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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114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含外部委員發言紀要) 

 

時間：114年 3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院臺北院區 902會議室(實體與線上併行) 

主持人：郭副院長工賓                                     紀錄：鄭雅文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案由】本院研究中心推動性別影響評估成果報告。 

說  明： 

一、 依 113年 12月 25日本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P.1-18)。 

二、 依會議決議四，建議 114年本小組第 1次會議起每次會議擇 1單位報 

告推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成果，俾利推廣及交流。 

三、 本次會議邀請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黃副研究員祺惠報告。 

決  定： 

一、 請黃副研究員祺惠依諮詢委員建議調整修正。 

二、 諮詢委員建議： 

(一) 目前內容和指標說明以兩性為主，缺少多元性別概念，可參考「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多元性別專區相關內容。  

(二) 可補充政策規劃、政策服務和受益者等細節（如：不同教育階段授 

課教師分析，可看出性別、年齡與世代之間的差異）。 

(三) 有關辦公空間、公共領域與工作環境的規劃，需檢視與評估性別友 

善與否。 

(四) 調查問卷應納入多元性別部分，性別選項建議以「生理男／生理 

女／其他／不告知」做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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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辦公空間、公共領域與工作環境的規劃，檢視與評估性別友善與 

否，請各單位納入考量。 

四、 再加上黃委員淑玲建議，性別影響評估是計畫執行前就要做，根據評估 

結果再加上委員意見在計畫做調整，且需注意計畫受益者。 

五、 以上委員建議事項請課程中心黃副研究員祺惠做為調整參考。 

六、 其他各研究單位未來研究計畫撰寫相關報告可依循參考。 

七、 114年度研究計畫因計畫時程關係，維持事中評估，115年度起，所有 

研究計畫提報外審，均需檢附性別影響評估事前評估，以達到連結。 

八、 各單位研究計畫未來性別影響評估請加入多元性別概念以及性別目標 

分析。 

九、 性別影響評估相關經費先用單位業務費支應，如不足再用本院研究計 

畫經費支應，視 115 年度狀況調整，如有經費不足情形，亦可提預算

檢討會議爭取相關經費。 

十、 未來會議議程請依委員建議加入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以及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確認是否執行完畢及是否解除列管，另會議紀錄也請加入發言紀

要及將委員名單公開本院網站性別主流化或性別平等專區。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訂定本院研究案及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

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及其相關問題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 113年 12月 25日本小組第 2次(下稱 113年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P.1-18)。 

二、 本案前依委員建議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做法，設計本 

院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P.19-36)，嗣請

各單位提供意見結果，彙整如彙整表(P.37-39)，檢附依各單位意見修

正之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 1份(P.40-41)，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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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本院研究計畫後續適用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之情形、運作機制與程序、控管執行單位等相關問題，計有教育

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語文教育及編譯中研究中

心等 3個單位提出建議如附件(P.37-39)，擬併同本案討論。 

四、 有關鼓勵各研究中心推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部分： 

(一) 依會議決議三略以，建議本院訂定鼓勵措施(如列入行政服務績效 

考評加分項等)。查本院研究人員行政服務績效考評及年資加薪要

點之附表 1「研究人員行政服務事項參考表」貳、共同項目訂有「其

他臨時交辦行政事項」，爰建議各研究中心可考量將研究人員配合

推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列入當年度行政服務績效考評加分

項(P.42-45)。 

(二) 會議決議同時建議各研究中心每年提 1案研究案試做性別影響評 

估。 

擬  辦：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擬併入本院 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附件，供本院各研究中心

依所適用之研究案及中長程個案計畫使用。至鼓勵各研究中心推動辦

理性別影響評估措施，擬併納入修正本院 114 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

畫之相關內容。 

決  議： 

一、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回歸教育部採用之行政院「中長程個案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不採用國科會版本。 

二、 本院有關性別分析部分，由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協助處理。 

三、 115年起，依教育部輪值之單位提報「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執行 2 

至 3 年後，後續除輪值之單位須提報 1 件性別影響評估，研究案與性

別議題高度相關再研議做「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四、 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修正，修正後表單如附件，修正後照案通過： 

(一) 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有關「生理」性別文字，統一刪除「生理」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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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分析檢核表項次 1不拆，修正為研究團隊及研究對象，項次 3 

