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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根據銓敘部銓審資料庫數據統計，108年度全國公務人員育嬰

留職停薪申請性別比以女性占多數，女性 2,534人次，佔 87.2%，

男性 372人次，佔 12.8%，傳統上仍以女性為主要育兒之照顧者

（如圖 1）。 

另衛生福利部數據統計至 108年 6月底，曾因結婚而離職婦女

約有 4成離職原因為「準備生育(懷孕)」（如圖 2）。 

這些數據顯示了「女性」在社會及職場被「刻板定位」，成為照

顧家庭的犧牲者，故在面臨生育(懷孕)、照顧家庭壓力等因素時曾

發生大量退出職場的情形。 

臺灣隨著性別平權觀念普及，女性意識逐漸抬頭，藉由訪問來

探討現今生育政策及福利是否足夠充分，使勞動者安心暫時離開職

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來照顧幼兒，進一步探討其政策差異及概況。 

 

 

 

圖 1：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人員之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銓敘部銓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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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已婚婦女指有配偶、有同居伴侶、離婚、分居及喪偶者 

 

圖 2：曾因結婚離職婦女之主要離職原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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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事之完整性： 

故事分享 

Y科員（以下名稱皆為化名）是一名公務員，懷孕時期身體偶

爾會不舒服，但她依舊滿懷開心與期待，Y科員和家人都認為「女

孩男孩一樣好，生來統統都是寶」，在她的觀念裡，家事也是一樣，

不論性別，一律共同分擔。 

未來也不會對孩子的發展方式有特別的要求，即使自己是從事

會計業，也不會因此要求孩子一定要對會計感興趣，更不會選擇用

打罵的教育方式，因為很多人以為這樣孩子就會記住，但其實只會

讓孩子感覺不被尊重，而「人生而平等、應獲得同樣的尊重」，Y科

員只希望他/她能夠幸福平安的長大就好。 

後來她申請產前假，讓自己能夠安心養胎，等到了生產的那一

刻真的特別辛苦，但她依舊為新生命的到來而感動，在分娩之後，

她運用自己的權益申請娩假來好好休息，讓自己能夠恢復體力去照

顧新生兒。 

之後她在 108 年 4月至 109 年 11月間申請了育嬰留職停薪，讓

自己有充裕的時間安心迎接新生命的到來，而現在孩子已經去上離

家近的私幼，就算 Y科員之後遇到預算籌編期間，會因此變得忙碌

而可能晚回家，也能由家人幫忙去接送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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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托嬰及幼兒學前教育相關補助，Y科員認為當時臺南

市發放的生育獎勵第 1胎只有 6000 元，對於新生兒家庭來說是杯水

車薪，希望未來能夠增加金額，而最近消息傳出明（111）年可能就

會增加到 1萬元，是件好事，代表整體育兒環境是在往好的方向改

善。 

她分享身邊有好友曾向她傾訴，在面臨繁忙的工作和年紀一個

月的嬰兒之間，好友已經到達負荷的臨界點，若是請長假也對來接

手的同事不好意思，因此盡量讓長輩接手協助，才勉強撐過帶孩子

的這段時光，Y科員也期許未來有更多人能勇敢抵抗社會眼光，行

使權益請育嬰假，讓自己能有喘息的時間。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下稱主計處）歷年育嬰留職停薪情形 

105 年至 109 年間，計有 3位女性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以

下名稱皆化名）： 

 

 

 

 

 

訪問調查 

同仁 申請期間 

J股長 105 年 8月 5日-106 年 6月 4日 

Z科員 106 年 7月 17日-108 年 3月 28日 

109 年 1月 1日-110 年 1月 17日 

Y科員 108 年 4月 26日-109 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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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主計處向 3名女性同仁做了訪問調查，來瞭解現今生育

政策及福利是否足夠充分： 

「行政院為了拯救低迷生育率，研擬或已實行的以下多項催生

新政策，您認為哪些可能最有感？」 

 

1.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補助對象由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擴大至所有的不孕夫妻，只要夫妻雙方有一方具有我國國

籍，每次補助上限十萬元。 

2.提高產檢補助次數至十四次。  

3.雙親可以同時申請育嬰留停，申請期間可少於半年（不低

於三十天），以申請兩次為限。  

4.懷孕勞工有薪產檢假由五日增加為七日。  

5.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薪資替代率從原來六成提高至

八成，最高可領六個月。  

Y科員和 J股長都認為，最有感的是第 5項能提高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到八成，這對於即將迎接新生兒的家庭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畢竟在後續孩子的尿布、嬰兒床等的花費都是挺大的開銷。 

第二有感的，是第 1項針對擴大不孕症試管嬰兒的補助，試管

嬰兒的費用約在十幾萬元，不孕夫妻不一定能輕鬆負擔試管嬰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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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如果能多一些補助減輕經濟負擔，相信在減緩少子化方面幫

