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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相關的幾個概念

•生理性別Sex

•社會性別Gender

•交織性



•生理性別sex

•指人的生理上或身體構造上的性別
•由DNA編碼的特徵所定義的生物變項，如生殖器官和其
他生理和功能的特徵。

生理性別sex



•社會性別gender

•是在社會建構的基礎上，意即強調性別角色認同、社
會互動與關係
•男女的社會、文化、心理的特徵。
•多元且非固定不變 

社會性別gender



•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性別與其他面向（例如：性別氣質、性傾向、
性別認同、年齡、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
的相互關聯情形

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圖來源:性別分析＋課程:加拿大經驗分享20211124



性別平等為什麼重要？



與性別不平等相關的現況

•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偏見

•性別歧視

•資源分配不平等

•社會傳統文化、習俗以及宗教禮儀之性別不平
等



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

• 刻板化印象，指的是對特定族群的精簡化和本質化，而性別刻板印象反映
了陰柔特質和陽剛特質、女性和男性的規範性概念。

• 一般來說，性別刻板印象將陰柔特質和陽剛特質以二元概念作區分，如同
介於理性與感性之間。

• 性別刻板印象容易僵化的認為，男性等於陽剛、女性等於陰柔；男性理性、
女性感性

• 性別刻板印象容易忽略如同社會性別的所有層面，陰柔特質和陽剛特質的
典型建構過程會依照文化和時間的改變而變動。

資料參考：性別化創新，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terms/stereotypes.html



性別刻板印象VS 性別偏見

•僵化的性別刻板印象成為對特定性別偏見。

•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多元性，限制了每個人的發展。

•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者，受到壓迫。



葉永鋕事件

• 葉永鋕事件是台灣一起關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校園事件。葉永鋕生前就讀於屏東縣高樹國
中，因帶有陰柔的性別氣質而遭到部分同學霸凌，甚至曾被強行脫下褲子「驗明正身」，因
此葉永鋕不敢在下課時間去上廁所。2000年4月20日11點42分，葉永鋕不得不在上課時間
提前離開教室去上廁所，後來被發現臥倒在漏水的廁所血泊中，送醫後隔天不治死亡。

• 此事件引起臺灣社會對於性別教育的重視及討論，使得原《兩性平等教育法》在2004年修
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政策也從傳統二元的兩性教育，延伸轉化成為更具普遍性的
性別平等教育。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

• 基於性別而有的偏見或歧視，特別是女人所常遭遇到的差別待遇。

• 涉任何有促進男性特權效果之事務，無論牽涉在其中的人是否有所意圖。

• 不是個人的偏見，不能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待社會上的壓迫關係。

• 而是社會文化中，維持性別特權的結構性問題。

• 性別歧視不只傷害個別的女性，也會延續一種以性別為基礎的壓迫系統，傷害到
男人、小孩與非異性戀者等其他人。

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53883/



常見性別歧視樣態

• 性別歧視最常見的為職場性別歧視，包含：

–以性別而非能力招募員工

• 例如：限男性、限女性

–升遷上對於女性的限制與「玻璃天花板」效應

–同工不同酬

–懷孕歧視

–職場性騷擾

• 社會文化上的性別歧視，常見言語或對待上，對女性或多元性別的偏見與敵意
對待



職場對懷孕生子仍不友善 最易被刁難
2019-11-30 12:44 聯合晚報 / 記者陳素玲／台北報導

去年性平法申訴案發現，無論是性別歧視申訴，或是工作平等措施申訴，都以懷
孕生子被刁難案件最多，諸如企業直接規定或約定結婚懷孕就要離職，或是因為
懷孕遭資遣解僱，甚至是育嬰留職停薪被拒絕等，職場對懷孕生子仍不夠友善。
違反性平法相關申訴類別共分性別歧視(如性傾向歧視、招募進用、考績升遷、資
遣、解僱離職等)、性騷擾及工作平等措施(如產假、安胎假、育嬰留停薪、生理
假等)三大類。
去年429件申訴案，其中最多是性別歧視201件、占46.8%。工作平等措施申訴118
件。
…..
以性別歧視201件為例，屬於規定或約定因結婚、懷孕、分娩育兒時，應行離職或
留職停薪的申訴案有40件，但其他統計雖屬於招募、進用、資遣、解僱等性別歧
視申訴項目，原因可能都是因為女性懷孕，遭拒絕錄用，甚至因請產假影響考績
或升遷。其後的非自願離職或被解僱，很多都與懷孕生子相關。



