政策宣導

(羅東處) 

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綜合

計畫處處長李武

育 

1 8 9 

6 102年 5月 13日 性別主流化(東勢處) 
私立大葉大學專

任副教授朗亞琴 
20 24 44 

7 102年 5月 15日 

102 性別主流化－性

別同等與職場性騷擾

防治研習(臺東處) 

國立臺東大學教

授蔡佩芬 
25 22 47 

8 102年 5月 24日 

認識 CEDAW施行法：兼

論性別主流化(南投

處)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許雅惠 

33 28 61 

9 102年 9月 4日 
性別主流化暨多元族

群文化(嘉義處) 

台北地方法院家

事法庭調解委員

李麗慧 

29 26 55 

10 
102年 9月 9日  

至 23日 

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

宣導說明會(屏東處) 

人事室主任李水

生 
37 2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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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畜產試驗所 

102年 5月 5日 

性別平權的深耕與培

力-CEDAW與性別主流

化實踐研習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主任呂蕙

美 

44 29 73 

12 102年 9月 3日 
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影

響評估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教

授游美惠 

48 26 74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家畜衛生試驗

所 

102年 7月 11日 
性別主流化課程〜男

女大不同 

劉敬蓉健康教育

中心負責人劉敬

蓉 

17 14 31 

1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102年 6月 14日 
相看兩不厭-如何營造

愉悅的兩性空間 

台北教育大學教

授廖玉蕙 
18 15 33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9月 3日 影片觀賞：茉莉人生 
人事室課員江杭

朕 
15 6 21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4月 22日 性別主流化與政策 

大葉大學教育專

業發展研究所專

任副教授郎亞琴 

37 20 57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4月 30日 多元族群與文化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臺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研究所所

長劉正元 

17 18 35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東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3月 28日 
性別主流化-從生活中

落實性別平等 

財團法人現代婦

女基金會專案督

導李麗慧 

19 8 27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茶業改良場 
102年 5月 16日 性別主流化（本場） 

劉敬蓉健康教育

中心負責人劉敬

蓉 

15 13 28 

合計 449 415 864 

比例 51.97% 48.03% 100.00% 

        
二、課程類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主講者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7月 23日 

性別主流化政策宣導

從「家好月圓」談國家

當前 CEDAW政策與實

務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兼所長

蔡麗玲 

12 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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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1月 10日 

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的

未來─由人權保障及

兩公約談起(農航所)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行秘書邱伊翎 
38 30 68 

3 102年 3月 14日 

性別與生活─談我們

與 CEDAW的相遇(農航

所) 

師範大學人類發

展與家庭學系副

教授黃馨慧 

28 26 54 

4 
102年 4月 22日

至 5月 10日 

102年法令宣導研習

會（CEDAW公約）(臺

東處) 

人事室課員陳俊

德 
35 38 73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6月 7日 

從習俗文化行動反思"

性別主流化"與

"CEDAW"的實踐(屏東

處) 

高雄市立中正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卓耕宇 

11 20 31 

6 102年 6月 11日 

102年度員工協助方

案系列專題講座第 4

期-「國際人權兩公約

暨 Cedaw介紹與實務

應用(花蓮處) 

國立空中大學講

師林斯健 
25 25 50 

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102年 4月 22日 

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之發展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副教授許雅惠 
26 4 30 

8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業試驗所 
102年 6月 18日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暨性

別主流化宣導專題演

講 

常青國際法律事

務所律師王如玄 
19 12 31 

9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4月 12日 

從習俗文化行動反思"

性別主流化"與

"CEDAW"的實踐 

高雄市立中正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卓耕宇 

21 18 39 

合計 215 191 406 

比例 52.96% 47.04% 100.00% 

                

三、課程類別：性別意識培力(人身安全、性騷擾、工作職場)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主講者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 
102年 5月 23日 

性別平權的深耕與培

力—CEDAW與性別主

流化實踐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主任呂蕙

美 

2 2 4 

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金融局 
102年 8月 23日 

性別平等與性騷擾實

例 

九大聯合律師事

務所律師張菊芳 
7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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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6月 26日 

生命教育、性騷擾(性

侵害)防治專題演講

(嘉義處) 

國立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林明傑 

24 41 65 

4 102年 7月 10日 

102 年度員工性騷擾

及性侵害防治教育訓

練(屏東處) 