則分拆為 2項問題，分就研究團隊及研究對象詢問。 

(三) 性別分析報告表項次 1分拆為 2項問題，分就研究團隊及研究對 

象詢問。 

(四) 性別分析報告表填答項目分類為男、女、其他、不透露或不告知 4 

種，全院各單位在未來再做調查時也統一使用這 4種選項。 

(五) 修正後照案通過。 

五、 115年度起，為提升本院性別意識，啟動之院內研究計畫提出及結案程 

序分別附上「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 性別分析檢核表於計畫提出

時填寫，性別分析報告表於計畫結案時填寫，納入綜規室結案程序，請

綜規室依程序修正研究計畫管理作業相關機制。 

六、 委託、委辦、補助研究計畫因不須經過綜規室審查，毋須納入本院程序， 

回歸委託、委辦、補助機關規定。另有關工作計畫涉及研究對象者依本

案所訂規定處理。其餘本院研究案均依本次決議辦理。 

七、 114年為前置作業準備時程，請綜規室同步修正 ISO程序書及安排相關 

行政流程作業，115年啟動執行。 

八、 本院研究人員行政服務績效考評及年資加薪要點之附表 1「研究人員行 

政服務事項參考表」貳、共同項目訂有「其他臨時交辦行政事項」，各

研究中心可將研究人員配合推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列入當年度

行政服務績效考評加分項。 

九、 依 113年 5月 14日第 214次業務協調會報會議紀錄，本院每年度辦理 

教育部性別影響評估提報案之輪值順序，本院研究中心每年提 1 案研

究案試做性別影響評估。 

 

【案由二】有關修正本院 113-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 113年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P.1-18)。 

二、 依會議決議二，討論是否滾動修正本院 113-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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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P.46-53)性別議題 2目標 1(P.47-48)。 

三、 本案經請各單位提供意見結果，彙整如彙整表(P.39)。查圖書館修正性

別議題 3：修正性別議題 3：強化性別意識培力關鍵績效指標(含衡量標準與

目標值)及具體做法(P.57)，檢附依圖書館意見修正之 113-114 年推動性別

平等實施計畫 1份(P.54-61)。 

擬  辦：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擬請各單位賡續辦理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事宜， 

114年底將請各單位就本計畫提交 114年推動成果。 

決  議： 

一、 依圖書館意見修正，修正後通過，請各單位 114年依修正後之 113-114 

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關鍵績效指標執行。 

二、 有關性別議題 2：落實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之具體做法以及性別議題 4： 

辦理性別統計及分析之具體做法，配合本次會議決議內容同步修正。 

三、 檢附修正後之 113-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1份。 

四、 本院鼓勵各研究中心做性別議題相關研究案。 

 

【案由三】有關本院 114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報告分享推動 

性別影響評估成果之研究中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 113年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P.1-18)。 

二、 依會議決議四，建議自 114年本小組第 1次會議起，每次會議擇 1單 

位報告推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成果，俾利推廣及交流。 

三、 本次係先由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報告，本案擬討論後續邀請報告分享

之研究中心，並建議安排單位報告順序，俾依序通知研究中心預為準備。 

擬  辦：本案經討論通過後，擬邀請本次所建議之研究中心於下次會議報告推 

動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成果。 

決   議： 

一、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每年度須提報教育部性別分析報告，且依 113 

年 5月 14日第 214次業務協調會報會議紀錄，本院每年度辦理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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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提報案之輪值順序已確認，輪值單位如當年度尚未完成

報告，則權宜由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報告性別分析。 

二、 本院各單位報告順序詳如下表，後續依序通知研究中心預為準備。 

輪值年度/1(上半年)、 

         2(下半年) 

單位 報告內容 

114-2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15-1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15-2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16-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16-2 教科書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17-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17-2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18-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18-2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19-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19-2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20-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20-2 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121-1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分析 

121-2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性別影響評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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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外部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一、 本院研究中心推動性別影響評估成果報告。 

※黃委員淑玲 

(一) 有關報告內容，為何題目寫性別影響評估成果報告？執行計劃之前是否有

做性別影響評估？因為性別影響評估是計畫執行前就要做，根據評估結果再

加上委員給的意見在計畫做調整，程序上應該是這樣，就像審查委員有提到，

受益者是誰？研發施測、評量架構跟試題，未來是要給誰用？是來參加研習

活動的教師嗎？還是所有的中小學教師？如果計畫最後的目的是要推廣出

去，受益者其實是包括所有相關課程的教師。 

(二) 性別目標這一點，性別影響評估是為了協助我們讓計畫做得更好、更有創新，

評量的架構或試題，中小學男女學生對於美感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所不同，就

是一個性別目標可以去了解，性別影響評估不是只有做參與的人、受益的人、

服務提供者以及性別比例的問題而已，而是真正的性別目標要確認，這樣才

不會流於形式，沒有意義。 

(三) 性別影響評估相關審查費用建議可諮詢教育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了解。 

(四) 會議議程建議參考教育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進行方式，加入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以及報告事項加入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以追蹤列管事