助極大，且若試管失敗，依照現行規定女方年齡在 39歲前，還能夠

再補助最多 6次，以確保權益之保障。 

Z科員認為，第 3項雙親可以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這點非常

的棒，她是在 110年 1月以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當時的規定是本

人或配偶一方申請為限，因此老公沒辦法和她一起在家料理家事，

有很多生活上得不方便，於同年 3月份已經修法讓公務員夫妻可以

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信對未來其他家庭會有極大的幫助。 

第二有感的，是第 4項懷孕勞工有薪產檢假由五日增加為七

日，而公務員則是依照公務員請假規則的規定產前假是上限八日，

她自己就曾經碰過產前假已經請完，然而遲遲還未生產，導致必須

要先申請部分娩假來維持，而反過來看勞工的有薪產檢假原本就只

有五日，對於經濟和生活的維持顯然更加的艱難，如果日數能增多

當然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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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事之感人程度： 

生男生女一樣好 

過去「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

水」等觀念，漸漸被「性別平等」、「女人撐起一片天」等想法取

代，時代在進步，如同 Y科員認為「生男生女一樣好」，這正是憲法

第七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理念。 

尊重孩子 

Y科員對於教養的想法是未來不會限制孩子的發展方式，也不

會因為不符合自己要求就選擇打罵的教育方式，符合了 CEDAW第 5

條第 2項：「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

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

利益。」 

家務事不是一個人的事 

對於家事不論性別，一律共同分擔的想法，符合了 CEDAW 第 5

條第 1項：「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

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

法。」 

這些觀念提倡了性別平等的普世精神，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

等、民主與人權，在這些思想的浪潮之下相信會越來越多人提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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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意識，讓臺灣能朝向性別平等、多元尊重的社會邁進！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四、 故事之啟發性： 

兼顧工作家庭 減輕家庭負擔 

我國家庭仍存有以父為尊的觀念，故家庭主要照顧者大多由女

性擔任。許多職業婦女為了照顧家庭，受到來自社會甚至是家庭傳

統的壓力之下，進而放棄自己的人生發展及職涯規劃，來成全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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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責任，這對女性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壓抑。 

Y科員幸而得到法規制度之下賦予的保障，瞭解了申請假別應

有的權益以及育嬰留職停薪的相關規定，才能在兼顧工作及家庭之

間找到平衡。 

數據蒐集及分析 

至今仍有許多人未能得到完整的權益保障，而為了打破藩籬，

營造友善職場及完善照顧服務，須仰賴當今政策如何實行，而擬定

政策需要的便是數據的蒐集以及分析。 

因此，主計處於網站發布歷年統計數據：性別統計專區－縣政統

計通報及統計專題分析網站，供政策實行之參考及落實公開資訊。 

  網址：https://tainan.dgbas.gov.tw/statweb/Page/stat05.aspx 

 

https://tainan.dgbas.gov.tw/statweb/Page/stat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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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提升平權意識 

Z科員提到曾經對於夫妻不能同時申請育嬰留職感到困擾，而

現在修法後不只是公務員夫妻可以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工夫

妻雙方也可以同時申請育嬰假，目的在於鼓勵雙方共同分擔養育子

女的責任，另就業保險法刪除父母同為被保險人，不得同時請領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規定，使夫妻可同時申請留職停薪津貼。 

這一系列的法規修正，彰顯了「男性」亦轉變為「家庭主要照

顧者」，柔化了「女性」才需要如此為家庭犧牲的角色，為男女平權

化劃上新進程。 

五、 機關之資源投注情形： 

（一） 建構網站資源，推展性別平等觀念 

於主計處網站首頁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公開主計處歷年推動計

畫、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意識培力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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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成立性平工作小組 

由處長擔任召集人、副處長為副召集人，另邀請外聘委員，共置

委員15人，其中男性委員5人、女性委員10人，委員中任一性別比例

均達三分之一以上，自107年度起每年召開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且由召集人親自主持會議。 

（三） 籌辦及參訓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及宣導活動 

1. 為培養同仁性別意識、消除性別歧視並實踐性別平等，於

106 年度至 109年度止，共舉辦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13 場；

讀書會 1場；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23場。 

2. 宣導主計處同仁每年完成 2小時以上性別意識研習課程，

性別聯絡人及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完成 6小時以上性別

意識研習進階課程（含實體及數位），每年達成目標

100%。 

（四） 性別統計與分析 

每年辦理專題分析與統計通報，彙編臺南市性別統計圖像及性

別統計指標，及輔導市府所屬一級機關及本市各區公所完成專題分

析，並更新公務統計資訊管理系統及上網公告供各界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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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別預算 

1. 主計處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自 106 年度起至 110年度編列主計處性別預算金額分別為

143 萬 8,988 元、169萬 7,988元、160萬 3,685元、194 萬

3,259 元及 194萬 3,441元。 

 

 

 

 

 

 

其中，編列「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用代理人員」，性

別預算金額分別為 17萬 6,000 元、42萬元、26萬 3,000元、57

萬 4,000元及 57 萬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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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府各機關性別預算推動成果： 

彙整並於市府網站刊登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自 106 年度起至

110 年度本府各機關性別預算金額分別為 5億 530萬 9,093元、5

億 2,124 萬 9,207元、10億 6,638 萬 6,521 元、 12億 9,983 萬

3,829 元、13億 3,193 萬 1,378元。 

 

（六） 自製 CEDAW 教材與宣導媒材  

 自 110年度起自製 CEDAW 教材與宣導媒材，並宣導媒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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