高雄市中正高工

輔導中心教師卓

耕宇 

9 18 27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 
102年 5月 19日 

性別主流化與性侵害

防治 

東吳大學健康暨

諮商中心主任姚

淑文 

23 25 48 

6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產試驗所 
102年 7月 24日 

性別主流化(含性騷擾

及性侵害防治)~開

眼、話、性別 

勵馨基金會人力

發展處特約講師

郭雅真 

9 7 16 

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畜產試驗所 
102年 6月 11日 性騷擾防治研習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秘書長邱

美月 

31 16 47 

8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家畜衛生試驗

所 

102年 8月 15日 
性騷擾防治及性侵害

防治 

勵馨基金會專員

郭育吟 
7 5 12 

9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8月 13日 
職場性別關係及性騷

擾防治 

大葉大學教育專

業發展研究所專

任副教授郎亞琴 

14 6 20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5月 27日 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東吳大學健康暨

諮商中心主任姚

淑文 

29 14 43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6月 11日 性騷擾防治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秘書長邱

美月 

6 9 15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7月 3日 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大仁科技大學講

師吳佩曄 
23 18 41 

合計 184 173 357 

比例 51.54% 48.46% 100.00% 

        
四、課程類別：性別意識培力(婚姻家庭、性別平權、性別溝通與人際關係)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主講者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 
102年 4月 26日 

性別主流化-新時代女

性-兩性平權的認識與

權利 

警察大學講師高

志斌 
11 4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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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年 6月 5日 
兩性平權-只要性別齊

視、不要性別歧視 

胡果文創工作坊

執行長胡國強 
11 26 37 

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6月 28日 兩性溝通與說話藝術 

財團法人台南市

生命線協會主任

陳瑢娟 

5 7 12 

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3月 18日 
性別平等-談學習與尊

重的藝術(林務局) 

台北地方法院家

事法庭調解委員

李麗慧 

27 43 70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4月 11日 

102年度員工協助方

案系列專題講座第 2

期-性別主流化暨愛滋

防治宣導議題：開啟性

別新視界(花蓮處) 

台灣性別人權協

會秘書長王蘋 
25 26 51 

6 
102年 5月 7日、

8月 27日 

性別平等-打開愛情之

門(嘉義處) 

國立成功大學教

育研究所副教授

饒夢霞 

46 52 98 

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102年 6月 5日 

性別平等與婚姻家庭

宣導 

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委員黃瑞汝 
31 36 67 

8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 

102年 8月 16日 男有分，女有別 
新竹市誠德國中

國文老師陳賓齡 
8 11 19 

9 102年 8月 19日 優質兩性互動藝術 
清涼音教育學苑

講師方信智 
13 18 31 

10 102年 8月 23日 
幸福滿點─邱比特在

你身邊 

清涼音教育學苑

講師王良玉 
9 17 26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 
102年 8月 28日 甜蜜愛情─幸福來了 

清涼音教育學苑

講師劉淑華 
5 9 14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業試驗所 

102年 7月 24日 職場中的兩性溝通 
張老師基金會楊

惠玲老師 
21 14 35 

13 102年 10月 31日 
當我們同在一起-談人

際關係與溝通 

張老師基金會郭

宏基老師 
12 6 18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6月 4日 
國際人權法之起源與

發展 

國立成功大學法

律系專任助理教

授陳怡凱 

21 21 42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102年 3月 22日 

性別主流化-從生活中

落實性別平權與友善

環境 

財團法人現代婦

女基金會專案執

行李麗慧 

25 16 41 

合計 276 354 630 

比例 43.81% 56.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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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共 56場次) 

參加人數 

男 女 總計 

1124 1133 2257 

比例 49.80% 50.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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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各機關 

102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統計表-數位課程 

 

一、課程類別：性別主流化 

序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02年 9月 5日 影片欣賞：姊妹 47 81 128 

2 102年 9月 11日 影片欣賞：當愛來的時候 35 68 103 

3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

署 

102年 6月 21日 性別主流化工具概念與實例運用 29 56 85 

4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102年 8月 23日 從腦科學談職場兩性相處之道 23 24 47 

