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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07年度 

「法規性別影響評估之執行工作坊」 

議程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時    間：107年 9 月 5 日（星期三） 

地    點：臺南市政府永華行政中心 1樓東哲廳  

 

時  間 內容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致詞 

陳明珍 

臺南市政府參議兼性別平等辦公室執行長 

王展星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處長 

14：10-15：40 

法規性別影響評估執行之基礎概念 

彭渰雯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15：40-16：00 休息 

16：00-16：50 

法規性別影響評估之執行實務 

彭渰雯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16：50-17：00 提問與討論 

17：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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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Gender mainstreaming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of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the preparation, design,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olicies, 
regulatory measures and spending program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and 
combating discrimination.

 
 

6



 

13 

14 

(101.1.1 )

7



   

15 

GM  

8



GIA
 

1.
2.
3.

18 

9



19 

1.  

 

1996

2001-5 01 04 05

2006

2006

2008

2011

10



21 

 

22 

2.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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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er, K. F. (1982). Challenging the men: The social biology of female sport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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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修正草案）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101 年     12 月     21 日 

填表人姓名：OOO                 職稱：編審 

電話：OOO          e-mail：OOO 

身分：■ 業務單位人員    □ 法制單位人員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

注意事項」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 除廢止案（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單純訂修之法律案）外，皆應依據本表進

行「法規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 建議各單位於法案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的意見；法案研擬完成後，應併

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 週的填寫時間），參酌其

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填寫「玖、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法案名稱 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貳、主管機關 內政部 主辦機關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V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V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問

題

界

定 

4-1-1 問題描述 本法於 87 年制定，96 年全文修正，

納入「同居關係」之適用，並增列

鑑定制度、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

者予以逕行拘提等規定，97 年至 98

年間配合他法酌修部分條文規定

（第 10、50、58 條）。為解決強化

被害人保護之相關規定及各單位實

務執行困境，內政部即邀集司法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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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行政院所屬相關部會、各地方

政府、專家學者及婦女團體代表進

行法規檢視，期周延法治。 

4-1-2 執行現況及

問 題 之 分

析 

一、 家庭暴力防治涉及跨網絡單

位權責，應強化相關機制俾利

業務推動。 

二、 為因應社會變遷、家庭暴力事

件行為樣態之多元化、複雜化

及專業發展，爰全面檢視相關

現行措施，以加強對身心發展

未臻成熟之目睹家庭暴力兒

童少年或其他特定家庭成員

潛在被害人之保護，並周延相

關規定。 

三、 實務上常有相對人未積極不

完成處遇計畫，然因仍在保護

令有效期間，無法以違反保護

令罪移送，爰檢討相關規定，

俾積極執行。 

四、 配合家事事件法修正，有增加

或修正相關規定之需要。 

1.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

原因分析。 

2.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須否

配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4-1-3 相關之性別

統計及性別

分析 

一、 為因應性別主流化的國際趨

勢，本部於 90 年起積極研商

建立我國性別統計人身安全

指標項目，並自 91 年起於業

務統計中逐步加入「性別」分

項，並討論「性別」與其他分

項交叉分析的統計結果，以做

為政策評估的基礎，包括：家

庭暴力事件通報分析、被害人

保護扶助及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之年齡、族群、地區

等相關面向。 

二、 目前家庭暴力事件通報分析

資料業已按月公告於網站（網

址 ：

http://dspc.moi.gov.tw/violenc

e/）。有關被害人保護扶助及家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盡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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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於 96

年 6 月後按季公告。 

三、 相關統計資訊連結 

司 法 院 性 別 統

計  http://www.judicial.gov.tw/

juds/index1.htm 

內 政 統 計 資 訊 服 務

網   http://www.moi.gov.tw/sta

t/ 

法 務 部 統 計 

http://www.moj.gov.tw/ct.asp?