項。另會議紀錄也可以加入發言紀要以及於機關(構)網站上設置性別主流化

或性別平等專區，公告每屆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名單以及會議紀錄、

相關性別統計資料、研究案等內容。 

 

※游委員美惠 

(一) 未來要求性別影響評估要事前評估，而非執行中或執行後評估。 

(二) 計畫裡有兩性字眼，諮詢委員提醒留意用字用詞是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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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影響評估當中提到的計畫有沒有性別目標，計劃本身性別目標可能可

以包含的更廣，而不是只有參與者的性別比例。 

 

討論事項： 

一、 有關訂定本院研究案及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及其相關問題一案。  

※游委員美惠 

(一) 性別分析檢核表，和其他單位再做性別分析比較不一樣，其他單位比較像小

規模的專題報告，統計資料做深度的分析，以對教育政策有所啟發。目前性

別分析檢核表相關項次無法回饋國教院政策擬定，實際性別分析檢核表能發

揮之功效請大家討論。 

(二) 建議可參考教育部性別分析報告，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無法取代性別

分析報告，以對教育政策有所啟發。 

※黃委員淑玲 

(一)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係依王委員志嘉建議參照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作法訂定，國科會為生醫領域護理學科研究

計畫領域使用，國教院係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計畫，社會科學性別分析要做的

很詳細，每一個計劃都可以先做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簡表)，但教育部

要求每一年度本院需做性別分析，要有性別統計，根據性別統計再作詳細的

分析與詮釋，所以只做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並不可行，舉例：金管會，

相關業務投保人的資料性別差異，分析怎麼用，為何有男性女性差異，回饋

到政策應如何改善。 

(二) 性別分析與性別影響評估不一樣，性別影響評估是評估計畫結果受益人是

否不平等，也就是說在做研究前就先做檢視表，現在行政院各部會的作法是

需要報部之計畫才需要做性別影響評估，其他的都不用做，教育部規定國教

院每一年都要提 1件性別影響評估，為了要符合部裡的規定，各中心於做研

究前試做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不是，性別分析是研究做完了之後，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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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統計相關的資料，詳細分析計畫執行的結果有什麼問題，分析政策如何改

變，或是將來的研究或計劃如何修正改善，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國教院被

教育部要求要做性別分析報告及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檢核表和報告表是

簡單的，誠如主席所說，等於是一個教育過程，性別影響評估已經推行 20

年，但前 10 年都是在教育目標，沒有真正去落實，性別分析報告是很重要

的，可以在每次開會時有中心提供研究報告給在場委員討論審視。 

(三) 對於醫學和生物科學來說，研究影響疾病健康，除了生理性別也包含社會性

別，所以國科會只討論生理性別，但就社會科學來說，建議運用性別即可，

另外有關性別分析檢核表項次 1，有看到中心所提意見，研究參與者或研究

對象部分，研究參與者不就是研究對象？另外項次 3，是否招募/納入不同生

理性別之研究參與者(含研究合作對象及受試者)？部分，是否太過混亂？建

議擇一分別詢問。 

(四) 研究參與者在衛福部社會衛福領域的性別創新手冊指引裡，研究參與者就

是指研究對象或受試者，直接英文翻譯過來，中文上研究參與者會以為是研

究者，另一方面則是研究對象，在填答會出現問題。研究團隊之性別對社會

科學來說重要嗎？對生物醫學來講是重要的，但對社會科學來講重要嗎？項

次 3也同樣出現此問題。分拆幾項後，這樣就變成六題，項次 3在講研究樣

本，項次 1在講記錄。 

 

※王委員志嘉 

(一) 當時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做法訂定原因是因為相對而言比

較簡單，考量國教院係第 1年辦理，為提升研究計畫性別敏感度，所以採以

簡單的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簡表)，如與性別議題高度相關，則採用複

雜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表)，以作為政策方面指標。國科會計畫最早在

生科領域使用，去年開始擴展到所有生科研究、人體研究、臨床實驗都適用，

國科會落實非生科領域也才第 2年，國教院研究計畫性別敏感度也還沒有那

麼高，所以建議採以簡單的性別分析檢核表及報告表(簡表)，如與性別議題

高度相關，則採用複雜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表)，以上補充參考國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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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技術委員會表單緣由。 

(二) 問卷調查時，人文社會科學建議性別可寫男女和其他就可以，目前主流上比

較多人在使用，另外通常其他也包含不願意透露，另也有男女和其他及不願

意透露的呈現方式。 

 

二、有關修正本院 113-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一案。  

※黃委員淑玲 

建議本院鼓勵各研究中心做性別議題相關研究案。研究案的性別分析也可至本

會議分享，讓大家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