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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次 

(第 1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3年 4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 開會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 

參、 主持人：徐召集人燕興                                    紀錄：江承達 

肆、 出(列)席單位代表：詳如簽到表 

伍、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定。 

陸、 報告事項：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決定：編號 1、編號 2均繼續列管。 

柒、 討論事項： 

第一案：研訂本署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性別平等深耕獎之參獎主題。 

決定： 

一、 本案請建築管理組提報參獎，盤整建築技術規則或相關法規中，已納

入性別友善概念的相關作為，並針對提案主題補充相關背景說明。 

二、 為營造友善不同群體之公共空間，以人本公共設施性別友善角度，請

都市基礎工程組、都市計畫組、建築管理組再行檢視並精進相關業務，

並由研考室協助彙整，預計於明(114)年度第一次會議討論。 

第二案：藉性別統計及分析，檢視本署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計畫、方案或措施。 

決定： 

一、 請研考室向內政部綜合規劃司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釐清本案考核指標

填報內容。 

二、 有關營造友善不同群體公共空間 1 節，增列城鄉風貌相關內容；請營

建管理組、都市計畫組分別補充營造業技師、都市計畫技師等相關性

別統計予研考室彙整。 

三、 為表揚優秀女性主管及其故事，請人事室及研考室研議於人事服務簡

訊或本工作小組呈現。 

四、 請住宅發展組針對居住權相關措施，於下次會議提案說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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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 

洽悉。 

 

報告事項： 

一、 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主席 

編號 1、編號 2均繼續列管。 

 

二、 討論事項： 

案由一：研訂本署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性別平等深耕獎之參獎主題。 

 

主席 

本案計有 4項提案，分別是建築管理組「傑出建築師獎」、都市計畫組「都市性別化審

核計畫」、都市基礎工程組「路權下的性別平等」以及人事室「設置安全及衛生防護小

組並明訂女性委員保障人數及任一性別比例」，請各位委員指導。 

 

蔡委員雅芳 

人事室提案屬於例行性的業務，對於提報創新獎或深耕獎較無亮點，建議不納入參獎

考量。 

 

王委員兆慶 

一、 本次各項提案，均未註明提報深耕獎或創新獎，未來應再改善，因為深耕獎與

創新獎的評分標準非常不同，請提案單位再思考選擇提報的獎項。 

二、 傑出建築師獎部分，女性建築師約佔建築師總數的十分之一，而女性受獎者也

大約是十分之一，從結果來看，受獎者某種程度上受到性別平等保障，建議可

補充保障女性受獎的相關作為，否則評審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自然的結果，而

非施政作為；另簡報提到「評審委員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但這項作為是

否能真正保障女性受獎，其因果關係亦建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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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市計畫組的提案看起來還未執行，勢必為創新獎；本提案要透過問卷詢問都

市規劃者或設計者，是否因為性別而影響自己的都市設計，這似乎很難直接以

問卷詢問，其中一個風險就是，如果受訪者都表示不會因性別而影響都市設計，

那結果就可能與蔡麗玲老師的研究計畫相違背，應避免此情形產生，建議方向

再調整。 

蔡麗玲老師的研究應該有具體指出都市設計或都市計畫如何受到性別影響的案

例，問卷重點建議可調整為詢問那些案例是否會在都市規劃過程中產生相關影

響；另外也可以針對蔡麗玲老師研究內容中的指標做經驗研究，徵詢其他專家

學者意見，再從這些意見中挑選具性別影響力的問題，並根據這些問題設計出

一份給都市規劃者的指引，如果都市計畫組能完成這份指引，將會是一個創舉。 

四、 路權下的性別平等，簡報裡面提到考評小組聘請多位女性委員，但這與保障不

同性別者的路權關聯性較低，建議都工組釐清問題；而不同性別、性傾向的人，

路權是否有不同影響，如果有，藉由什麼機制讓原本不平等轉變為平等，這個

才是值得去參獎的理由。 

 