xItem=39154&CtNode=7866&

mp=001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統

計   http://www.npa.gov.tw/NP

AGip/wSite/np?ctNode=11358

&mp=1 

4-1-4 須強化的性

別統計及其

方法 

為呈現我國家庭暴力整體樣態，確

實掌握我國家庭暴力問題與發展趨

勢，俾相關政策措施之規劃，爰於

本次修正案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至

少每 4 年辦理相關調查、統計及分

析，並公布結果。 

如既有性別統計不足，請提出須

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 

4-2 訂

修

需

求 

4-2-1 解決問題可

能方案 

依政策面、法制面及實務面執行需

求，研析可能之解決方案如下： 

一、 擴大保護令之適用範圍及於特

定家庭成員及目睹家庭暴力兒

童少年。 

二、 延長民事通常保護令效期，並

放寬得聲請延長之次數限制。 

三、 提升加害人處遇計畫成效。 

四、 增定被害人隱私權保護措施。 

五、 增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

責與各地方政府應辦理危險評

估及召開跨網絡會議，以強化

合作機制。 

請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

其評估（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

併列之）。 

4-2-2 訂修必要性 為積極防治家庭暴力，並因應政策

面、法制面及實務面需求，須訂修

請說明最終必須訂修法案以解

決問題之理由；如有立委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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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以解決相關問題。 並請納入研析。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

協力事項 

一、 為擴增相關保護對象（如：經

評估有需要之家庭成員），將增

加地方政府經費負擔，然實務

上如個案家庭成員如經評估確

有需要者，各地方政府亦積極

尋求資源或透過轉介提供相關

輔導措施，爰新增之費用不致

影響地方政府財政過鉅，且將

有助受暴之家庭成員身心復原

並達積極預防再犯之目的。 

二、 保護令適用對象增加、延長民

事通常保護令效期，並放寬延

長聲請之次數限制，以及提升

加害人處遇計畫效能等措施，

需司法單位強化司法官教育訓

練並加強相關配套措施。 

三、 本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後，家

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行政

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

力案件辦法、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規範、法院辦理家庭

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檢察

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

項等須配合修正。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

法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請予詳列。 

伍、政策目標 

為解決各單位依據本法推展家庭暴

力防治業務所遭逢窒礙難行處，俾

相關單位及實際執行工作人員順利

推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期周延法

治，尊重多元文化，終止家庭暴力，

保障人民身心安全。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陸、正當程序 

項 目 主要意見及參採情形 備 註 

6-1 對外徵詢意見 由本部邀集司法院、行政院所屬

相關部會、各地方政府、專家學

請一併說明人事時地，或將相

關資料列為附件。於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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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婦女團體代表等進行法規檢

視，經密集召開 10 次研商會議，

完成本次「家庭暴力防治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應落實性別參與。 

6-2 與相關機關及地方自

治團體協商 

歷經上開會議多次討論，有關「未

同居親密關係伴侶」是否納入家

庭暴力防治法中準用保護令聲請

與核發等意見，為達共識，重點

說明如下：民間倡議團體雖期待

入法，以保障約會暴力之被害

人，惟各方意見紛歧，司法院、

法務部、警政署與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等代表多不贊同，而對於

「未同居之親密關係伴侶」之認

定、年齡限制、適用規定等各方

意見紛歧，未達共識，爰暫無法

增訂。 

請一併說明人事時地，或將相

關資料列為附件；有不同意見

者，並請詳予說明未採納之理

由。 

柒、成本效益分析：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7-1 成本 

一、 新增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辦理國

家型調查分析報告，定期檢討成效，以確

實掌握我國家庭暴力問題與發展趨勢，以

利政府預算編列及相關防治措施之規劃。 

二、 新增保護令裁定明文規定加害人處遇計

畫執行期限，避免相對人拖延處遇計畫之

完成時效，於保護令裁定明文規定加害人

處遇計畫執行期限，俾積極執行處遇計

畫，減少行政程序之虛耗。 

1.關於成本及效益，指政府及社會

為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

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 

2.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

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2 效益 

一、 本法從殘補式之處遇邁向積極防治暴力

代間擴散。 

二、 強化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功能，及早發掘

高危機個案，並加強跨網絡協調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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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身安全保障。 

三、 強化跨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有利防治業

務推展。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1 規範對象：  

（1）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項目「捌、8-2 及 8-3」及「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如所有指標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8-2 及 8-3」，逕填寫「第二部分－程序參

與」。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8-1-1 訂修內容以

特定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規

範對象 

 V 

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案未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為規範對象。 

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

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

評定為「是」。 

8-1-2訂修內容未區

別對象，但執

行方式將因

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

不同而有差

異 

 
 

V 
 

家庭暴力防治法係為防治
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

人權益制定，規範對象雖無
區別，但其執行方式因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同
而有差異。 