5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

金融局 

102年 4月 29日 
性別主流化篇-播放「當愛來的時候」

影片暨「CEDAW」宣導短片 
15 14 29 

6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及所屬機

關 

102年 2月 23日 性別主流化-情人節快樂 (東勢處) 17 28 45 

7 102年 2月 27日 
影片賞析--鐵娘子：堅固柔情(新竹

處) 
8 11 19 

8 102年 4月 26日 視聽課程-「愛」(林務局) 30 46 76 

9 102年 8月 8日 性別主流化影片欣賞-愛(羅東處) 14 17 31 

10 
102年 9月 9日  

至 23日 

102 年度性別主流化視聽學習－茉麗

葉(屏東處) 
42 29 71 

11 102年 12月 20日 
視聽課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逐的

女孩」(林務局) 
6 17 23 

12 102年 12月 20日 性別主流化-愛 (東勢處) 7 13 20 

13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茶業

改良場 

102年 5月 30日 性別主流化播放光碟（台東分場） 7 0 7 

14 102年 8月 28日 性別主流化播放光碟（凍頂工作站） 2 3 5 

15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屏東

農業生物技

術園區籌備

處 

102年 8月 22日 性別主流化工具概念與實例運用 9 8 17 

合計 291 415 706 

比例 41.22% 58.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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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類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1月 21日 以 CEDAW公約內涵檢視法規措施方法 5 4 9 

2 102年 1月 23日 以 CEDAW公約內涵檢視法規措施方法 15 7 22 

3 102年 1月 24日 以 CEDAW公約內涵檢視法規措施方法 5 11 16 

4 102年 1月 25日 以 CEDAW公約內涵檢視法規措施方法 3 0 3 

5 102年 4月 25日 
1.CEDAW相關概念與公約保障權益概

述 2.CEDAW法規檢視 
11 12 23 

6 102年 5月 2日 
1.CEDAW相關概念與公約保障權益概

述 2.CEDAW法規檢視 
15 10 25 

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9月 26日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影片(羅東

處) 
7 8 15 

8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處 

102年 8月 8日 CEDAW法規檢視 5 10 15 

合計 66 62 128 

比例 51.56% 48.44% 100.00% 

       
三、課程類別：性別意識培力(人身安全、性騷擾、工作職場)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1月 17日 性別主流化-工作職場性騷擾 12 5 17 

2 102年 1月 24日 性別主流化-工作職場性騷擾 11 10 21 

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2月 21日  

至 22日 
從翁山蘇姬看女性參政(農航所) 21 20 41 

4 102年 9月 12日 性騷擾防治影片(羅東處) 9 9 18 

5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 
102年 7月 17日 超越�愛 4 7 11 

6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處 

102年 9月 12日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與處理 10 5 15 

合計 67 56 123 

比例 54.47% 45.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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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類別：性別意識培力(婚姻家庭、性別平權、性別溝通與人際關係) 

序

號 
辦理機關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參加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02年 6月 23日 影片欣賞：以愛之名：翁山蘇姬 27 43 70 

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102年 7月 2日 性別議題影片賞析-「派翠克一歲半」 16 15 31 

3 102年 7月 4日 性別議題影片賞析-「男女生了沒」 15 18 33 

4 102年 7月 18日 性別議題影片賞析-「派翠克一歲半」 2 8 10 

5 102年 7月 23日 性別議題影片賞析-「男女生了沒」 11 6 17 

6 102年 7月 25日 性別議題影片賞析-「桔醬的滋味」 16 7 23 

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及所屬

機關 

102年 3月 20日、

29日及 8月 5日 
影片賞析--姐妹(新竹處) 11 18 29 

8 102年 7月 15日 
影片賞析--以愛之名：翁山蘇姬(新竹

處) 
1 14 15 

9 102年 9月 18日 
性別意識一般通論(愛 Love-影片欣

賞)(嘉義處) 
22 24 46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金融局 
102年 9月 24日 

性別平等篇-播放「以愛之名：翁山蘇

姬」影片 
8 16 24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102年 6月 5日 
性別平等與婚姻家庭宣導（各分局配

合本局以視訊方式進行） 
37 40 77 

12 102年 6月 13日 影片播放－戰勝逆境 36 17 53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業試驗所 

102年 3月 22日 影片賞析「看不見的傷痕」 19 13 32 

14 102年 4月 25日 影片賞析「永不放棄」 11 5 16 

15 102年 5月 3日 影片賞析「為巴比祈禱」 9 7 16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家畜衛生試驗

所 

102年 5月 15日 
102 年度性別主流化數位學習課程-

「變遷社會中的兩性關係」 
8 4 12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籌備處 

102年 7月 25日 臺灣新住民文化介紹 5 7 12 

合計 254 262 516 

比例 49.22% 50.78% 100.00% 

       

