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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31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主任委員榮村、周副主任委員弘憲、楊委員雅惠、王

委員秀紅、姚委員立德、劉委員建忻、許委員舒翔（劉

常務次長約蘭代）、周委員志宏、郝委員培芝、羅委員

燦煐、黃委員淑玲、卓委員春英 

列席者：張副秘書長秋元、周首席參事兼組長秋玲（白簡任秘書

佳慧代）、蘇參事兼組長秋遠、龔參事兼組長癸藝、謝

主任文政、鍾執行秘書士偉、高執行秘書誓男 

出席者請假：張委員瓊玲、吳委員志光、范委員國勇、黃委員翠

紋、陳委員明莉、許委員舒翔 

列席者請假：周首席參事兼組長秋玲 

列席機關： 

考選部：卓研究委員梨明、陳專委佳瑜、陳主任玉芳、陳科

員玫町 

銓敘部：呂主任秘書秋慧、鄭副司長淑芬、陳專員貞如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陳首席參事東欽、陳專門委員

政德、范科長勻蔚、謝科長季妃 

主席：黃主任委員榮村               紀錄：韓中誠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紀錄。 

決定：上（第 30）次會議紀錄確定。 

二、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決議及決定事項執行情形

一覽表及附件，報請查照。 

黃委員淑玲：首先請教考選部，議程第 18 頁執行情形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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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典試委員會委員組成性別比例統計，……，適時

提報鈞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為何寫「適時」提報，而非

直接定一個確定的時間，諸如本（112）年第 4 季的性別

平等委員會，予以提報？其次，議程第 29 頁銓敘部針對

個人於上（第 30）次會議建議公務人員陞遷法應將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吳秀貞處長所提「候選人員資歷相當情形

下，考量機關性別比例現況後，優先晉升表現優異且具發

展潛能之少數性別（女性或男性）」之意見審酌入法一節，

請教銓敘部何以本案未繼續管制。 

劉常次約蘭：黃委員垂詢本部執行情形中有關國家考試典試委

員會委員組成性別比例統計，何以填復「適時」提報部分。

茲因本案辦理年度考試之期程，舉例來說去年度考試計

畫所列考試，係截至近期才辦理完畢；且依本部歷來提報

鈞院性別平等委員會之資料，均應先經本部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並完成部內簽核程序後始得函陳

鈞院。基於上述辦理程序周延及資料完整之考量，本部爰

填復「適時」提報是項資料，以保留作業上之彈性。 

周委員志宏：回應黃委員之垂詢，本部當初在研擬公務人員陞遷

法修正草案，之所以未將吳處長之條文建議納入修法，主

要是考量所謂「少數性別」如何比例算是「少數」，不容

易界定，如果遽予入法，恐造成執行上之窒礙。黃委員所

提參採吳處長建議條文之意見，本部在日後研修該法條

文時，會適時參酌。 

決定：一、有關國家考試典試委員會委員組成性別比例統計資

料，請考選部於本（112）年第 4 季前提報本委員會

報告。 

      二、有關委員建議就「候選人員資歷相當情形下，考量

機關性別比例現況後，優先晉升表現優異且具發展

潛能之少數性別」審酌納入公務人員陞遷法研修一

節，解除列管；惟請銓敘部錄案列為日後修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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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三、本報告備查，各委員意見請考選部、銓敘部參考。 

三、考選部辦理「考選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情形，報請查照。 

劉常次約蘭：因應資訊時代、少子女化之趨勢，本部除了持續辦

理各項國家考試之外，未來會從強化公務人力招募、加速推

動國考數位轉型策略與測驗技術研發等面向精進業務之推

展，本部內部組織亦配合進行相應之調整，所以我們提出了

本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希望為未來相關的業務發展，能夠奠

定更堅實及穩固之基礎。本草案係於本年 2 月委請外部性別

平等專家進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審查委員係認本草案並

不依照個人的性別賦予不同職責或給予差別待遇，不違背性

別平等的原則。嗣本部將本草案併同前揭法案及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表函送鈞院審議通過，鈞院並於本年 3 月 2 日核轉