規範對象雖無區別，但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之本質差異，而有

不同執行方式者，請評定為「是」。 

8-1-3訂修內容所規

範對象及執

行方式無差

異，但對於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

同者將產生

不同結果 

V 
 
 

 

依相關統計顯示，家庭暴力
事件之男性被害人約佔 3
成，女性被害人則佔 7 成，
相關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男女比則為 3：7，顯示加強
相關保護措施與強化法制
對於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受
害婦女確實有助益。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差異，惟

其結果乃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不同者，請評定為「是」。 

8-2 性別目標（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2-1 採取積極作為，去

除不必要差別待

遇，或促進實質平

等 

為積極促進其實質地位之平

等，本法修正案納入相關規

定，以顧及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周全被害人隱私權保護措

施，並提供經評估有需要之家

基於憲法平等權之規定，採行一定

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執行所造成

之差別待遇，或提供較為弱勢之一

方必要之協助，以促進其實質地位

之平等。（本項及 8-2-2 不得全部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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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員相關扶助，俾周延保護

對象及防治效益。 

列無關） 

8-2-2 營造平等環境，預

防及消除性別歧視 

為配合性別主流化政策，爰於

本法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二

項：「女性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總數二分之一」修正為「任一

性別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

之一」，納入性別組成比例，

提升不同性別平等參與之機

會，營造平等環境。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向所形成

之差異，或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

機會。（本項及 8-2-1 不得全部填列

無關） 

8-3 性別效益（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3-1 對於消弭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平等

有積極、正面綜效 

本次修正期能更落實保障民

眾人身安全，積極防治家庭暴

力，並且藉以建構一個性別平

等、對暴力零容忍的安全社

會，對於改善婦女弱勢地位，

消弭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平等

方面，均有積極、正面綜效。 

請詳加說明性別效益何在，本項不得

填列無關。 

8-3-2 符合憲法、國際規

範、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等要求 

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宗旨即

為防治家庭暴力及保護被害

人權益，本次修正目標係周延

法治，尊重多元文化，終止家

庭暴力，保障人民身心安全，

符合憲法、國際規範及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對於平等權及人

權之要求。 

請再查核法案內容之合宜性，本項不

得填列無關。 

玖、評估結果：經「第二部分－程序參與」評定為“不相關”者，本項目免填；否則請填表人依

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法案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

替代規劃等。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依檢視結果，本修正草案係為因應社會變遷，周延法治，尊重多元

文化，期藉此次修正達積極防治家庭暴力之目的，以落實保障人民

身心安全，以建構性別平權的社會。 

9-2 參採情形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

法案調整 

經專家評估本修正草案符合性別平等精神，相關

統計、參與程序、目標與效益等皆適當，爰無調

整。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

或替代規劃 

 
無。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法案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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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1 年 12  月 21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拾、法制單位復核（此欄空白未填寫者，將以不符形式審查逕予退件。）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已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訂修程序：  ■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復核人姓名及職稱：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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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 第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3 項目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與後，評定

「法案與性別議題相關性」為「相關」者，則需補填列第一部分「捌、8-2 性別目

標、8-3 性別效益及玖、評估結果」。 

＊ 本表所提專有名詞之定義及參考資料，請詳見「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網址：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151788&ctNode=12976&mp=100）。 

 

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並填

寫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

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1 年 3 月 14 日至 101 年 10 月 30 日 

參與者及其專長領域 
○○○ 副教授 

專長領域：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人身安全 

參與方式 ■法案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料 

相關性別統計資料 法案內容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觀點 

□有， 

  但不具無性別觀點 

□無 

法案與性別議題相關性 

■相關          □不相關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勾選不相關者，第一部分捌、8-2 以下至玖、

免填；勾選相關者，則應予補填。）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法案與性別議

題相關性勾選「不相關」者，除簽章外，以下免填）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適當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 適當 

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適當 

性別效益說明之合宜性 適當 

綜合性檢視意見 適當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適當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法案。 

（簽章）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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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交通部法規會