同工不同酬！



台灣性別平等的現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2023性別圖像





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 25-29 歲達到高峰後逐步下降，中高齡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低於各主要國家



各等級學位女性占比，以副學士72.0％最高，學士為 52.8%，碩士為 45.1%，博
士 33.2％最低。



高等教育階段，仍存在「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隔離現象



胎次越高，性別越失衡



2021 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中，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數為 5 萬 3,408 人，其中被害人
為女性共 4萬 1,809 人（占 78.29％），男性為 1 萬 1,592 人（占 21.70％），其他
及不詳為 7 人（0.01%）





2021 年我國男性自殺死亡人數 2,330 人，女性自殺死亡人數 1,255 人，男性自殺死
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20.0 人，女性為每十萬人口 10.6 人。



2021 年底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以居家服務人數 25 萬 377 人為最多，其次為喘
息服務 12 萬 1,837 人，再其次為住宿式機構服務為 9 萬 3,640 人。



男女規律運動比率仍有落差，40-44 歲女性運動比率
最低，13-17 歲青少年性別落差最大





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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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所有政府的計畫與法

律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

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

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平處 

https://gec.ey.gov.tw/Page/5377448F8ED85A79



• 台灣於94年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

• 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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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機關）

推動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最早推動的性別主流化工具
•應具有以下特徵：

• 1. 資料的蒐集與呈現皆以生理性別作為全面且主要的分類方式。
• 2. 資料能反映出性別議題。
• 3. 資料所憑依的概念與定義，能夠充分反映男女間的多元樣貌，及其生命的各個面
向。

• 4. 資料的蒐集方式須將可能致使資料存在性別偏見的刻板印象與社會文化因素考量
在內。

性別統計Gender statistics



•常用的方法
•比較性別間的差異
•比較不同時間點的性別資料
•比較不同區域的性別資料
•性別與其他面向的交織性分析

性別統計Gender statistics



• 性別統計是理解或掌握性別議題的第一步，也是基礎
工作。

• 性別統計也是性別分析的來源之一，但不止於此。

性別統計Gender statistics



•是社會經濟分析的一個次分類
•性別分析的目的：

•突顯問題和解決方法的性別關聯
•透過性別分析也可以清楚說明這個影響(譯註：存在
的問題有無性別差異、解決的方法有無考量性別需求
等)以及其他可能的行動方案(UNDP, 2001)

性別分析



•性別分析不僅僅是性別統計分析
• 常見誤解是將性別統計，做描述性的說明，認為是性別分析

• 性別統計為性別分析的量化性別資料來源

• 性別分析需要有指認該議題性別差異與性別落差的作用

性別分析 VS 性別統計



• 性別統計、性別分析融入性別影響評估程序
• 現行(2019年7月函頒，同年10月1日正式實施)性別影響評估
• 看見性別+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
• 看見性別即要求運用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提出該議題或法案的性別
議題

性別分析 VS 性別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平處，性別分析參考手冊 ─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的
概念與實作



性別分析是為了輔助性
別影響評估—看見性別
的面向



• 第一步：檢視自身與所屬組織的性別視角
• 第二步：參照計畫內容，檢索國內外相關的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

• 性別影響評估表
1-1【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包含憲法、法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s://gec.ey.gov.tw）。
➢ 說明計畫的法律依據，可包含縣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
➢ 例如：女性健康相關議題，援引CEDAW第12條等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https://gec.ey.gov.tw/


• 第三步：指認利害關係人並進行有效溝通
• 為了於法案或政策規劃前期蒐集多元性別觀點。
• 利害關係人：政策或法案會涉及的人員。
• 政策規劃者：例如機關計畫方案的研擬與決策人員、外部諮詢人員等。
• 服務提供者：例如機關計畫方案的執行人員、委外廠商人力等。
• 受益者（或受影響者）：法案、計畫方案執行後直接受益或間接受影
響的對象。

• 有效溝通
• 參與決策過程；舉辦公聽會、聽證會、審議會等徵詢意見；納入關
注議題的性別團體或專家的觀點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 第四步：蒐集性別資料
• 性別資料：包含質性及量化資料。

• 量化資料：性別統計
•  質性資料：包含焦點團體、訪談、政策比較分析的逐字稿、田野
筆記、既存政策等文本資料

• 資料來源：中央與地方政府性別統計專區等
• 蒐集範圍：以利害關係人的性別資料為範圍
• 注意性別處境、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交織性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政策規劃者：規劃者的性別比例、性別間或性別內的差異對於成為
決策者機會之影響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的性別比例，例如：計畫執行團隊人員、
營建廠； 性別間或性別內的差異對於取得提供服務機會之影響

