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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是公平正義、永續社會的基石，我國政府長期致力於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與措施，行政院

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除協助行政院推展性別預算及性別統計兩項性別主流化工具，並在

主計人力資源管理上，積極致力於多面向作為，以實踐性別平等，及營造性別友善職場。

石美芳、黃小翠（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處科長、科員）

主計人力資源管理之性別平等

實踐

壹、前言  

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

界婦女會議通過「北京行動宣

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

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

性策略。我國於 2005 年開始積

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以性

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

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

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為

主要推動工具，並於 2011 年訂

頒「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施行法」及函頒「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2022 至 2025

年推動六大重要議題（資料來

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經分析其中三分之二的議題，

均涉及人力資源管理業務，顯

見人力資源管理在各機關推動

性別平等業務中的重要性。

主計總處為全國最高主計

機關，掌理全國主計人事管理，

配合行政院相關性別主流化政

策，長年致力於將性別議題融

入人力資源管理，本文將以行

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與人力

資源管理有關之面向，闡述近

年推動的作為及具體成果。

貳、推動作為

學者 Mary Guy 將阻礙女

性在組織中發展的困境歸納為

玻璃天花板、玻璃牆、黏糊地

板與地板暗門等四種現象，而

這四種女性職場發展的障礙

都存在於我國公部門組織中

（黃煥榮、方凱弘、蔡志恒，

2011），主計總處為落實性別

實質平等，在人力資源管理上

積極推動各項作為，以移除妨

礙女性同仁在組織內部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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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以下分別從決策參與、

意識培力、友善職場、健康照

顧促進四個面向說明： 

一、決策參與面

（一）積極培育中高階女性主管

為培育主計總處科長級

以上女性主管人員，取得職

務所需訓練，每年均指派渠

等參加國內外領導訓練或管

理發展課程 12 小時（含數位

及實體課程）。

（二）提升高階人力女性比率

1. 逐步提升主計總處常務副

首長、幕僚長、單位主管

及其他簡任人員之女性比

率，以消弭具有決策性質

職位性別隔離現象。

2. 拔擢各級主計機關（構）

簡任主辦女性人員，朝逐

年提升趨近全體編制內主

計女性人員比率。

（三）提升委員會（小組）任

一性別比例

主計總處為推動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所屬委員會

（小組）委員組成均符合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之原則，又

為縮小性別差距，持續以提

升至 40％為目標。

二、意識培力面

（一）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

依行政院函頒「各機

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

計畫」，每年以網路學習或

專題演講等多元方式辦理訓

練，落實性別主流化之推

動，培養同仁具有性別敏感

度。

（二）辦理 CEDAW 實體教育

訓練

每年均針對一般同仁及

主管人員分別舉辦相關教育

訓練，以促進同仁對於直接

歧視、間接歧視與暫行特別

措施之認識，及推廣家事及

子女教養分工，並就多元性

別及家庭的瞭解。

（三）增進全國主計人員性別

意識培力

每年於相關訓練中，

對所屬主計人員辦理性別主

流化進階訓練，及加強性別

預算及性別統計分析專業課

程，以提升全國主計人員協

助機關推展及運用性別觀點

於施政規劃能力。

三、友善職場面

（一）擴大彈性工作時間

依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

施辦法規定，在不降低行政

效率及不變更每日上班日數

時數原則下，彈性調整辦公

時間，以利同仁兼顧工作與

家庭生活，建構友善的職場

支持環境。

（二）訂定主辦職期屆滿得申

請延任之彈性規定

依「主計機構編制訂定

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規定

及「審核職期屆滿 4 年以上

主辦申請連（延）任原則」，

各級主辦人員應辦理職期遷

調，如為養育 3 足歲以下子

女或家庭遭遇重大變故等，

得提出延長任期之申請，作

為職務調動參考。

（三）放寬優秀主計人員選拔

之年資採計

每年舉辦全國主計人員

優秀選拔，以表揚優秀主計

人員對主計工作之貢獻，各

一級主計機關（構）保舉選

拔優秀主計人員時，如同仁

因育嬰留職停薪致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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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終考績年資有中斷之情