102年 8月 9日審議通過） 

    近年來因應旅遊活動蓬勃且態樣繁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

遊樂業為服務住宿旅客或遊客便利需要，間有提供代訂交通或景點門

票，不無與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旅行業業務範圍相衝

突之疑慮，再者，同條項第三款規定：「招攬或接待觀光旅客，並安排旅

遊、食宿及交通」，乃旅行業之主要核心業務，惟因該款規定與民法第五

百一十四條之一「旅遊服務」之定義文字尚非一致，加以各級政府、旅

遊達人於（社群）網站、部落格雖有提供旅遊諮詢及建議，惟因未涉及

專業性之「旅遊服務」之諮詢，較不具有可罰之違法性，故該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亦有檢討鬆綁之必要；復鑒於電子化及電子商務盛行，旅

行業與旅客簽訂旅遊契約之方式，已不侷限於書面紙本之形式，倘符合

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亦得以電子簽章方式為之，爰經就現行規定及實

務需要予以檢討後，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修正六條，其中增

訂二條，修正四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旅館業、觀光遊樂業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訂觀光旅館業為服務住宿旅客便利需要，得附隨提供代訂國內交

通或門票。（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三、 增訂旅館業業務範圍並規定旅館業為服務住宿旅客便利需要，得附

隨提供代訂國內交通或門票。（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四、 修正旅行業專營業務範圍以安排旅遊（包含旅程及食宿或交通）為

其服務必要內容，俾符實務需求及潮流趨勢。（修正條文第二十七

條） 

五、 增訂旅行業與旅客簽約之方式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並得以電

子簽章為簽名或蓋章。（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六、 增訂觀光遊樂業業務範圍並規定觀光遊樂業為服務遊客便利需

要，得附隨提供代訂國內交通，及觀光遊樂業附設住宿場所應領取

觀光旅館業執照或旅館業登記證後，始得營業。（修正條文第三十

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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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

光資源之開發、建設

與維護，觀光設施之

興建、改善，為觀光

旅客旅遊、食宿提供

服務與便利及提供

舉辦各類型國際會

議、展覽相關之旅遊

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

遊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

定區以外，經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後指定供觀光旅客

遊覽之風景、名勝、

古蹟、博物館、展覽

場所及其他可供觀

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

定程序劃定之風景

或名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區：指無法以人力再

造 之 特 殊 天 然 景

緻、應嚴格保護之自

然動、植物生態環境

及重要史前遺跡所

呈現之特殊自然人

文景觀，其範圍包

括：原住民保留地、

山地管制區、野生動

物保護區、水產資源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

光資源之開發、建設

與維護，觀光設施之

興建、改善，為觀光

旅客旅遊、食宿提供

服務與便利及提供舉

辦各類型國際會議、

展覽相關之旅遊服務

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

遊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

定區以外，經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指

定供觀光旅客遊覽之

風景、名勝、古蹟、

博物館、展覽場所及

其他可供觀光之地

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

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

名勝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區：指無法以人力再

造之特殊天然景緻、

應嚴格保護之自然

動、植物生態環境及

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

之特殊自然人文景

觀，其範圍包括：原

住民保留地、山地管

制區、野生動物保護

區、水產資源保育

一、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規

定，旅館業之設立登

記，非採許可制，復參

照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

四款關於「核定」之定

義規定，行政上之核

定，係指行政機關對於

陳報之具體個案事項加

以審核，並作成決定，

爰將第八款之「…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字

句，予以刪除；另參照

第七款規定，將條文之

「業務」修正為「服

務」，俾期一致。 

二、鑒於實務上觀光遊樂業

為服務其遊客需要，間

有附隨提供代訂交通工

具等相關業務，爰將第

十一款增列「及相關服

務」文字，俾符實際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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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區、自然保留

區、及國家公園內之

史蹟保存區、特別景

觀區、生態保護區等

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

風景特定區或觀光

地區提供觀光旅客

休閒、遊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

國際觀光旅館或一

般觀光旅館，對旅客

提供住宿及相關服

務之營利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

業以外，對旅客提供

住宿、休息及其他相

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

宅空閒房間，結合當

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

林漁牧生產活動，以

家 庭 副 業 方 式 經

營，提供旅客鄉野生

活之住宿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為旅客

設計安排旅程、食

宿、領隊人員、導遊

人員、代購代售交通

客票、代辦出國簽證

手續等有關服務而

收取報酬之營利事

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

主管機關核准經營

觀光遊樂設施及相

區、自然保留區、及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

存區、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等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

