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2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伍主任委員錦霖、李副主任委員逸洋、張委員明珠、

楊委員雅惠、李委員繼玄、許委員舒翔（曾常務次長

慧敏代）、周委員弘憲、郭委員芳煜、張委員瓊玲、

羅委員燦煐、吳委員志光、范委員國勇、葉委員德蘭、

黃委員翠紋、陳委員明莉

列席者：袁副秘書長自玉、呂組長理正、周組長秋玲、龔組長

癸藝、闕主任惠瑜、鍾執行秘書士偉

出席者請假：何委員寄澎、楊委員玉珍

列席機關：

考選部：彭副司長鴻章、陳主任盛能

銓敘部：蔡主任秘書敏廣、王主任雪芳、吳專員明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政德、呂科長宜樺、

陳專員龍智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高執行秘書誓男

主席：伍主任委員錦霖　　　　　　　　 紀錄：韓中誠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1次會議紀錄。

葉委員德蘭：張委員瓊玲所提臨時動議「……就配偶之一方因

傷病須『侍奉』……」，該「侍奉」文字是否改為「照

顧」，語意上較符合性別平等意旨，建議修正。

張委員瓊玲：同意葉委員之建議。

決定：上（第 21）次會議紀錄依葉委員意見修正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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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1次會議決議及決定事項執行情形

一覽表暨附件，報請查照。

決定：本報告備查。

三、本院統計室辦理「近年來全國各機關(構)、學校女性公務

人力變動數據分析(民國 98至 107年)」，報請查照。

闕主任惠瑜：本室鑒於這 10 年來女性公務人力逐漸增加，所以

研撰本分析報告，整篇報告資料分析來源主要係來自銓敘

部年報的數據資料，其中報告的相關重要事項已節錄於議

程本室報告內容，請委員參閱。

陳委員明莉：首先肯定統計室提出這麼詳細的報告，但是從這

篇報告的數據發現，在 107 年年齡結構有很明顯的變化，

像是高齡者增加、自願退休者減少等，不曉得這樣的現象

跟年改是否有關，建議針對年改對於公務人員年齡結構的

影響做一探討與分析。

周委員弘憲：回應陳委員之提問，因為這份報告資料係統計至

107 年，而年改是 107 年 7 月 1 日才施行，所以應該再等

2、3 年以後，才比較能夠看出年改對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

齡、提早退休或延後退休之影響，且因為本報告大半部分

所統計分析者皆在 107 年 7 月 1 日年改施行以前，因此比

較難以年改作為指標加以分析。

羅委員燦煐：個人也是很肯定統計室這篇報告，的確讓我們對

公務人員的性別圖像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知，所以本報告

算得上是公務人力性別方面相當重要的資訊。我在閱讀本

報告 summary的時候，發現在議程第 37頁（五）5.「行政

機關及公立學校職員均以『調職』占比為大宗，顯見其人

事流動頻繁……」，請教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是否係因

為政策或法規因素所致？有時候人事流動太頻繁會造成經

驗沒辦法累積，經驗沒辦法累積又會造成行政效能達成率

不如預期地理想。因此，我想瞭解人員經常性調動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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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必然，或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個人認為公務人員

如果能夠從職務上充分累積經驗，相信其工作表現會更好。

闕主任惠瑜：羅委員所提公務人力調動的問題，相關資料可見

本室另附報告第 48頁以下各機關人事調動統計表，其中

包括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或是學校間調動之情形，尤其是

行政單位或是學校，所謂的調動是指從他機關調進或調至

他機關，因此若是要深究它的內涵，可能要實際去瞭解調

動人員背後的需求因素，本室後續將針對相關數據去做蒐

集瞭解。

楊委員雅惠：本席也肯定這篇報告，不過本篇報告主要著重於

公務體系內部的比較，如果未來能夠將整個社會性別比例

納入比較，相信會讓整篇報告的參考價值更為提高。舉例

來說，報告裡面提到說女性公務人力逐年增加，係就個別

如行政類科女性比例增加等現象加以探究，然若是針對全

國歷年來女性占全國人口比例做比較，則可以知道女性公

務人員增加，相較一般非公務人員增加之對照情形；再舉

例來說，該另附報告第 29頁提到公立學校職員女性公務

人力占全國女性公務人力比例之分析，如果能進一步對比

分析私立學校之情形，相信更能看出公務人力之性別結構

跟全國人力性別結構之差異，以及公務部門與一般社會行

業間勞動力之消長情形。

吳委員志光：我印象中人事管理方面，好像有辭職要勾原因這

樣的選項，但調職是否需要檢討其原因或有否蒐集這類資

訊之必要，就沒有相關的印象。此部分的調查，或許跟性

別統計無關，但似乎仍值得人事單位就此進行長期之瞭解

研究。此外，個人認為就調職部分可以補充的性別統計資

料，諸如比較地方特考跟高普考任職分發之差異，即可得

出一些端倪，像一般人多以地方特考做為進入公職之跳板

因此即便同時取得好幾個公務員資格的人，如果他想去中

央部會或是離家近的單位，一俟特考綁 6 年期滿，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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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找缺調動之情形；至於高普考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其