形，得依主計總處表揚優秀

主計人員要點規定，溯前採

計其最近 5 年從事主計工作

之年資及考績，以作為選拔

之資格標準，不因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而受影響。

（四）鼓勵男性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及家庭照顧假

為消除男女任務定型之

偏見，並強調家務及子女教

養之分工，透過文宣及訓練

等方式，向符合資格男性同

仁宣導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及家庭照顧假。

（五）性騷擾防治措施

為提供同仁免受性騷擾

之工作及服務環境，公開揭

示及宣導主計總處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處理流程及懲

處規定，提供專人申訴服務、

申訴專線與信箱，以明機關

內絕對不容許性騷擾或性侵

害行為之立場。

四、健康照顧促進面

（一）建構女性同仁生育安全

及支持環境

為建構友善生育職場，

懷孕女性同仁得實施上下班

免刷卡措施，以照顧同仁懷

孕期間之健康，另如遇同仁

申請娩假，即主動聯繫當

事人得申請相關生活津貼

補助。又為體恤同仁於懷孕

期間或須照顧懷孕之家人所

需，當年度之休假補助費總

額得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規定，調整為自行運

用額度。

（二）擴大托育服務量能

每年與鄰近托兒服務機

構簽約，並聯合其他機關辦

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以提供同仁多元選擇，營造

友善生養環境。

（三）推動員工協助方案（EAP）

每年訂定推動員工協助

方案實施計畫，提供多元友

善的協助性措施，以促進同

仁身心健康，建立溫馨關懷

的工作環境，強化職場心理

衛生工作。

參、具體成效

經統計 2019 至 2022 年主

計總處推動前開四面向之成效

分述如下：

一、擴大女性參與決策的

管道與機會

（一）中高階女性主管全員參

加領導職能訓練

每年主計總處科長級

以上女性主管人員，參加國

內外領導訓練或管理發展

課程 12 小時（含數位及實

體課程）之參訓比率均為

100％。

（二）主計總處及所屬各級主

計機構高階女性人力比

率均呈上升趨勢（下頁

圖 1、2）

1. 主計總處常務副首長、幕

僚長女性比率由 50％上升

至 100％，單位女性主管

由 60％上升至 72.73％，

其 餘 簡 任 女 性 人 員 由

69.42％上升至 70.69％，

整體簡任以上主管及非主

管人員女性比率呈現逐漸

上升趨勢。

2.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底，

主計總處所屬中央及地方

主計機構編制內現職人數

為 12,047 人， 其 中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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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為 77.85％；各級主

計機構簡任主計主辦女

性比率由 66.81％上升至

72.88％，呈現逐步提升

且趨近全國編制內女性比

率。

（三）委員會（小組）任一性

別比例 40％之達成度 

逾 7 成

主計總處所屬委員會

（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均達 1/3，另至 2022 年，14

個委員會（小組）中，計有

10 個委員會（小組）任一性

別比例達 40％，達成度已至

71.43％。

二、深耕性別平權意識

（一）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參

與率達 100％

主計總處政務人員、高

階主管人員及辦理性別平等

業務相關人員之參訓比率，

每年均達 100％；另一般公

務人員參訓比率則由 95％逐

年上升至 100％。

（二）CEDAW 實體教育訓練

議題具多元性

每年針對一般同仁及主

管人員分別舉辦相關教育訓

練，辦理情形如下：

1.2019 年邀請婦女新知基金

會林秀怡主任講授「性別

平權，從家務分工開始」、

台灣心理學會葉光輝理事

長講授「照護高齡父母之

親子關係」。

2.2020 年邀請婦女新知基金

會陳文葳董事以座談會形

圖 1　主計總處簡任女性人員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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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國各級主計機關（構）簡任女性主辦人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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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探討「真平等還是假平