總計(共 46場次) 

參加人數 

男 女 總計 

678 795 1473 

比例 46.03% 53.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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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 

102年度薦送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統計表 

 

薦送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男性 女性 總計 

性別主流化基礎研習班 6 12 18 

比例 33.33% 66.67% 100.00% 

業務性別主流化研習班 4 10 14 

比例 28.57% 71.43% 100.00%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研習班 4 18 22 

比例 18.18% 81.82% 100.00% 

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研習班 4 12 16 

比例 25.00% 75.00% 100.00% 

總計 18 52 70 

比例 25.71% 74.29% 100.00% 

        

進階性或針對中高階人員研習活動 男性 女性 總計 

性別主流化進階研習班 1 4 5 

比例 20.00% 80.00% 100.00% 

性別平等高階主管班 2 0 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行政院 102年「性別主流化學分班」(北區班次) 0 1 1 

比例 0.00% 100.00% 100.00% 

總計 3 5 8 

比例 37.50% 62.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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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農業委員會主管 13,110,367 11,197,839   

農業委員會 3,774,320 3,214,345   

1.加強農田水利建設 3,633,490 3,078,138 4 

1. 計畫於經費需求與配置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需求方面均無涉及。 

2. 本計畫經請性別平等學者專家評估意見，本會於
101 年 7 月 2 日農水字第 1010031059 號函請各農
田水利會協助檢視及辦理事項如下： 

(1) 請於下屆會長選舉後之 1 個月內，提供貴會會
員總數、男性會員數及女性會員數，俾利統計
性別比例。 

(2) 預期增加之工作機會，宜有具體積極措施，確
保這些新增加之工作機會，不是只嘉惠於男
性，即要盡力考慮性別平等機會。 

(3) 辦理業務說明會時，多多鼓勵女性會員農民參
加。 

(4) 補助施設末端節水管路設施受益者，期有一定
比例之女性農民，並請於年度結束時，提供貴
會之受益人總數、男性人數及女性人數，俾利
統計性別比例。 

(5) 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規劃設計時，請考量女
性農民與男性農民使用便利性、安全性及友善
性。 

3. 本計畫實屬較無涉及性別問題的計畫，因農田水
利建設工程男女皆可投標及從事勞務的建設工
作，其主要業務為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農地
重劃、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之更新改善、推廣
旱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設施、提升農業灌溉水資
源利用效率及灌排渠道水質監測調查及灌溉水質
管理業務輔導等，為灌溉排水路、農路、農水路
之興辦、更新改善，及灌溉用水水量、水質之維
護、管理及使用效益事宜，其受益人為農田水利
會會員農民、臨近居民及全體國人，不分性別，
故在性別目標方面的訂定比較困難。 

4. 性別平等學者專家對本計畫所提意見，本會已發
函請各農田水利會協助檢視及辦理，可使得本計
畫在性別相關事項逐漸顯現量化數字，在業務性
別相關事項之質化方面，透過農委會於 101 年 7

月 2 日農水字第 1010031059 號函及持續督導各執
行單位推動，也可逐步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保障
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於農田水利建設。 

5.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2.農業雲端服務建置計畫 54,401 55,826 4 

1. 計畫於經費需求與配置，其人事經費以農業專業
導向為主，但仍期望能考量不同性別之參與程度。 

2. 本計畫旨在建構農業生產追溯雲端服務、建構休
閒農業雲端服務、建構農業生產者資源管理雲端
服務、建置農業雲端服務機房、建構農業水土資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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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源雲端服務、建構農業產銷資訊雲端服務等，希
望可以強化相關人員資訊應用與行銷推廣能力，
建立無所不在隨手可得的農業雲端服務環境。此
部分亦符合國際性別議題的發展，有助於農業雲
端發展及相關政策推展，有效提升臺灣各社區婦
女的資訊運用能力，並進而推動臺灣各社區婦女
公共參與機會，以縮短臺灣各社區之數位落差及
生活品質問題。故本計畫經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如能參照委員建議或納入執行建議，同意此計畫
執行。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3.家畜產業振興輔導計畫 29,434 29,434 4 

1. 受益對象為畜牧民眾及一般社會大眾，無涉及特
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的權益。 

2.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4.推動畜牧節能減碳、污染
防治及再利用計畫 

51,995 50,947 4 

1. 受益對象為全民，無關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 

2.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農業數位生活儀表板 5,000 0 4 

1. 本計畫無關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受
益對象。 

2. 已提報 101年 4月 5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1
年第 1 次會議報告核備。 