分發單位中央或地方都有可能，因綁的時間不像地方特考

那麼長，因此考上高普考後調職意願就不像地方特考那麼

高，或是限制轉調年限一到就馬上調走的情形不像地方特

考那麼普遍。另外跟服公職人員的年齡也有關，年紀較長

的公務人員相較年輕者，調職意願較低。所以我們現在如

果運用一些大數據分析的方法，應較能進一步瞭解公務人

員調職之原因與動機，相對所取得的統計數據也更為完整。

葉委員德蘭：接續剛剛楊委員的建議，對於很多女性公務人員

來說，這篇報告對她們來說，是鼓勵她們的一篇很正面的

文獻，也如同楊委員所講，我們是不是需要在更大的框架

下看到，這些女性公務人員即使人數增加了，但她們所處

的困境是否因此被突破了，也須加以關注。我舉三個不同

的切入角度，提供思索：一、女性公務人員委任到薦任、

薦任到簡任，從前一官等晉陞到現任官等，需要多少年的

時間；警佐晉陞到警正，其間花了多少年。這個統計數據

如果有的話，再去對照男性公務人員晉陞到高一官等需要

多少年之相關資料。二、女性公務人員之教育程度在各官

等之分布情形如何，教育程度對其晉升高一官等，是否有

所助益？當然同前所述，也需要取得男性公務人員之相關

數據以為對照。三、公務人員提早退休人數，男、女性別

比例是多少？還有延後退休之人數？另外免職、撤職或資

遣的人數，男、女性別比例如何？或是前揭各類人員占整

個女性退休人員之比例是如何？這樣的統計可以看得出來

兩性在整個公職生涯中，比如說是因為職場上行為不端被

免職或撤職比例之對照。做這樣的研究，正如同剛剛楊委

員所提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看到男性或女性公務人員職場

上的表現或困境。

吳委員志光：請各位委員看一下另附報告第 54 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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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的比較是非常有趣的，簡單的講，整體而言女性

占整個公務人員考試的錄取率之比例，以附表 10 來看，

平均約占 6成到 7成左右，這跟我們一般人的認知大致相

符。有意思的是，附表 9 男性不管是報考高、普、初考或

地方特考，錄取率都比女性高，個人解讀此現象應係源自

於不同性別報考不同類科所導致。舉例來說以女性報考占

大宗之一般行政或一般民政類科，其競爭程度非常激烈，

但是男性如果報考農業行政類科，或是技術職組或土木職

系之相關類科，該等類科多半存在缺人，甚至是到考人數

比需求人數還低之情況。因此研判男性大多報考錄取率較

高之職系或類科，而導致如附表 9 男性錄取率高於女性，

不同於一般人認知女性報考公務人員考試錄取率較高印象

之情形發生。因此建議未來統計分析方法能更為細緻，以

避免導出類似前揭男性報考公職考試之能力優於女性與常

情不符之結論。

黃委員翠紋：幾個問題想請教統計室，首先是議程第 36頁

（三）倒數第 3 行：「……整體觀察，全國女性仍會呈增

加之勢，其中又以約占 65％之行政機關女性人力肯定會持

續增加。」又議程第 37頁（五）結語部分 7.：「行政機關

女性任警察行政機關者，逐年增加比率最為快速……。」

其中「行政機關」範疇所指為何？我們報告當中分析了多

少的行政機關？以及 65％之行政機關女性人力肯定會持續

增加，又代表如何的意涵？其次，議程第 37頁（五）結

語部分 2.：「女性在衛生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職員占很大

比率……，女性之重要性可見一斑。」該前段的敘述本來

只是反映長期以來公立學校教職員以及公立衛生醫療機構

諸如護理人員以女性居多等情況，甚至女性從大學開始，

其所就讀之科系，即呈現此等性別差異，故此性別差異之

現象也會延續到嗣後彼等就業階段。但是此現象是否必然

會導出「女性之重要性可見一斑」的結論，有待斟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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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前揭議程第 37頁（五）結語 7. 「行政機關女性任