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

區提供觀光旅客休

閒、遊樂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

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

觀光旅館，對旅客提

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

營利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

業以外，對旅客提供

住宿、休息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

關業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

宅空閒房間，結合當

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

林漁牧生產活動，以

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

住宿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為旅客

設計安排旅程、食

宿、領隊人員、導遊

人員、代購代售交通

客票、代辦出國簽證

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

取報酬之營利事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

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

光遊樂設施之營利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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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

接待或引導來本國

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而收取報酬之服務

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

引導出國觀光旅客

團體旅遊業務而收

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

國內特有自然生態

及人文景觀資源，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所設置之專

業人員。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

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

光旅客旅遊業務而收

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

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

體旅遊業務而收取報

酬之服務人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

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

人文景觀資源，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所設置之專業人員。 

第二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業

務範圍如下： 

  一、客房出租。 

  二、附設餐飲、會議場

所、休閒場所及商店

之經營。 

  三、提供住宿旅客附隨代

訂國內交通或門票。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與觀光旅館有

關之業務。 

      主管機關為維護觀

光旅館旅宿之安寧，得會

商相關機關訂定有關之

規定。 

第二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業

務範圍如下： 

  一、客房出租。 

  二、附設餐飲、會議場

所、休閒場所及商店

之經營。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與觀光旅館有關

之業務。 

     主管機關為維護觀光

旅館旅宿之安寧，得會商

相關機關訂定有關之規

定。 

一、 鑒於實務上觀光旅館

業於經營業務時，為服

務住宿旅客便利需

要，間有附隨提供代訂

交通或門票，為求明確

並符實際需要，爰於第

一項增訂第三款，俾資

適用。 

二、按所謂業務範圍，非

祇是個案核准之問

題，現行第三款規定似

採個案核准，確有未盡

妥適，爰將「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修正為「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並

移列為第四款。 

第二十四條之一 旅館業業

務範圍如下： 

一、 客房出租。 

二、 附設餐飲、會議場

 

一、本條新增。 

二、按旅館業之業務範圍，

本條例並未規定，惟按

實務上旅館業辦理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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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休閒場所及商店

之經營。 

 三、提供住宿旅客附隨代

訂國內交通或門票。 

務有客房出租、餐飲、

會議場所、休閒場所及

商店之經營等，復鑒於

現今旅遊方式多元化，

旅館業為服務住宿旅客

便利需要，間有附隨提

供代訂交通或門票，為

求明確並符實際需要，

爰參照本條例第二十二

條規定，增訂旅館業業

務範圍，俾資適用。 

第二十七條 旅行業業務範

圍如下： 

  一、接受委託代售海、

陸、空運輸事業之客

票或代旅客購買客

票。 

  二、接受旅客委託代辦

出、入國境及簽證手

續。 

  三、招攬或接待觀光旅

客，並安排旅程及提

供食宿或交通。 

  四、設計安排旅程、安排

導遊人員或領隊人

員。 

  五、提供旅遊諮詢服務。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與國內外觀光旅

客旅遊有關之事項。 

     旅行業之業務，中央

主管機關得按其性質，區

分為綜合、甲種、乙種。 

     非旅行業者不得經營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旅行業業務。但代售日

常生活所需國內海、陸、

空運輸事業之客票，不在

第二十七條 旅行業業務範

圍如下： 

  一、接受委託代售海、

陸、空運輸事業之客

票或代旅客購買客

票。 

  二、接受旅客委託代辦

出、入國境及簽證手

續。 

  三、招攬或接待觀光旅

客，並安排旅遊、食

宿及交通。 

  四、設計旅程、安排導遊

人員或領隊人員。 

  五、提供旅遊諮詢服務。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與國內外觀光旅

客旅遊有關之事項。 

     前項業務範圍，中央

主管機關得按其性質，區

分為綜合、甲種、乙種旅

行業核定之。 

     非旅行業者不得經營

旅行業業務。但代售日常

生活所需國內海、陸、空

運輸事業之客票，不在此

限。 

一、第一項第三款關於旅遊

服務之構成要件與民法

第五百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旅遊服務之定義須以

安排旅程為必要之服

務，尚非合致，爰將該

款修正為「招攬或接待

觀光旅客，並安排旅程

及提供食宿或交通」，確

立旅行業業務範圍以安

排旅遊（包含遊程及食

宿或交通）為其服務必

要內容之基本原則。 

二、按「安排旅程」乃為旅

遊服務之必要核心部

分，然僅單純「設計旅

程」則未必屬之，第一

項第四款將「設計旅程」

列為旅行業業務範圍，

與現今鼓勵多元旅遊媒

介、便利資訊流通與活

絡旅遊活動之趨勢，不

免產生扞格，復參照本

條例第二條第十款關於

旅行業之定義係指「…

為 旅 客 設 計 安 排 旅

程…」規定，爰將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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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修正為「設計安排旅