許委員嘉緯 

有關都市計畫組的提案，誠如王委員提示，問卷調查最後結果，可能會發生所有受訪

者都覺得都市設計不因性別而影響的情形，將再調整方向，但如無法於現階段達到初

步成果，則再評估是否提報參獎。 

 

主席 

一、 針對都市計畫部分，有兩個方法論，其中一個方法是提出指標，例如北歐有空

間平等、性別平等等不同指標，若該都市計畫案符合指標內容，則可依其內容

勾選；另一個方法，從大到小而言，第一個是都市規劃應使工作地點儘量離學

校近，而非以學校為家的中心，避免小孩的照顧者舟車勞頓，第二個是一定規

模以上的大型開發案設置托育相關設施，這在女性主義的空間倡議而言，某種

程度也算性別友善。 

另有關開放空間的性別友善議題，晚上的開放空間相對較危險，比如大規模的

公園核心，對於相對弱勢者而言，安全疑慮較高，也許可以針對此議題發展空

間性別友善指引，並落實到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等，以友善的角度規劃公園系

統、城鄉風貌等。 

二、 建築空間的性別友善，在建築技術規則中，過去我們改善了廁所的男女比例、

廚房尺度等，必要時也可以盤整相關作為，這個方向提供給建管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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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決策的部分，無論是都市更新、住宅管理、都市計畫等方面，女性或其他

性別者對於空間的敏感度相對較高，但可能缺乏意見表達的管道，以致相關需

求可能沒有被妥善落實在設計或資源分配，所以在相關計畫進行過程中，除了

透過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委員性別比例規範外，更精進的做法，例如透過團體

工作坊，藉由不同群體的參與，讓更多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李委員萍 

一、 針對傑出建築師獎部分，辦理建築師教育訓練時將性別議題納入研習課程，這

項作為對於參獎而言比較沒力度，但如果透過性別統計、性別分析，去呈現傑

出建築師評選截至 2023年已經有 7位女性建築師得獎，是件難能可貴且進步幅

度很大的事，這就會有亮點，參獎也比較有機會。 

二、 都市計畫組的部分，主席提到有關公園相關議題，夜間開放空間對於女性或其

他性別者的安全，的確應該是都市計畫者或決策者，需要關注的議題，而且在

都市計畫過程中，讓不同性別有參與機會，並保障其表達的權利，這也是件重

要的事，如果能在都市性別化審核計畫裡，點出這些社會性別議題，這將會是

一個具有特色、影響力且重要性的題目。 

 

黃委員兼執行秘書燦明 

請教建築管理組，傑出建築師獎總共辦理幾年？ 

 

盧科長昭宏(代理陳委員威成) 

從 84年開始辦理第 1屆，後續由 1年 1屆，改為 2年 1屆，至 112年為第 18屆。 

 

黃委員兼執行秘書 

建議深耕獎由建築管理組參加，創新獎由都市計畫組參加。 

 

朱副召集人慶倫 

一、 有關參獎主題可以再思考，討論案第二案的內容看起來似乎還有其他提案的可能

性。 

二、 人本道路的概念已推行了約 10年，在交通安全上，女性、小孩、老人等群體處於

相對弱勢，本署透過人本概念改善道路品質，包含轉彎截角設計、庇護島設置、

人行道的調整改善等作為，某種程度而言也提升了道路的性別友善；回到路權下

的性別平等這個題目，並非僅透過講習或多少位女性參與，而應說明透過哪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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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去保障較弱勢的群體，再加上因台灣被報導為行人地獄，這些改善作為將會是

一個相當有感的題目。 

三、 本署業務中，其實有些業務可再與性別平等或性別友善的概念連結，並發展成故

事，包含前次會議提及從事下水道相關工作的女性，這也可以發展為題目之一，

但這次會議卻沒有提案，實為可惜。 

 