立法院審議，目前業經該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待

後續法案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後，本部即可依據此修正案進

行相關之組織結構調整。 

決定：本報告備查。 

四、 銓敘部辦理「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法案及性

別影響評估情形，報請查照。 

周委員志宏：本次本部所陳報「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

簡稱退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

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法案及性

別影響評估情形 2 案，分別委請本委員會羅委員燦煐及

卓委員春英進行審查。其中羅委員針對本部所擬退撫法

修正草案中關於遺族喪失或未具我國籍者，僅得請領一

次性退撫給與有不同意見，以下請本部退撫司鄭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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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針對羅委員之檢視意見及本部回應情形予以補充說

明。 

鄭副司長淑芬：本部為體現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有

關不分種族各國國籍民眾之權利應平等對待之內涵，乃

研修退撫法刪除遺族於申請退撫給與必須具有我國籍之

限制，以落實平等照護遺族之宗旨。羅委員燦煐針對退撫

法草案所提限定遺族喪失或未具我國籍者，僅得請領一

次性退撫給與，難謂符合性別及種族平等原則之檢視意

見，本部審酌國家有限資源應合理分配，並期與公務人員

申領退撫給與權利之消極資格有所衡平，爰認該草案仍

應維持遺族喪失或未具我國籍者，限定僅得請領一次性

退撫給與之規定。上開草案本部函陳鈞院審議，業由院二

組簽提院會決議略以：俟提報鈞院人權保障工作小組後

再提審查會進行審查。本部將視鈞院人權保障工作小組

討論之結論，適時調整草案之相關規定。 

主席：羅委員對於銓敘部之說明，有無意見？ 

羅委員燦煐：我在退撫法修正草案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綜合性

檢視意見提到，依據 110 年度支領定期性退休給付之退

休人員人數統計結果，目前退休人員中僅 3.5％請領一次

性給付，亦即絕大多數退休人員均請領非一次性給付。考

量目前退休人員以男性為大宗，未來遺族將多數為女性。

因此依本修正草案規定若喪失或不具我國國籍，僅能為

一次性請領，難謂符合性別及種族平等原則。但是後來經

由銓敘部同仁提出相關說明，個人對於該部限定喪失或

未具我國籍之遺族，得請領一次性退撫給與，所持之政策

理由尚能接受，因此同意銓敘部維持原擬之修正草案。 

主席：卓委員對於銓敘部就退撫條例修正草案之回應說明，有無

意見？ 

卓委員春英：針對銓敘部所擬退撫條例修正草案，經檢視係符合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規範，個人原則贊同。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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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議程第 60 頁表二「110 年度領取遺屬金之政務人員遺

族人數統計」資料可以看出，領取遺屬年金之遺族全部為

女性，且相較公務人員請領遺族之性別比例更為懸殊，因

此呼應前面羅委員之意見，本草案限定政務人員遺族僅

得請領一次金，建議一併提請大院人權保障工作小組討

論後，再作成政策決定，較為周妥。 

鄭副司長淑芬：卓委員方才提到議程第 60 頁領取遺屬金之退職

政務人員遺族人數統計資料，是按實際案件所統計目前

僅有民國 93 年退撫條例制定公布前退職政務人員之遺族

得領取遺屬年金，依舊制規定仍在支領退職金之政務人

員祇有 100 多人。另依過去時代背景政務人員幾乎均為

男性，因此造成前揭統計資料顯現領取遺屬年金之女性

比例偏高之現象。此外，關於政務人員退撫條例亦參考前

述退撫法修正草案為相同之修正，將依鈞院決議，併同提

報人權小組討論。 

決定：本報告備查，各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五、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1 年度推動

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報請查照。 

劉常次約蘭：本部 111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成果，擇要報告如

下： 

一、 強化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部分，

有 3 個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 

（一） 本部重要任務編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

之一：111 年此類任務編組計 28 個，均已符合任一

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目標，目標達成率為 100

％。 

（二）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不分性別均實施相同體能測驗

項目：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訂有體能測驗規定者

計 8 種，除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係按性別分定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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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測驗項目，其他 7 項特考均不分性別實施相同

體能測驗項目。而依本年 1 月 12 日修正發布之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不分性別均實施相

同之體能測驗項目，換言之，自 113 年起各項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均實施相同體能測驗項目。 