程…」，俾期一致。 

三、參照地方制度法第二條

第四款關於「核定」之

定義規定，行政上之核

定，係指行政機關對於

陳報之具體個案事項加

以審核，並作成決定。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二項所稱之「核定」

事項，並非針對陳報後

之具體個案加以審查後

之決定，應屬通案性

質，宜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於法規命令中規定，

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六款「核定」用語修正

為「規定」；第二項之「核

定」則配合其他文字修

正刪除。另現行實務上

亦係將其納入依本條例

第六十六條第三項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旅

行業管理規則中規定。 

四、鑒於實務上各級政府、

旅遊達人於（社群）網

站、部落格均有提供旅

遊諮詢及建議，第一項

第五款將「提供旅遊諮

詢服務」劃定為旅行業

專營業務範圍，已未符

實際且有違潮流，爰修

正第三項規定，將不涉

及專業性之旅遊諮詢排

除於旅行業專營業務範

圍。 

五、按現行條文第一項關於

旅行業業務範圍，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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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管理規則第三條關

於各種旅行業經營業務

之內容未盡一致，以規

則該條第二項第一款、

第三項第一款及第四項

第一款之「託運行李」

為例，固屬旅行業經營

之業務項目之一，惟在

現行法令下並非專屬旅

行業得經營之業務無

疑，然依現行條文第三

項本文之文義解釋，恐

獲致相反推論之虞，即

非旅行業不得經營託運

行李之業務，爰修正第

三項，僅就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列舉之旅行

業業務，納入專業經營

範圍，限制非旅行業者

不得經營。 

第二十九條 旅行業辦理團

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

時，應與旅客訂定書面契

約。但以電子交易方式為

之者，經相對人同意，得

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

法，並得以電子簽章為簽

名或蓋章。 

    前項契約之格式、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旅行業將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之契約書格式

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

交付旅客者，除另有約定

外，視為已依第一項規定

與旅客簽約。 

第二十九條 旅行業辦理團

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

時，應與旅客訂定書面契

約。 

    前項契約之格式、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旅行業將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之契約書格式

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

交付旅客者，除另有約定

外，視為已依第一項規定

與旅客簽約。 

鑒於電子化及電子商務盛

行，契約之要式性不再侷限

於書面紙本，爰參照電子簽

章法之規定，於第一項增訂

但書，俾符便民需求，減少

雙方當事人締約成本，並達

無紙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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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之一 觀光遊樂

業業務範圍如下: 

一、 觀光遊樂設施之經

營。 

  二、附設餐飲、住宿、會

議場所及商店之經

營。 

  三、提供遊客附隨代訂國

內交通。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與觀光遊樂業

有關之業務。 

      經營前項第二款之

住宿業務，應依本條例規

定領取觀光旅館業執照

或旅館業登記證後，始得

營業。 

 一、本條新增。 

二、按觀光遊樂業之業務範

圍，本條例並未規定，

惟按實務上觀光遊樂業

辦理之業務有觀光遊樂

設施之經營、附設餐

飲、住宿、會議場所及

商店之經營等，復鑒於

觀光遊樂業為服務遊客

便利需要，間有附隨提

供代訂交通，為求明確

並符實際需要，爰增訂

第一項觀光遊樂業業務

範圍，俾利遵循。 

三、復按，觀光遊樂業附設

住宿場所，涉及觀光旅

館業及旅館業之業務，

應依本條例相關規定領

取觀光旅館業執照或旅

館業登記證，其監督管

理亦應回歸各該業管法

規，爰增訂第二項規

定，俾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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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103.08.15 生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身分：□ 業務單位人員    □ 法制單位人員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

注意事項」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 除廢止案（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單純訂修之法律案）外，皆應依據本表進