3. 本計畫於 102年度結束。 

林業試驗所 148,132 76,279   

1.國家植物園建設計畫 148,132 76,279 3 

1.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全民，無論性別或年齡，均有
同等之受服務機會。 

2. 「國家植物園建設」案定期辦理使用者滿意度調
查，分年對使用者之意見及其性別進行調查分
析，所得成果做為擬定不同性別使用者之服務對
策依據。包括照明設備檢討、無障礙空間及使用
設施的改善、新建設施之男女使用區分及數量之
考量、解說文宣接受性之設計、服務年長者之工
具與禮節、全區的安全監視系統等。此外亦將加
強服務人員的教育訓練，以累積性別差異之知
識，進而落實對不同性別訪客之尊重，同時也將
對相關執行結果，予以分類統計，進行後續追蹤
及檢討改進。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0,000 8,400   

1.新建野生動植物復育及
急救園區計畫 

10,000 8,400 3 

1. 本計畫經費需求已考量不同性別之空間配置、無
障礙空間及廁所使用設施數量進行規劃設計及調
整，以落實性別使用不同之便利性，並符合性別
主流化相關法令規定。 

2.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附表 1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水土保持局 2,594,433 2,751,008   

1.整體性治山防災 2,594,433 2,751,008 2 

1. 本計畫為辦理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以保護山坡
地範圍內之全體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目的，雖受
益對象無區別，但因防災保育治理等工作過去多
由男性參與執行，有性別差距現象。未來將辦理
相關人口之性別統計，並鼓勵執行單位設定積極
性別目標，以縮小性別差距。 

2. 本計畫執行時，將明訂要求相關執行單位必須遵
守國家兩性平權政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法令。在聘僱人力調
配、工時要求及工作指派上，尊重性別的差異性，
並不得有性別歧視待遇、打壓工作機會情事，以
保障性別平等。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林務局 4,786,767 3,729,734   

1.植樹造林計畫 1,652,286 1,199,406 3 

1. 平地森林園區設施，已考量不同性別等之需求進
行經費配置與改善整建。 

2. 有關造林人之性別、年齡等數據建置部分，將視
未來資訊系統規劃，必要時參採辦理。 

3. 平地森林園區係透過國家森林志工提供園區生態
旅遊解說服務，志工之性別與年齡等個人資料已
建置資料庫，後續新招募之志工將賡續建置資料
並列入統計，俾供後續之性別預算規劃參考。 

4. 因平地森林園區係屬開放空間免費入園，且未設
置收費站，未來將可透過遊客滿意度調查進行遊
客性別、年齡等相關數據統計。 

5.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2.加強森林永續經營計畫 2,261,215 2,459,677 3 

1. 各項森林育樂公共設施，已考量不同性別等之需
求進行經費配置與改善整建。 

2. 林務局每年度均就國家森林志工進行性別、年齡
之統計。至旅遊人次之性別、年齡等相關數據建
置乙節，因每年之旅遊人次數量龐大，需額外、
長期耗費預算及人力，未來將視預算及人力狀況
納入參考辦理，或透過遊客滿意度調查進行遊客
性別、年齡等相關數據統計。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3.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43,760 43,734 4 

1. 本計畫經諮詢性別平等學者專家後，認定無涉性
別平等議題。 

2. 濕地保育之推動，應強化地方民眾之實質參與，
並避免過多人工設施及過度利用，將可提升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參與機會。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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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4.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
畫-智慧生態計畫 

38,506 26,917 4 

1. 本計畫經費需求與配置，其人事經費以專業導向
為主，但仍期望能考量不同性別之參與程度。 

2. 本計畫在以生態旅遊發展為基礎，發展生態資源
平台，以奠定生態旅遊基石，協助推動社區發展
協會於生態旅遊路線之推廣行銷。希望可以強化
相關人員資訊應用與行銷推廣能力，除能降低行
銷成本外，更希望以一般民眾之推廣力以達行銷
之效益。同時協助各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各地生態
旅遊，進而協助進行產業升級，奠定臺灣生態之
國際地位。此部分亦符合國際性別議題的發展，
有助於生態旅遊發展及帶動綠色經濟，有效提升
臺灣各社區婦女的資訊運用能力，並進而推動臺
灣各社區婦女公共參與機會，以縮短臺灣各社區
之數位落差及生活品質問題。故本計畫經性別影
響評估結果，如能參照委員建議或納入執行建
議，同意此計畫執行。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國有林整體治山防災及
國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
路維護計畫(101-105年) 