（三） 辦理國家考試應試科目試題檢視比例：為檢視本部

試題是否涉及性別歧視，本部 111 年賡續檢視 110 年

公務人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命題大綱

涉及性別議題之應試科目，總計 173 套試題。上開

試題均審查完竣，經審查結果試題內容 4 套試題用

字宜再思考。 

二、 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之運用部分，有 3 個關鍵績效指

標分別為： 

（一）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覆蓋率(％)：本部自 111 年公務人

員初等考試開始，於題務組入闈期間題務工作休息

時間播放性別平等教育電影，迄 111 年度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止，計播映 34 場次；並不定

期以電郵方式鼓勵同仁上網選修學習性別平等相關

數位學習課程。經查本部 111 年職員整體性別平等

教育訓練覆蓋率為 98.56％，已達預期目標值。 

（二）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比率(％)：本部各單位除研修（訂）

主管法律案，須依「考試院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配合辦理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外，對於涉及性別

相關之重大政策或議題，例如前面提到的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規則，雖為法規命令，但本部仍依前揭鈞院

檢視表配合辦理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俾檢驗本部

主管政策係否符合性別平等目標。 

（三）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本部 111 年度新增並公

布於機關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原訂目標值



7 

 

為 1 項，後來實際完成數為 4 項，已超越原先預期

目標。 

三、 至於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本部為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具體行動措施，配合檢視 CEDAW 第 3 次國

家報告 73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要求各部會所屬委員

會已達成三分之一比例者，研訂提升性別比例，朝向

40%邁進；本部 28 個委員會（小組）性別比例均已達

成三分之一比例，業如前述，後續俟各委員會委員任

期屆滿重新聘任時，將逐次提高性別比例，以期符合

更高比率。 

呂主秘秋慧：本部 111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成果，擇要報告如

下： 

一、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一） 促進本部及所屬機關各委員會決策參與之性別平

等：經統計本部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

員會計有 21 個所屬委員會(小組)，均符合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原則，並進一步達到

所有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均不低於 40%。 

（二）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111 年本部及所屬機關職員人

數共 365 人，參加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計 335

人，覆蓋率達 91.78%。 

（三） 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本部 111 年函陳鈞

院審議之法律案件計有「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等 8 案，均依規定辦理性別影響評

估，並填具「考試院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附案報院審議。 

（四） 充實性別統計：本部 111 年性別統計指標，業依設

定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全國行政機關公務

人員人數按機關類別分」(人數與百分比)，以近 3



8 

 

年全國行政機關機關類別及重要官等別進行交叉

編製，觀察不同機關類別間兩性分布情形。此外，

為豐實本部性別統計，111 年另於「2021 年銓敘部

性別圖像」增列「 110 年底原住民族各族人口及

任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性別統計圖表，以呈現全國

原住民族各族別任公務人員兩性分布情形。 

（五） 督導公教人員保險承保機關(臺灣銀行公教保險

部，以下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相關宣導：承

保機關原配合本部規劃，於 111 年辦理 17 場次之

公教人員保險業務座談會，惟因 111 年 9 月規劃

辦理時，考量當時國內 Covid-19 疫情尚未趨緩，

基於防疫安全考量，為降低群聚及移動感染風險，

爰首次改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公保業務座談會。

案經本部審酌以承保機關為因應Covid-19防疫措

施，而變更原規劃之 111 年度公保業務座談會，

並變更辦理方式及場次，核屬配合政府防疫必要

之舉措。未來承保機關亦將配合本案各年度績效

指標，規劃相關座談會及宣導會，以促進性別平

等之政策目標。 

二、 其他年度重要成果：修正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附表，刪除生殖失能有關女性年齡限制之規定，

該修正規定並經本部於 111 年 6 月 29 日發布施行，

確保男女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均屬公平合理。 

郝委員培芝：本會 111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成果，擇要報告如

下： 

一、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一） 促進本會及所屬機關各委員會決策參與之性別平

等：經統計本會及所屬機關各任務編組委員會（含

小組）之委員人數任一性別比率，均符合「任一性

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已達成本項關鍵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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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標之目標值。 