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 建議各單位於法案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意

見；法案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 週的填寫時間），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填寫「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後通

知程序參與者。 

壹、法案名稱  

貳、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問

題

界

定 

4-1-1 問題描述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 

4-1-2 執行現況及

問 題 之 分

析 

 1.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

原因分析。 

2.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須否

配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4-1-3 相關之性別

統計及性別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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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作出性別分析，以說明該問題

是否會對不同性別人口造成不

同影響。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

面向。 

4-1-4 須強化的性

別統計及其

方法 

 如既有性別統計不足，請提出須

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 

4-2 訂

修

需

求 

4-2-1 解決問題可

能方案 

 請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

其評估（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

併列之）。 

4-2-2 訂修必要性  請說明最終必須訂修法案以解

決問題之理由；如有立委提案，

並請納入研析。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

協力事項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

法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請予詳列。 

伍、政策目標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陸、徵詢及協商程序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請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

關（構）、團體或人員。 

6-2 對外意見徵詢 

 
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詢意

見及與相關機關（構）、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之人事時

地。 

2. 徵詢或協商時，應敘明其重

要事項、有無爭議、相關條

文、主要意見、參採與否及

其 理 由 （ 含 國 際 參 考 案

例），並請填列於附表；如

有其他相關資料，亦請一併

檢附。 

3. 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應落

6-3 與相關機關（構）及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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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別參與。 

柒、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7-1 成本  
1.關於成本及效益，指政府及社會

為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

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 

2.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

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2 效益  

7-3 對人

權之

影響 

7-3-1 憲法有關

人 民 權 利

之規定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 

7-3-2 公民與政

治 權 利 國

際公約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

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7-3-3 經濟社會

文 化 權 利

國際公約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

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

之實現。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1 規範對象：  

（1）若 8-1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項目「捌、8-2 及 8-3」及「第二部分－性別

影響評估程序參與」；如 8-1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8-2 及 8-3」，逕填寫「第二

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

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捌、8-1 至 8-3」，並補填列「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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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8-1-1 訂 修 內 容 以

特定性別、性

傾 向 或 性 別

認 同 者 為 規

範對象 

  

 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

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

評定為「是」。 

8-1-2 訂修內容未區

別對象，但執

行方式將因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不同

而有差異 

 
 

 
 

 規範對象雖無區別，但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之本質差異，而有

不同執行方式者，請評定為「是」。 

8-1-3 訂修內容所規

範對象及執行

方式無差異，

但對於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將

產生不同結果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差異，惟

其結果乃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不同者，請評定為「是」。 

8-2 性別目標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2-1 採取積極作為，去除

不必要差別待遇，或

促進實質平等 

 基於憲法平等權之規定，採行一定

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執行所造成

之差別待遇，或提供較為弱勢之一

方必要之協助，以促進其實質地位

之平等。（本項及 8-2-2 不得全部填

列無關） 

8-2-2 營造平等環境，預防

及消除性別歧視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向所形成

之差異，或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

機會。（本項及 8-2-1 不得全部填列

無關） 

8-3 性別效益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3-1 對 於 消 弭 性 別 歧

視、促進性別平等

 請詳加說明性別效益何在，本項不得

填列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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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極、正面綜效 

8-3-2 符合憲法、國際規

範(包括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等要求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

(CEDAW)規定及其一般性建議，並請

再查核法案內容之合宜性，本項不得

填列無關。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

對「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法案

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經「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

程序參與」後，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9-1

至 9-3 免填。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9-2 參採情形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

法案調整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

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法案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拾、法制單位復核（此欄空白未填寫者，將以不符形式審查逕予退件。）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已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徵詢及協商程序：  □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 

10-3 對人權之影響：    □已由法規會具人權專長委員、曾受人權教育訓練之參事、其他高階

人員或委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 

10-4 訂修程序：        □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復核人姓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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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 第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8-1-1 至 8-1-3 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與後，

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列第一部分「捌、

8-1 規範對象」，並補填列「捌、8-2 性別目標、8-3 性別效益」及「玖、評估結果」。 

＊ 本表所提專有名詞之定義及參考資料，請詳見「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網址：

http://www.gec.ey.gov.tw/cp.aspx?n=FC0CD59A5BF00232）。

拾壹、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性別平等專

家學者意見，並填寫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專家學者資料可

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1-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