•受益者（或受影響者）： 不同性別是否均有機會參與計畫方案或法
案制定過程； 對於資源的受益與賦權的結果，在性別間或性別內是
否有所差異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 第五步：檢視性別資料豐富度
• 檢視是否豐富？
• 不足，則補充之。
• 建立性別資料、利害關係人再溝通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第六步：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
•資源的受益與賦權情形的性別落差與需求

•資源的受益：利害關係人 ( 特別是受益者 ) 容易取得資源的
程度 以及從主觀或客觀層次，對於需求的滿足程度

•賦權情形：是否擁有協商、分配、控制這些資源的權力和
能力

•以生理性別、社會性別、交織性等面向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性別影響評估表
•前項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盡量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
質及性別認同者，探究其處境或需求是否存在差異，及造成差異之
原因；並宜與年齡、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面向進行交叉分析
（例如：高齡身障女性、偏遠地區新住民女性），探究在各因素交
織影響下，是否加劇其處境之不利，並分析處境不利群體之需求。

•未有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資料時，請將「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列入本計畫之性別目標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第七步：整合各項分析結果，找出計畫案或法律案的性
別議題
•問題描述 + 影響層面
•實務性的性別需求 vs策略性的性別需求
•找出性別議題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 性別影響評估表1-3

• a.參與人員
政策規劃者或服務提供者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時，宜關注職場性別隔離、職場性別友善性不足，及性別
參與不足等問題。
• b.受益情形
1.受益者人數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或偏離母體之性別比例，宜關注不同性別可能未有平等取得社會資
源之機會或平等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
2.受益者受益程度之性別差距過大時，宜關注弱勢性別之需求與處境
• c.公共空間
宜關注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
• d.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宜注意是否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有助建立弱勢性別在公共領域之可見性與主體性。
• e.研究類計畫
若以「人」為研究對象，宜注意研究過程及結論與建議是否納入性別觀點。

性別分析七個步驟



實例討論（一）改寫自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性別比例差異
改善計畫」（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平處，性別分析參考手冊 ─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的概念與實作）

範例文字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 政 策 之 相 關性
（請參考步驟一至步驟二）

1.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指出不同性別會面臨不同
的健康風險，應就不同性別與族群之健康平等風險管理，建立性別及文化敏
感度之全人健康服務。

1-2 蒐集與本計畫相
關之性別統計及性 別 分 析（ 含 前期或
相關計畫之執行結果）
（請參考步驟三至步驟六）

2. 服務提供者：建議可建立本案服務提供者（如社工師、護理師等專業人員）
之性別資料，並從中分析不同性別造成之影響（如在服務提供模式上是否有
不同性別經驗的考量）。
3. 受益者：包括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
(1) 生理性別：

a.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126 人
（70.08%）、女 3,469 人（29.92%）。

b. 根據醫療相關專業見解，部分發展遲緩類型，男童較女童容易發生
（例如：構音障礙之男女發生率為 1.8~2.9：1；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男女發
生率為 3~5：1；學習障礙之男女發生率為 8：1）。
(2) 社會性別：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察覺發展遲緩之敏感度：
由於社會對男女性別特質有不同的刻板，對於話少、文靜特質的女童
而言，家長可能認為尚屬正常而忽略了其發展遲緩的徵兆。
(3) 交織性：以地理區域進行交織性分析，2019 年 6 月底，新北市服務
發展遲緩之男女同平均性比例為 228.8；其中，烏來區性比例高達
500，顯示服務提供之可近性須考量部分地理區域差異進行調整。



範例文字

1-3 請根據 1-1 及 1-2的 評 估 結 果， 

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請參考步驟七）
由以上資料，可初步判斷「女童篩檢率偏低」為本計畫之性別議
題，而由實務性的性別需求觀點，可提高服務輸送可及性，如發
展行動車，將篩檢服務送達偏鄉。
次由策略性的性別需求觀點，可提升家長早期預防的概念，並同
時減少性別刻板印象，讓女性幼童能及早接受發展篩檢，同時回
應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建立性別及文
化敏感度之全人健康服務之政策意涵。
由前開討論，本計畫性別議題完整定義如下：「因傳統對女性嫻
靜少言之性別刻板印象及篩檢服務輸送便利性尚不足，致女童篩
檢率偏低，將不利女童之發展」。



案例討論二：辦理失業
者職訓之性別分析



開結訓狀況

A 預訓人數 210人 E 結訓人數 169人

B
實際開訓人數
(不含遞補期離訓)

184人 F 完訓人數 0人

C
訓練人數達成率
(=B÷A×％)