（二） 加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及晉升官等

訓練受訓人員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111 年本會性

別主流化課程即包含基礎訓練及晉升官等訓練之

法定課程參訓比率，其目標達成率均為 100%。此

外，本會所屬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已

於 111 年編製「各項法定訓練性別平等案例彙編」，

未來將賡續精進課程內涵及教材案例，以落實受

訓人員性平意識。 

（三） 加強基礎訓練及晉升官等訓練班務輔導人員之性

別平等意識：針對 111 年各項考試錄取人員基礎

訓練及晉升官等訓練之輔導人員，共辦理 6 場次

專業職能講習，計有 216 人次參加，每次講習均

進行「性騷擾防治宣導」，目標達成率為 100%。其

次，就提供受訓人員各項權益維護措施，並於輔導

人員專業職能講習說明部分，目標達成率亦為

100%。再者，各項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及晉升

官等訓練均安排有人權議題或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各班輔導人員亦隨班附讀參與課程，以提升輔導

人員性平意識，目標達成率為 100%。此外，文官

學院將賡續於考試錄取人員前揭訓練基礎訓練及

專業職能講習進行性別平權意識宣導、性騷擾防

治及營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的重要性，以強化輔

導人員性別平權意識。 

（四） 增進女性簡任官參加高階文官培訓之機會：本會

111 年辦理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之參加遴選作

業人數共計 60 人，其中女性比率 43.33%，已達各

年度女性參訓比率持續維持 35%之目標值。 

（五） 加強本會及所屬機關職員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

111 年本會及所屬機關職員參加性別主流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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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之覆蓋率為 94.79％，已達各年度維持 90%以

上之目標值。 

黃委員淑玲：議程第 66 頁所列考選部 111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

作成果報告，其第 1 頁有特別標明撰寫該成果報告之依

據，這樣作法很不錯，建議銓敘部及保訓會於明年度提具

成果報告時可參考。另依考選部所引據之大院秘書長 108

年 9 月 11 日函附「考試院所屬部會推動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109-112 年）」，實施期限即將在今年屆滿，想請教大

院下一個四年計畫是否會在下次會議提出？或是有其他

規劃方向？其次有關任務編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

三分之一之關鍵績效指標，從各部會的成果報告可以看

出，多數委員會的女性性別比例已達四成以上，甚至有高

達六成之情形，理想目標還是以維持男、女性各佔五成為

最佳。因此建議下一階段就此部分之關鍵績效指標可朝

任一性比例不低於四成或五成之目標邁進。再來是議程

第 73 頁考選部成果報告提到，已完成建築師、公共衛生

師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等考試之性別統計

分析，並上載該部網頁提供各界應用，建議未來可就現況

檢討、研提政策改良建議等面向加以精進。 

劉常次約蘭：黃委員垂詢有關議程第 73 頁本部成果報告所提，

已完成建築師等考試之性別統計分析，並上傳本部網頁

提供各界應用部分，本部目前已將基本人口分布狀況、畢

業學生性別比例等納入觀察指標，未來會參考黃委員之

意見，持續提升國家考試性別統計之辦理品質。 

主席：黃委員詢問關於本院下一個四年計畫會在何時提出等問

題，請秘書長瞭解本院以往慣例、其他院之作法以及跨屆

研提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交由下屆執行是否妥適等面向，

妥為研議規劃方案，於下次會議提報。 

決定：本報告備查，各委員意見請本院所屬部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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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選部辦理「國家考試性別統計重要指標」專案報告，報請

