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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職場上工作常見某類工作多為男性擔任居多、某類工作

由女性擔任居多。長久下來容易造成社會對於某項工作的性

別既定印象，導致職場歧視或騷擾等情事發生。時代演變至

今，基於兩性平權及性別平等等觀念已逐漸普及於社會中，

追求的是適才適所，而非特定性別，亦成為機關(構)人力資

源運用重要的指標。 

本文將以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108年至 110年之間，正式人員

的異動數據及單位業務比對，期能彰顯業務與人員性別流動

間的關聯程度，作為機關人力資源分配與工作效益雙贏之參

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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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機關本於為民服務、創造及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設置各種

職位來滿足、解決民眾所需、所盼、所爭。機關各項職務性質與要求

不同，除考量同仁專業能力因素外，更須兼顧同仁對於職務工作的適

應能力等面向，適度調整職務以利業務推展。在基層機關；例如各地

的區公所，因為是第一線直接面對民眾，人員組成的流動統計與職務

內容間亦有一定關聯，期待透過對本所 108年至 110年間各單位人員

組成異動、工作內容的比對，能找出工作與性別的關聯，作為相關政

策參據。 

貳、本所 108~110 年職機關正式人員人數狀況 

本所 108、109及 110年正式人員人數如表 1及圖 1~3。 

表 1:本所正式人員男女人數概況 

年度 編制人數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108 

56 

53 25 28 

109 51 25 26 

110 52 28 24 

圖 1:108年本所正式人員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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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9年本所正式人員男女比例 

 

 

 

 

 

圖 3:110年本所正式人員男女比例 

 

 

 

 

 

 

本所正式人員總人數因人員流動而有增減的情形，108年總人數 53

人、109年機關總人數 51人到 110年機關總人數為 52人，本所男女

比例於 108年間約為各佔半數比例、109年間轉為男少於女、110年

間再轉為男多於女。男女比率變化比較如下圖 4: 

109年

男性 女性

110年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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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所正式人員男女人數走勢 

由圖 4可知，本所男女比例曲線於 109及 110年間年發生交叉點，由

原本男女人數相近轉變為男多於女，而 108年至 110年期間本所女性

同仁人數是呈現持續下滑的趨勢，而男性同仁人數呈現上升的趨勢。

接下來將透過各年度人員異動數與各單位(民政及人文課、農業及建

設課、社會課、行政課、人事室、會計室及政風室等)業務狀況繼續

簡單分析如下文。 

參、 本所各年度正式人員異動比較 

(一) 各年度正式人員流動數 

本所 108 年度機關內正式人員異動共 11 人(調升 3 人、平調 5

人及降調 3人)、新進人員共 16人(考試分發 9人、他機關調進

7人)及調至他機關共 7人(平調 5人、降調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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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109 年度機關內正式人員異動共 5 人(調升 2 人、平調 2

人及降調 1人)、新進人員共 10人(考試分發 8人、他機關調進

2人)及調至他機關共 9人(調升 1人、平調 6人及降調 2人)。 

本所 110 年度機關內正式人員異動共 3 人(調升 1 人、平調 2

人)、新進人員共 13 人(考試分發 7 人、他機關調進 6 人)及調

至他機關共 8人(調升 1人、平調 7人)。 

圖 5:本所正式人員流動數 

 

 

 

 

 

 

由圖示可知，本所 108 年至 110 年間機關內人員異動數逐年降

低；新進本所人數以 108 年最多、109 年最少；調離本機關人

數以 109年最多、108年最少。 

由圖表顯示可知，本所每年均有一定程度的人員進入及調離，

而機關內的調動漸趨平緩，顯示機關人員外部流動性高，流動

性高的原因可能與家庭因素、職期輪調、生涯規劃發展、獎懲

結果及業務適應等因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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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年度人員流動男女數 

表 2:各年度本所異動正式人員男女人數 

年度 異動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108 34 17 17 

109 25 11 14 

110 24 15 9 

圖 6:108年異動男女比例 

 

 

 

 

 

 

 

 

 

 

 

圖 7:109年異動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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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0年異動男女比例 

圖 9:異動男女人數趨勢 

在本所各年度正式人員異動中，其中男性與女性異動比率 108年

為各佔半數，109 年為女性異動人數多於男性，110 年為男性異動人

數多於女性，整體而言，本所人數 108年至 110年期間流動結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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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男性多於女性，男女差異人數增加。 

肆、 本所業務單位業務職掌與編制人數 

課室
名稱 業務職掌 編制

人數 

民政

及人

文課 

掌理自治行政、選舉、里行政、原住民與客家

事務行政、兵役行政、宗教禮俗、民防、災害

防救、地政、環境衛生、殯葬管理、區民活動

中心經營管理及其他有關民政事項。掌理人口

政策宣導暨移民生活輔導、慶典活動、史蹟文

獻、教育文化、國民體育、文化藝術、社區藝

文、觀光宣導、圖書管理、文化館舍維護、社

教終身學習及其他有關文化事項、調解行政、

法制、國家賠償。 

21 

農業

及建

設課 

掌理工業、商業、公用事業、公營事業、公平

交易、消費者保護、度量衡業務、土木工程、

道路養護、水利工程、公共設施、下水道工程、

違章建築查報、小型排水設施、建築管理、公

園及路燈管理、都巿計畫、都巿更新、非都巿

土地之規劃、交通管理及其他有關基層建設事

項。掌理農林漁牧、農業推展、農藥管理、農

情調查、動物防疫、動物保護、畜牧行政、生

態保育、水土保持、農路改善、山坡地保育及

其他有關農業事項。 

12 

社會

課 

掌理社會行政、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區發

展、醫療補助、急難救助、中低收入戶家庭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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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全民健保、人民團體輔導、遊民收容輔導、