主席 

一、 本案請建築管理組提報參獎，盤整建築技術規則或相關法規中，已納入性別友

善概念的相關作為，並補充有關建築師的職場背景，例如職場上性別不友善的

情形等，最後說明藉由哪些措施改變，促進性別平等，以這個方向補充資料，

讓主題內容更完整。 

二、 另有關營造不同友善不同群體之公共空間，包含人本道路相關規範、城鄉風貌

相關計畫內與性別有關的規範，友善廁所指引等，各相關單位可再檢視是否有

可精進之處並加以融合，作為長期的努力目標，本項明年第一次會議再討論，

並可作為未來參獎主題的口袋名單，請研考室協助彙整相關單位內容。 

 

案由二：藉性別統計及分析，檢視本署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計畫、方案或措施。 

 

王委員兆慶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的一般考核項目中，是希望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能

夠提出類似「內政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的計畫，故格式應改為「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推動性平等計畫」。 

二、 目前研考室已整理出 4 大項內容，但實際上無需全部放進計畫內，因考核委員是

希望透過統計或分析提出相關施政計畫，而簡報中的統計數據，大部分聚焦在職

業性別隔離，跟此有關的問題意識，如報告中第二項「提升職場性別友善環境」，

這才是根據統計而呈現的重點，但改善職場性別友善難度非常高，亦可以第四項

「促進女性參與決策」作為計畫的目標，使各項委員會、工作小組的任一性別比

例均達到 40% 。 

 

李委員萍 

除目前整理出的內容之外，可再檢視是否還有未被列入的部分，相關統計數據的時間

期程建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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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兆慶 

建議再向行政院性平處釐清本項考核指標所需呈現的內容。 

 

黃委員兼執行秘書 

本署推動性別平等計畫的內容是否需將全部工作項目納入，或僅需針對重點納入，會

後將再向內政部綜合規劃司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確認。 

 

主席 

一、 就目前資料而言，有些無法從統計得知，例如公共空間的相關統計資料，例如人

數、性別等，這部分可再思考如何呈現。 

二、 針對委員會、工作小組任一性別比例尚未達 40%部分，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廉政

會報、人事甄審考績委員會，這些部分再檢視是否有機會未來再調整性別比例，

並於下一屆考核前納入考量。 

三、 部分業務統計資料尚未納入，請營建管理組、都市計畫組分別補充有關營造業技

師、都市計畫技師等相關性別統計。 

 

蔡委員雅芳 

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的設置依據有其上位階法規，例如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公務

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等，均包含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規定，而非任一別比

例一定要達到達 40%，40%為行政院性平處未來期望達到的目標值。 

該委員會的委員分為指定委員及票選委員，票選委員部分現已無法更動，而署內性別

比例，男性約佔 60%，女性約佔 40%，目前該委員會能達成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有

一定的難度，未來指定委員部分將再考量。 

 

主席 

一、 請研考室向內政部綜合規劃司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釐清本案考核指標填報內容；

另參考委員意見，補充相關資料，請相關單位再提供予研考室彙整。 

二、 營造友善不同群體公共空間 1節，透過空間中的基礎設施脈絡思考，例如從城鄉

風貌、人本道路、廁所等整體構思，故建議納入城鄉風貌相關內容。 

三、 女性參與決策部分，是否於人事服務簡訊或本工作小組，表揚優秀女性主管及其

故事，請人事室及研考室研議，未來亦可在本工作小組分享。 

四、 都市計畫組的部分，希望都市計畫能有個檢核機制，並包含性別化的相關內容，

例如開發案是否有社會福利空間等，首先應彙整相關議題並產出整體架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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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以納入國土白皮書，長期而言亦可累積相關統計，未來可公開各地方政府

的檢核成績，甚至做為優良範例。 

五、 請住宅發展組針對居住權的部分提下次會議報告，請各位委員一起協助檢視；目

前最大的挑戰是住宅管理，先進國家的住宅政策不見得放在營建系統，而是放在

社福系統，其社會住宅的管理第一線是社工，而社工的性別比例上以女性較多，

由女性管理或其他社區協助、支持等工作，長期下來社區的品質將與物業公司管

理的社會住宅氛圍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