查照。 

卓研究委員梨明進行專案報告：詳如簡報（略）。 

主席：考選部專報中所提「隨著少子女化影響逐漸發酵，連帶造

成大學入學新生數量不足，國家考試報考人數逐步下滑」

等敘述，我建議需要蒐集更多數據資料來支持，直接將報

考人數下滑歸因於少子女化，似乎太過武斷。 

楊委員雅惠：從考選部的專報資料大致可以獲得，男性應考人在

技術類科考試表現較好、女性應考人在行政類科考試獲

得較好成績之概觀；此外觀察報告中會計師與建築師近

五年及格者之男女性別比以及畢業生男女性別比，發覺

及格者之男性比高於畢業生之男性比，亦即男性在會計

師與建築師之國考表現較佳，可能原因是否為男女性針

對其職涯目標之追求強度不同，男性達成目標之社會壓

力較大，故較為盡力臻於及格，原因值得探究。其他類科

亦可把及格者男女比與畢業生男女比作比較，或可看出

其他值得進行深度探討之現象。  

羅委員燦煐：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以下簡稱專技人員）考試男

性錄取率較高，其原因應該如楊委員所說，男性對職涯目

標之追求是志在必得，而女性較隨遇而安。這樣的統計數

據資料，如果提供給教育端，讓學校針對女性職涯目標規

劃做適當之輔導，相信有助於改善目前專技人員考試女

性錄取率偏低之現象。 

黃委員淑玲：我提醒如果統計資料所呈現者與一般譬如「男理工、

女人文」之性別印象沒有差異的話，這樣的統計分析可能

意義不大，因此我建議本報告針對考試類別等項目做更

細緻的區分，例如針對技術類之不同類科再去細分男、女

之報考率、及格率或錄取率，並進而做分析，相信更能提

升研究之效益。另外我呼應前揭羅委員之意見，考選部完

成相關研究後，可將其中統計數據資料適時提供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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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學校，做為其擬訂學生輔導等政策之參考。 

王委員秀紅：以護理人員來說，男性唸護理科系的比率在學校端

大約有 15％，但是到就業端就祇剩約 4％；類似的現象似

乎也可以從議程第 123 頁建築學類對照建築師之女性比

率從 48.8％到 36.3％、會計學類對照會計師之女性比率

從 67.4％到 50.1％之消長趨勢看出，造成這樣現象的背

後成因是很值得探究。另外附帶一提國家考試口試成績

與男女性別之對照，甚至是對錄取率或及格率之影響，亦

值得深入分析。 

劉委員建忻：體諒考選部在作成本專案報告有其侷限性，因為是

官方提出的報告，特別是有關性別的議題，若針對蒐集所

得之統計數據過度詮釋，恐怕會造成外界認為是複製社

會刻板印象。不過委員所提的各項建議，在未來提出類似

的報告時，可以參採精進相關作法，以提升研究之效益。

其次，再次重申剛才院長所提不要輕易將國家考試報考

率下滑與少子女化劃上等號，其中經濟因素所造成之影

響亦不容小覷。再者，從本專案報告中也可以觀察出一些

正向的訊息，諸如近年來透過公務人員高普考、地方特考

錄取進入公部門之女性比率已超越男性；又女性在公部

門任職之比率接近五成；以及女性占簡任官比率每年均

穩定成長等，凡此現象均足以預見未來女性在公部門人

力居於弱勢之情況將有所改善，甚至翻轉。 

姚委員立德：呼應前面幾位委員所提將本專案報告蒐集所得之

統計數據資料適時提供給教育部或學校之意見，這類資

料對於教育端非常受用，將有助其於扭轉女性在特定學

門或職域之刻板印象，並預先採取相關因應措施。其次，

議程第 123 頁所示會計及建築領域，女性占畢業生人數

比率，對照專技人員及格比率相當懸殊，個人研判與會計

師、建築師這 2 類科係採「科別及格」制有關，因為這類

考試係採考試科目分年及格之方式，意謂應考人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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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之時間才能取得及格資格，以一般女性而言，學校畢

業後還要經歷結婚、生子的階段，在同時面臨準備考試及

照護家庭之壓力下，相對也會影響女性報考意願，以上意

見謹供參考。 

黃委員淑玲：有關性別統計資料之呈現方式，建議可參考行政院

主計總處之作法。議程第 123 頁所述：「……以 5 年合計

來觀察，似可知男性在會計師、建築師考試取得較好成績」

等語，已帶有主觀分析之成分，不適合放在提供給外界之

性別統計資料，以免造成誤導。 

劉常次約蘭：感謝各委員對本專案報告多所指教，未來如果要將

報告內容上網提供外界使用，本部將會參採方才委員所

提應略去推論或價值判斷部分，重新整理後再對外公開，

以避免外界做錯誤解讀。 

決定：本報告備查，各委員意見請考選部參考。 

乙、討論事項（無）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主席  黃 榮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