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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13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11月 25日上午 10時 

貳、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樓北側 B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新裕 

肆、出席、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黃宇含 

伍、主席宣布開會並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紀錄確認：略。 

柒、工作報告：業務單位工作報告(如附件) 

委員發言紀要 

(一)呂委員明蓁： 

1、 參與活動的對象並無限制性別，但活動名稱若兼顧男女及多

元性別，或是有特別培訓女性導覽員、解說員，則適合列入

性別預算。另前次會議於〈「伯公照護站」參與活動人次性

別統計分析〉中提及，臺南市 112年伯公照護站參與活動人

次以女性居多，為鼓勵性別平衡，也建議多留意活動名稱呈

現之細節。 

2、 有關成果報告例如附件 3 至 6 中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類別

多為「教育、媒體與文化」一項，建議可以再更豐富其他類

別的成果，也可複選。  

3、 閩南語的俚語俗諺存有性別刻板印象，客語可能也存在相似

情況，建議適時檢視更新。前陣子檢視英語版華語教材，發

現仍存在傳統保守的觀念，例如男尊女卑、二元性別劃分、

異性戀等。或許很難改變老一輩的性別刻板印象，但可於教

材上有所調整。 

4、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是 1979年聯合國大

會通過使用的名稱，內容與時俱進，於一般性意見第 36 條

及第 22條都有談及多元性別。1979年後關注到的不僅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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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志，例如 CRC《兒童權利公約》、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亦有關注。CEDAW可以交織搭配 SDGs《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的 3項原則基本上，包含「以人權為原則」、

「一個都不能少」，以及特別關注女性權利，遵循此 3 項原

則提出的 17 項永續目標中，第 5 項即為性別平權，其中亦

包含第 4 項優質教育、第 10 項消除不平等，可知聯合國的

關注目標與時俱進。另 SDGs可搭配 CEDAW，推動性平即是，

所有的弱勢性別其實都在 CEDAW與性別主流化的範疇中，例

如關注在陽剛工作領域的女性權益、在護理領域工作的男性

有可能為少數。性別主流化並無偏廢 CEDAW婦女的權益，弱

勢與弱勢不應相殘，而是應一起搭配。例如宣導的是 CEDAW

但實際上為多元性別，肯定貴會使用行政院的性平影片進行

宣導，若可以在上位概念與理論交織性的部分加強充實，將

於政令宣導時更會說服力。 

5、 建議讓主管人員及同仁清楚知道育嬰留職停薪的相關規定，

包含育嬰留停津貼的請領資格、給付標準及給付期間等並讓

留職停薪人員知道於復職後不會因此受到不當調職。亦藉機

宣導養育孩子是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並非僅由單方面分擔。

近期有教師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擔任演講講座而遭投訴，雖

未成立，但令人感到挫折，相關勞權值得社會關注。 

(二)性別平等辦公室鍾執行秘書依恬： 

建議持續鼓勵及宣導男性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家庭照顧

假，以落實性別平等。 

決議： 

(一)「伯公文化小旅行」是因「伯公生」辦理的活動，但向民眾宣

傳活動時請將伯公及伯婆名稱一併納入，提升性別平權意識。

另「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為客家委員會訂定的計畫，於

客家文化中多以伯公稱之，故客家委員會表示將維持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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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請業務單位留意於推廣活動時，以「歡迎伯公伯婆共下參加」

的說法，向民眾宣傳。 

(二)針對各成果報告呼應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類別，盡量複選。 

(三)出版與認證是由中央客家委員會處理，於編列教材時候會有委

員提出嚴格檢視，本會本身沒有特別出版相關教材，多由客語

薪傳師進行教學，請同仁可以協助檢視內容是否得宜。 

(四)將持續鼓勵男性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113年「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報告。 