警察行政機關者」之部分，按警察特考用人機關之範圍，

除了警政署外，還包括消防署及海巡署人員，因此該「警

察行政機關」是否與前揭警察特考用人機關之範圍相同？

或僅限於警政署及所屬警察機關？最後針對議程第 37頁

（五）結語 8.「政府近年來努力提升對女性公務人力各項

福利政策，……」其實女性公務人力增加，尤其警察機關

相較其他行政機關所占比例本來就最高，探究其原因係因

為女性對到政府部門服務本身即有高度的意願，倒不是因

受政府提升對女性公務人力各項福利政策的誘因吸引所致

因此前揭「政府近年來努力提升對女性公務人力各項福利

政策，……」的敘述，建議參酌修正。

闕主任惠瑜：首先回應黃委員 3個提問，其一有關本報告「行

政機關」之內涵，請委員可參閱另附報告第 52頁附表 6 表

頭所列一般行政機關、外交僑務及社會福利等 10類機關，

即為本報告所指涉之「行政機關」。其二，行政機關中之

警察機關，相關資料請參閱同前附表 6，可見女性公務人

員比例 10 年來從 8.49 上升到 10.91，明顯呈現增加之趨勢；

又警察行政機關女性公務人員不同官等（警監、警正、警

佐）人數及比例之相關資料，亦可參閱另附報告第 53頁

附表 7。其三，整體在衛生醫療機構及學校服務之女性公

務人員比例占 75％，也反映了長久以來女性公務人員以服

務於這 2類機關占最大宗之情形，此部分統計與實況確屬

相符。其次就楊委員及葉委員所提，未來可朝女性公務人

力與全國女性就業人口對比分析方向精進之建議，固然本

篇報告也有提到女性公務人力占全國女性就業人口比例，

由 2.89％增加至 2.96％，且其中並就女性年齡 22歲至 60

歲之實際就業分布等情形予以分析，但分析之深度跟廣度

仍有精進的空間，未來會朝委員提示諸如委升薦、薦升簡

之在職年資、提早退休之性別差異等方向繼續努力。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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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吳委員所提公務人員調職原因之分析建議，也頗有研究

價值，提供本室未來進行相關統計分析一個相當好的題材。

羅委員燦煐：本篇統計室的報告就是一條 baseline，因為目前

看到的是比較偏向性別統計的部分，而相對我們在進行性

別主流化的另外一個工具就是性別分析，它所進行的就是

所謂非量化或者比較質性的討論，所以我們未來在現在所

建立的良好基礎上，針對這些數字所給我們的困惑或是驚

喜或是不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質性的方法來分析這些

現象。另外就議程第 71頁附表 2歷年全國原住民任公務人

員比例分析資料，想請教的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做性別分

析的時候，已經開始著重其交織性，也就是性別、族群、

年齡等因素之交叉分析，所以該附表 2 告訴我們性別與族

群之交織狀態，如果再進一步看一下該附表，可以觀察到

男性原住民跟女性原住民進入公部門的比例，大概是 2到

4倍之比，且就服務的類別，女性原住民以當行政人員居

多，而男性原住民則絕大部分當警察人員。針對這樣的性

別圖像我們進一步做性別分析，是否有可能得到一個結論

是說，我們男性原住民是靠身強力壯的生理特質取得警察

這樣的工作，如果是的話，我們主管機關針對這樣一個現

象，政策上是要鼓勵或是做其他調整例如引導部分人員改

任行政職人員等，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總之，透過本篇

報告資料進一步做探討，相信對整體公務人力資源的運用

甚至是未來方向之引導、型塑，都有很大的幫助。

闕主任惠瑜：感謝羅委員對原住民任公務人員議題之關注，本

室甫於 108 年 7、8 月就原住民任公職之人力結構相關議題

提出專題報告，會後再向羅委員請益。

周委員弘憲：針對委員所提委升薦、薦升簡要歷經多少年，或

是教育程度對陞遷影響，以及提早退休與免職、撤職或資

遣等各方面男女性別之差異分析，未來會參考國外相關資

料，就委員所提這幾部分加以精進，提供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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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本報告備查，各委員意見請本院統計室及所屬部會參考。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0條、第 11條之 1、第 12條修正草案」法案及性別影響

評估情形，報請查照。

決定：本報告備查。

五、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8年度推

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報請查照。

決定：本報告備查。

乙、討論事項（無）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主席：伍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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