等？－ CEDAW 與婚姻家

庭性別平等的保障機制」

及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

人才資料庫陳嘉鴻專家以

研討會形式探討「從管理

面看 CEDAW －性別故事

與 CEDAW 在地經驗」。

3.2021 年 邀 請 婦 女 新 知

基金會陳文葳董事討論

「CEDAW 與婚姻家庭性

別平等的保障機制」議題

及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黎璿萍秘書長

探討「從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談多元

性別與家庭」。

4.2022 年邀請中正大學社福

系王舒芸副教授講授「從

CEDAW 國家審查之結論

性意見與建議，論國家統

計如何支持『雙薪、一起

顧』的多元家庭」及社團

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

進會黎璿萍秘書長講授

「CEDAW 與多元性別家

庭」。

（三）全國主計人員性別意識

培力具深度及廣度

主計總處主計人員訓練

中心於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

及養成訓練班（受訓對象包

括中央各部會及各級地方政

府）辦理性別主流化進階課

程，授課內容重點包括我國

性別平等現況、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等，並自 2019 年起

將性別預算列入授課內容，

以提升主計人員協助機關推

展及運用性別觀點於施政規

劃能力，2019 至 2022 年合

計辦理 31 班期，共 1,434 人

次；另為配合行政院推動性

別主流化相關性別統計，每

年均函請各一級主計機構在

規劃辦理次年度統計教育訓

練時，納入性別統計或相關

分析課程。

三、提升職場性別友善度

（一）彈性上下班時間擴大為

2 小時

擴大彈性辦公時間，有

助於同仁因懷孕、照顧幼兒

或年長者等，自行依需求調

整，得兼顧工作與家庭。

（二）各級主計主辦得以兼顧

工作及家庭

經統計各級主辦人員為

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或家庭

遭遇重大變故，提出申請延

長任期者，共計 56 人。

（三）優秀主計人員選拔保障

育嬰留職停薪者權益

各一級主計機關獲選優

秀主計人員中，曾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者，共計 13 人。

（四）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家

庭照顧假男性人數顯著

成長

主計總處申請育嬰留停

之男性同仁計有 2 人，至申

請家庭照顧假之男性人數亦

有增加之趨勢（下頁附表），

可見兩性共同承擔家務及育

兒責任，已逐漸深入男性同

仁觀念中。

（五）職場性騷擾絕對零容忍

迄今主計總處均無性騷

擾案件發生，且配合政策或

法規修正，相關措施亦隨時

調整更新，並同步於全國主

計網性騷擾防治專區或公布

欄公告。

四、強化健康及照顧促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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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育服務多元化

每年定期與托育機構簽

約，並於 112 學年度與內政

部營建署、內政部移民署、

教育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等機關參加聯合教保服

務，提供同仁多元選擇運用。

（二）員工協助方案（EAP）

服務成效正成長

每年均辦理滿意度暨需

求調查問卷分析，經調查結

果，服務滿意度由 78.3％提

高至 81.5％，且有 9 成以上

同仁表示知悉 EAP 相關服

務，顯示員工協助方案推廣

具有相當成效。

肆、結語

主計總處為實踐性別平

等，在主計人力資源管理上，

除以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

為基礎，並遵循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考核及獎勵計畫之相關評

核項目，積極推動各項性平業

務外，亦因應主計業務特性及

同仁需要，發展個別化性平措

施，例如訂定主計主辦職期

屆滿得申請延任之彈性規定、

放寛優秀主計人員選拔計分規

定、實施懷孕同仁上下班免刷

卡措施等，均顯示主計人力資

源管理在性別平等業務推動之

積極與用心。

查 截 至 2023 年 7 月， 各

級主計機構簡任主計主辦女性

比率已提升至 73.28％，主計總

處所屬委員會（小組）任一性

別比例 40％之達成度則大幅提

升至 92.86％，並與時俱進修正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處理流

程及懲處規定，及為扣合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配合依不同性

別同仁之需求，設計 EAP 相關

服務等，持續致力於精進推動

性別參與平等、培育機會平等、

友善健康及生養職場、優化員

工協助方案等措施，成為促進

人才永續發展的力量，為邁向

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會

共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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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附表　主計總處請家庭照顧假人數統計
           

 
   

2019  4 9 13 

2020  7 10 17 

2021  22 31 53 

2022  11 25 3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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