791,000 0 4 

1. 本計畫無關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受
益對象。 

2. 已提報 101年 4月 5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1
年第 1 次會議報告核備。 

3. 本案 102 年度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要求併入
加強森林永續經營計畫，但因預算已編列，故於
103 年度始併入該計畫。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206,361 234,595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漁業署及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等機關(構)合署辦
公廳舍建築計畫 

188,549 208,875 3 

1. 本計畫建築工程在充分注入不同性別之意見下，
未來建築物四周步行動線將以友善性及安全性等
細微貼心空間安排為考量： 

(1) 注意鋪面步道磚間隙、減少戶外空間死角、安
全維護照明、路燈及監視系統數量及位置等。 

(2) 建構友善無性別偏見戶外庭園、休憩健身設
施，預防或消除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刻
板印象與性別隔離。 

(3) 公共設施著重區位性、安全性、便利性等友善
空間規劃，如室外空間、所有廁所、盥洗室、
哺乳室等裝設安全警鈴、反偷拍偵測器等設
施，並避免潛在性威脅或危險、設置獨立式無
障礙廁所，哺乳室設施並將注重集乳設備，特
別予以配置冰箱以可保持母乳鮮度，另室內及
室外桌椅須有符合女性身高及人體工學之特殊
性，以營造出友善且具人性關懷的辦公及特殊
空間。 

2. 女廁、地下室所增設緊急安全警鈴，監視系統等，
設置舒適之哺乳室，預估費用 90萬元。 

3. 已提報 102年 2月 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第 1 次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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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新建檢疫行政大樓計畫 

17,812 25,720 3 

1. 未來大樓空間設計上係以友善及安全等性別友善
空間安排為考量，另室內外公共設施著重其區位
性、安全性、便利性及考量性別差異之廁所設置
等友善空間之規劃(如大樓所有廁所、外部庭園、
地下室裝設緊急安全警鈴、男女廁所比例適當分
配、建構無性別庭園設施，並避免潛在性威脅或
危險、設置獨立式之無障礙廁所、哺乳室內設置
專用育嬰及換尿片設施等)，以營造出友善且具人
性關懷的辦公空間。 

2. 女廁、地下室所增設緊急安全警鈴，監視系統等，
設置舒適之哺乳室設備及空間，預估費用 40萬元。 

3. 已提報 102年 2月 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第 1 次會議核備。 

漁業署 1,523,425 1,119,226   

1.遠洋漁業永續方案 199,526 191,534 4 

1. 本方案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6條規定研擬「遠
洋漁業永續方案」陳報行政院，希望透過提升政
府漁業管理能力、維持漁撈能力管控、強化資源
管理研究能量，維護我國遠洋漁業之永續經營，
使我國成為遠洋漁業管理大國，方案內容將透過
確實掌握國際漁業發展趨勢，建構符合國際要求
之我國遠洋漁船作業船隊，協助重要漁業合作國
家建立漁業管理制度，加強對外協調溝通與合
作，增進國際對我國保育管理措施及成果之了
解，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在既有基礎下永續經營，
推動永續海洋漁業，並建構安全、永續漁業環境。
由於本方案主要規範對象為遠洋漁船及漁民，無
涉及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規範對
象，且執行方式未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
同而有差異或產生不同結果。 

2.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2.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 1,323,899 927,692 4 

1. 本計畫屬漁業資源復育及養殖、漁港、魚市場之
基本建設，經評估計畫內容無涉及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規範對象，對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亦無相關。 

2. 本案各年度建設項目係依地方政府所提需求檢討
必要性及優先性後推動辦理，其中公共設施建設
項目倘涉及性別差異部分如魚市場、直銷中心、
公共廁所等，當請執行機關在工程設計時應以友
善及安全的性別友善空間考量空間規劃安排。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農糧署 66,929 64,252   

1.建構農業資源行動調查
服務體系 

4,720 4,350 4 

1. 本計畫內容不分性別權益均屬受用。 
2. 本計畫經費需求與配置，其人事經費以專業導向

為主，無不同性別之參與程度。 
3.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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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2.推動農糧產品驗證及產
銷輔導計畫 