委員發言紀要 

(一)呂委員明蓁： 

1、 此項計畫是性別友善空間規劃設計，還未招標，目前未提及

投標廠商將來參與是否有安排性別友善相關培訓，建議可以

參考「性別友善廁所規劃設計檢核表」及「大專校院校園性

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規劃。 

2、 性別友善空間包含「多元別性友善」、「身心障礙者友善」與

「親子友善」，建議於招標文件公告規劃方向。1-3 評估結

果中直接受益者的性別比例雖無差距過大，但實際上，不同

性別使用廁所之時間有其差距，如廁時間男性平均 49 秒、

女性則是平均 85 秒以上；再者，空間分配看似公平，但隔

出來的空間不盡相同，例如男性廁所設置 4個小便斗、2間

含門廁間、女性廁所可能只能設置 3間含門廁間，因此除了

使用人數之外，不同性別的使用時間、需求性皆需納入設計

考量。或是在舉辦活動時是女性居多的話，可以調配廁所使

用空間；並留意，男性如廁時使用小便斗時亦需要隱私權。 

3、 第三部分程序參與，在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相關性評估之

合宜性，建議一併考量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建築法規評估；性

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建議考量不同性別的廁所使用



4 
 

空間及使用時間差異，以及多元性別者、身心障礙者的使用

合宜性。 

4、廁所標誌避免標新立異，以通用標誌為原則，讓男性及女

性辨識到自己可以進去的空間，或有些是可供選擇的大眾

空間，避免將身心障礙廁所設置在最裡面，需考量輪椅進

去的方便性問題。畢恆達教授的著作中列有世界各國通用

的標誌，可加以參考。 

5、分享先前看過的不合格廁所，廁間未設置門，站在廁所外

仍可以看到第一間小便斗的廁間，後來改設計屏障保障使

用者的隱私，方便男性進入使用。舊式廁所較未考量到不

同性別的使用時間跟需求性問題，其建築預留的孔洞及空

間不足，因此男性及女性廁所分別在兩邊。建議設計是中

性的，例如可以隨時調動、抽換識別牌子為佳。 

(二)劉委員定杰： 

本案後期規劃已將性平及身心障礙法規納入需求，請投標廠商

注意基本需求條件，並務必符合各項法規規定；另本案性別友

善廁所的基本規劃即是不分邊，希望打破廁間男左女右的分邊

狀態。廁間內部亦盡可能符合保障各性別使用者的隱私及達成

親子友善，在考量會館結構及空間，以及有限的經費中盡力規

劃、滿足相關需求。 

(三)性別平等辦公室鍾執行秘書依恬： 

1、 分享性平辦接觸到的相關實務經驗，例如注意設施友善：性

別友善廁採用踩踏式的垃圾桶，身心障礙者恐無法使用、性

別友善廁所走道寬度距離性，避免行走時易會有肢體碰觸可

能性、避免直接以身心障礙廁所改成性別友善廁所，以免影

響身障者權益。 

2、 請務必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及多元性別團體代表參與設計規

劃討論，相關規範可參考「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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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及環境部「性別友善

廁所倍增行動方案」等。 

3、 廁間色彩配置請避免性別刻板印象，以中性為佳。 

4、 有關廁間標誌，目前中央機關還未有統一標誌，臺北市政府

有公開授權，可至該市府網站瀏覽。或是成功大學有性別友

善廁所的標誌，但建議以公文行文的方式，取得授權使用。

目前性別友善廁所最值得參考學習的應該是新北市政府的

市民廣場廁所，本府一樓的性別友善廁所即是新北市政府廁

所的縮小版範本，或可參考成功大學圖書館的性別友善廁所。

建議多加考量使用者的隱私性、安全性、廁間明亮度及注意

台階設計等，身心障礙廁所則務必符合相關規範。 

決議： 

(一)請業務單位執行本案時，務必多加注意各項委員及性平辦的建

議細節。 

(二)本案規劃男性女性廁所不分邊，引導民眾的指示應明確清楚。 

(三)請承辦同仁實地前往已完工的性別友善廁所，例如本府一樓或

成功大學圖書館的性別友善廁所，於內部定案前詳細討論相關

細節。 

案由二：114 年「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主題，

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一)黃委員冠靜： 

綜合產發科擬以「2025凝視與傾聽—多元族群影展」為 114年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題。 

(二)邱委員健銘： 

文教推廣科擬以「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為 114 年度性別

影響評估主題。 

(三)呂委員明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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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題以影展為主題較為侷限；建議日後可

以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的規劃進行統計；性別影響評估部分，例

如文教推廣科辦理活動以影片宣導也適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四)性別平等辦公室鍾執行秘書依恬：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的主題訂定會涉及一開始蒐集資料的項

目，包含年齡、教育程度，地區性等。例如年齡部分，可以調

查哪種年齡層對於觀賞影片的興趣度較高，作為未來規劃的方

向；性別影響評估，若以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為主題，撰寫時

可以列入各參加者的年齡、人數等。 

決議：依照提議內容，114年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題為「2025凝視

與傾聽—多元族群影展」參加人次，由綜合產發科負責；114

年性別影響評估主題為「推展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 

玖、臨時動議：無。 

拾、外聘委員、性別平等辦公室建議及分享：略。 

拾壹、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