87.6% G
結訓率
(=(E+F)÷B×％)

91.8%

D 遞補期離訓人數 0人 H
離退訓人數

(不含遞補期離訓)
15人

就業狀況

a 結訓就業人數 134人 e 勞保勾稽人數 26人

b
提前就業人數（專案核定，
達總時數1/2以上）

0人 f 僱用證明人數 0人

c 公法救助 5人 g 個人切結人數 108人

d 未就業人數 35人 h 就業率* 78.6%



一、性別與就業率統計分析表 

本轄區參訓者以女性居多(占 84.2%);就業率部分，女性的就業率(83.8%)高於男性的就業率(51.9%)。 

統計項目 
開訓 

結訓人數 就業人數 
提前就業人數 

公法救助 就業率 
人數 百分比 

男 29 15.8% 27 15 0 0 55.6% 

女 155 84.2% 142 119 0 5 83.8% 

合計 184 100% 169 134 0 5 78.6% 

就業率計算方式：[=(結訓就業者+完訓就業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結訓者+完訓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 

 



二、年齡與就業率統計分析表 

本轄區參訓者以 55歲以上居多(占 37%)，最少為 19歲以下(占 1.1%);就業率部份，則以 20歲-24歲與

25歲-29歲者最高(100%)，其次為 50歲-54歲者(94.1%)，最低者為 19歲以下者(0%)。 

統計項目 
開訓 

結訓人數 就業人數 
提前就業人數 

公法救助 就業率 
人數 百分比 

19歲以下 2 1.1% 2 0 0 0 0% 

20 歲-24 歲 3 1.6% 3 3 0 0 100% 

25 歲-29 歲 6 3.3% 6 6 0 0 100% 

30 歲-34 歲 9 4.9% 9 6 0 0 66.7% 

35 歲-39 歲 12 6.5% 9 5 0 2 50% 

40 歲-44 歲 20 10.9% 14 10 0 2 71.4% 

45 歲-49 歲 28 15.2% 24 19 0 0 79.2% 

50 歲-54 歲 36 19.6% 34 32 0 1 94.1% 

55歲以上 68 37% 68 53 0 0 77.9% 

合計 184 100% 169 134 0 5 78.6% 

就業率計算方式：[=(結訓就業者+完訓就業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結訓者+完訓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 



四、教育程度與就業率統計分析表 

本轄區參訓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者居多(48.9%)，碩士者最少(1.6%);就業率部分，則以高中/職最多

(80.7%)。 

統計項目 
開訓 

結訓人數 就業人數 提前就業人數 公法救助 就業率 
人數 百分比 

國中(含)以下 9 4.9% 7 5 0 0 71.4% 

高中/職 90 48.9% 84 68 0 2 80.7% 

專科 39 21.2% 37 27 0 2 68.6% 

大學 43 23.4% 38 30 0 1 78.7% 

碩士 3 1.6% 3 3 0 0 100% 

合計 184 100% 169 134 0 5 78.6% 

就業率計算方式：[=(結訓就業者+完訓就業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結訓者+完訓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 

 



六、訓練職類與就業率統計分析表 

本轄區參訓者以其他創新類最多(44%)，資訊類最少(11.4%);就業率部分，則以美容美髮類最高(95.7%)。 

職類群 
開訓 結訓 

人數 
就業人數 

提前就業人

數 
公法救助 就業率 

人數 百分比 

餐飲類 30 16.3% 25 19 0 1 75.5% 

美容美髮類 26 14.1% 23 22 0 0 95.7% 

資訊類 21 11.4% 21 15 0 0 71.4% 

服務類 26 14.1% 21 10 0 0 46.3% 

其他創新類 81 44% 79 68 0 4 83% 

合計 184 100% 169 134 0 5 78.6% 

就業率計算方式：[=(結訓就業者+完訓就業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結訓者+完訓者+提前就業者-公法救助)*%]。 



性別勞動統計專輯

在公立機構求職及接受職業訓練情形

https://statdb.mol.gov.tw/html/woman/111/111woanalyze13.pdf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 政 策 之 相 關性
（請參考步驟一至步驟二）

1.依據

1-2 蒐集與本計畫相
關之性別統計及性 別 分 析（ 含 前期或
相關計畫之執行結果）
（請參考步驟三至步驟六）

2. 政策規劃者：
3.服務提供者：
4. 受益者：
(1) 生理性別：
(2) 社會性別： 

(3) 交織性：

1-3 請根據 1-1 及 1-2的 評 估 結 果， 

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請參考步驟七）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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