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1-2 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

領域 

 

11-3 參與方式 □法案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11-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

資料 

相關性別統計資料 法案內容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觀點 

□有， 

  但不具性別觀點 

□無 

11-5 法案與性別議題關

聯之程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捌、8-1 規範對象」8-1-1

至 8-1-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8-1-1

至 8-1-3 均可評定「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1-6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11-7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  

11-8 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11-9 性別效益說明之合宜性  

11-10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法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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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徵詢及協商程序之附表 

重要事項 
有無 

爭議 

相關 

條文 

相關機關（構）、團體或人

員之主要意見 

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含國際參考案例）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5.  □有 

□無 

  

 

 

 

 

 

 

註：為茲簡明，「相關條文」欄位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列方式表達：條→§（條號以阿拉

伯數字表達）、項→Ⅰ（羅馬符號）、款→(1)（括弧內置阿拉伯數字）、目→（圓圈內置阿拉伯數字），

目以下則以「之○（阿拉伯數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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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新聞稿 
民國 107年 4月 5日 

銓敘部針對年金改革法案中增訂離婚配偶可以請求分配公

務人員退休金的澄清說明                               

針對今（5）日媒體報導「年改新制 7 月上路，前夫前妻可

要求按比例分配退休金，是懲罰離婚配偶，而且造成怨偶搶

月退，民事爭訟扯不完」等說法，銓敘部特別澄清表示，年

改新制增訂離婚配偶可以請求分配退休金，主要是考量配偶

在婚姻期間對家庭貢獻，尤其是針對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

給予離婚後經濟保障，所以經過立法院參照德國及日本已實

行的制度，在去(106)年 6 月三讀通過的公務人員、教育人

員及政務人員年改法案中，將離婚配偶分配退休金請求權納

入規範，同時也訂定一定的請領資格及合理的分配比率，並

不是無條件請求對方退休金。 

 

銓敘部進一步表示，為了讓離婚配偶分配退休金請求權的制

度合理可行，除了在本法訂定各項基本請領規定外，銓敘部

也擬具完整的配套規定，並提報考試院於本（107）年 3 月

31 日發布的施行細則明定之；相關辦理配套規定說明如下： 

一、 離婚配偶退休金請求權主要以「沒有工作的配偶」為對

象；若是有工作且自身享有退休金者，則採「互惠原則」，

必須其適用的退休法律，也訂有同等退休金分配規定，

才可參與請求。因此，目前只有公、教及政務人員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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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請求分配退休金；若公、教及政務人員的離婚配偶

是軍人或勞工，目前因其退休法律尚未完成同等規定之

立法，即不適用此項規定。 

二、 離婚配偶退休金請求權是以本年 7月 1日年改新制上路

以後離婚者才能適用；新法施行前已經離婚者均不追溯

適用。 

三、 離婚配偶退休金請求權以婚姻關係存續2年以上為限；

得請求分配退休金的範圍，只以婚姻關係與公職年資重

疊部分所占 1/2為分配比率，而且只能以一次給與為限，

不能請領年金。所以不是全部退休金都必須被拿來分

配。 

四、 前述法定分配比率，如有顯失公平，當事人一方得聲請

法院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所以，若遇離婚原因是可歸

責於配偶一方時（如家暴、外遇或其他情事），可以透

過訴訟程序完全免除分配。 

五、 離婚配偶依規定請求分配公務人員退休金，其給付方式

以當事人協議為原則；無法協議或協議不成者，該離婚

配偶可以檢具經公證的相關文件，通知退休金審（核）

定機關於審定該公務人員退休金後，由支給機關按其應

被分配的退休金總額，一次先代發給該離婚配偶，之後

再從發給該退休公務人員的退休金中覈實扣回。 

銓敘部最後表示，本次新法訂定的離婚配偶分配退休金請求

權規定，主要可以提供無工作的弱勢配偶，在離婚後維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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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濟保障，就此觀點而言確屬進步的立法。但基於公務人

員自身退休權益的合理保障，也訂定前述各項配套措施、限

制條件及執行規範，以兼顧離婚配偶及公務人員雙方之權益。

此外，除了公、教及政務人員已完成立法外，包括軍人及勞

工等其他職業退休規定，也將逐步完成同等法制，以使該項

制度之適用更為普及並更為合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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