62,209 59,902 4 

1. 本計畫內容受益對象為全民，無關特定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2. 已提報102年4月26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2
年第 2 次會議報告核備。 

 

填表說明： 

(一)辦理依據：為將性別觀點落實在預算與政策決策過程，以達成促進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的目的，96 年 11 月 23 日行政

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由主計處針對性別預算工具，研提未來支援工作項目

之內涵、進度及流程，嗣性別預算規劃報告案經提該小組第 5次會議通過，並請依所訂工作項目與期程切實執行。 

(二)填列及編送時應注意事項： 

1.本表請就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逐項填列，所填資料需與「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相符，

其中預(概)算數係指該計畫之年度經費編列數。 

◎2.本表「受益對象」一欄，請以代碼「1」、「2」、「3」及「4」填列，分別說明如下： 

(1)「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柒、受益對象」項下「7-1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受益對象」經評定

結果為「是」者，請填列「1」。 

(2)「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柒、受益對象」項下「7-2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見，或統計資料顯示性別比例差距過大者」經評定結果為「是」者，請填列「2」。 

(3)「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柒、受益對象」項下「7-3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及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經評定結果為「是」者，請填列「3」。 

(4)「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柒、受益對象」項下 3項指標經評定結果皆為「否」者，請填列「4」。 

◎3.本表「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一欄，請參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捌、評估內容」之「(一)、資

源與過程 8-1」計畫如何編列或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或「玖、程序參與」及「拾、評估

結果」所載意見內容與經費編列有關之說明填列。 

4.各機關按計畫並依受益對象順序排列填具本表後，提報各該機關或其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核備，並由主管機關

彙整，於歲出概算報送行政院時隨文附送，嗣應配合預算案之編定結果，就原填列內容再加檢視修正。 

◎5.各機關擬編概算應依「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03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規定，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各中長程

個案計畫、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結果，並持續關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工作之需求，其中經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屬直接受益(係指「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柒、受益對象」項下「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受益對象」經評定結果為「是」者)

需優先推動之計畫，應在各該機關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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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預算(案)數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受益 

對象 
評估結果與經費編列相關之說明 

農業委員會主管 14,165,383 13,349,104   

農業發展基金 178,163 178,163   

1.豬隻死亡保險業務計畫 178,163 178,163 4 

1. 本計畫之立意與績效良好，並經性別影響評估審
查，其受益對象為全國養豬農民及其飼養豬隻，
業務執行則為承再保單位（三級農會）及協辦之
機關與農民團體，不涉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 

2. 已提報102年7月23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第 3次會議報告核備。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
金 

6,987,220 7,170,941   

1.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 

6,987,220 7,170,941 4 

1. 本計畫之立意與績效良好，並經性別影響評估審
查，其受益對象為基期年(83 至 92年)間種植水稻
等保價收購作物有案之農田，其土地所有權人或
取得耕作資格之現耕人，業務執行則為各鄉鎮公
所及農會，不涉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2. 已提報102年7月23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第 3次會議報告核備。 

農村再生基金 7,000,000 6,000,000   

1.農村再生整體發展計畫 7,000,000 6,000,000 4 

1.程序參與： 
  本計畫對農村婦女充權，強化農村婦女與新移民的 
知能，協助女性成為更有能力、更自信、更多參與
社區的人力資源。也為了保存農村傳統食材及料理
精髓，並透過創新改良，提升鄉土料理精緻度，與
現代飲食習慣接軌，增加婦女就業機會。 

2.評估結果： 
  本計畫具體落實農村再生條例，以照顧 4,000 個農
漁村社區、60 萬戶農漁民為目標，對於促進農村
人力活化，啟發農村社區居民有很大的意義。如同
計畫書中所提到「農村人口結構，老人、婦幼及外
籍新娘三多」農村人口結構中婦女及外籍新娘的比
例較高，這些生活能量較為弱勢的族群，需要社區
及地方組織結合團隊的力量帶動。 

  計畫重點之一是培育農村在地人才，激發社區內部
各種創意。農村的女性佔有很高的比例，女性的成
長與充權也就是農村的成長與充權，女性的參與是
此計畫落實的重要動能，對經驗傳承、交流合作等
都有所助益，可以累計提升農村再生規劃與建設的
相關知能，落實居民共同參與農村規劃建設。計畫
中也考慮到各性別議題，對女性的成長有所幫助。 

3.已提報 102年7月 23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第 3次會議報告核備。 

 

附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