社區關懷中心、公益慈善事業、老弱無後及災

民收容安置、勞工行政、就業輔導及其他有關

社政事項。 

行政

課 

掌理文書、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工友及臨時

人員管理、辦公廳舍、採購、出納、財稅、印

信、檔案、研考發展、公共關係、資訊管理、

行政革新、為民服務及不屬於其他課室事項。 

7 

人事

室 
人事業務 1 

會計

室 
會計業務 2 

政風

室 
政風業務 1 

備註：區長 1人、主秘 1人、視導 1人及秘書 1人。 

伍、各單位正式人員異動情形及簡析 

表 3:各單位正式人員男女比例概況(秘書計入農建課) 

年度 區長 主秘 視導 民人 農建 社會 行政 會計 人事 政風 

108 
男 1 

女 0 

男 0 

女 1 

男 1 

女 0 

男 10 

女 9 

男 7 

女 4 

男 0 

女 7 

男 2 

女 3 

男 1 

女 1 

男 0 

女 1 

男 0 

女 1 

109 
男 0 

女 1 

男 0 

女 1 

男 1 

女 0 

男 10 

女 10 

男 8 

女 3 

男 1 

女 7 

男 3 

女 3 

男 1 

女 0 

男 0 

女 1 

男 0 

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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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男 0 

女 1 

男 1 

女 0 

男 1 

女 0 

男 12 

女 10 

男 6 

女 4 

男 1 

女 7 

男 3 

女 3 

男 1 

女 1 

男 1 

女 0 

男 1 

女 0 

圖十:各單位正式人員男女比例消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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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及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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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人數異動與業務影響簡析 

綜合以上各圖表內容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 108-110年間本所新進人

員共 39人，其中考試分發者達 24人，此類人員通常進入機關後仍需

一段時間瞭解熟悉業務內容及程序，並完成相關法定訓練後，工作表

現方能逐漸穩定。實際執行業務需資深同仁協助教導，故落實業務交

接及積極輔(指)導措施可讓新進同仁盡速進入狀況，減短適應期。 

本所民人課編制人數 21 人，權責項目包含殯葬、兵役、寺廟、登革

熱、區里、調解及選舉等，業務項目繁雜外，業務量亦大，需大量人

力應處文書及外勤工作，108-110年間人數逐年補齊滿編，人員總數

增加且男性增加，持續呈現男多於女情況，惟此等變動包含機關內不

同單位間調動及外部調入等情況，而如遇有需輪值夜班或路程跋涉等

涉及人身安全與體能等工作，仍需考量同仁經驗及體能等因素適當分

配，善盡溝通協調，定期檢討工作執行成果，避免工作紛爭。 

本所農建課編制 12 人，權責項目如農損查報、公共設施興建修繕、

路燈維護及工程等業務，常有外出巡檢查勘工程(地)等需求，安全體

能及工程專業知識等因素是業務執行重要依據。該課 108-110年人員

流動一直處於未滿編狀況，人員總數逐年減少，意味每人工作量可能

增加，增加業務風險；而男女比例部分雖男多於女，呈現該課人力配

置似較無矛盾之處，惟該課人員總人數減少且異動頻繁，補足人力缺

口、業務協調與提升支援能力應是可行方向。 

本所社會課編制 8人，主要辦理社會行政相關業務，如獨老、供餐、

低收入戶補助等業務，為民眾來所洽公或電話詢問之主要業管課，常

需與民眾接洽，該課 109年期間雖增加 1名男性同仁達到人員滿編，

仍呈現女性明顯多於男性的組成狀況，未來仍應適時考量男女比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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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問題。 

本所行政課編制 7人，主要負責文書、檔管、資訊、總務、出納及辦

理財物勞務採購等業務，以機關內部為主較少與民眾接觸。108-110

年間該課總人數雖有增加，人員仍未滿編。男女比例部分為各占半數，

屬均衡狀態，建議未來仍應補足編制人員職缺，並適時調整人員職務

歷練。 

柒、結論 

現今職場上工作性別已逐漸從男多於女逐漸走向男女平衡，而性

別平等的觀念已亦已普及成為一種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故某項工作

已非是男生較適合女性不適合等刻板印象，仍應考量每人工作經歷專

長與能力，結合工作設定要件與實際需求，將適合的人放在適合的位

置，亦非僅考量數據上的平等，才是真正落實性別平等的工作職場。 

捌、參考資料 

1. 本所 108-110 年正式職員人事異動狀況資料。 

2. 年度業務職掌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