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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現今性別意識已逐漸提升，漸漸邁入提倡性別平權而相互尊重的現代社會，

各國欲積極推動性別主流化策略，促使達到不同性別之平等受益。

• 我國為有效推動性別主流化，發展 出性別影響評估等工具並建立相關機制

，性別影響評估（ GENDER IMPACT ASSES SMENT ，簡稱 GIA ）將性別平權

觀點融入於政策規劃與過程中，以落實不同性別平等受益之目標。

• 未來在研擬企劃或法案能有所依據，有效地推動並落 實性別主流化工作。



一、前言 ( 國際性別平等發展歷程 )
 1945-1975 婦女公民權典章化： 1945年《聯合國憲章》承諾促進婦女地位

 1946年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致力於確保婦女平等與促進婦女權益。

 1952年通過《婦女政治權利公約》，承認並保障世界各地婦女參政權。

 196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奠定婦女平權的法律基礎。

 1975年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婦女十年，宣布未來10年為「婦女十年：平等、發展與和平」，以消除性別歧視，強

化婦女對於促進世界和平的貢獻為目標。

 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作為婦女人權憲章。

 1985全球女性主義的誕生-奈洛比宣言：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盲」，將婦女議題視為全人類的問題。

 1995成功的接續-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主流化」及「北京行動綱領」，以性別主流化的策略來達成性別平等

的目標，將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



聯合國第四屆世界婦女會議通過
「北京行動宣言」

1995 年，聯合國正式 以「性別主流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的全球性策略。 

◎ 我國便開始推動「性別主流化」政策，而「性別影響評估」便是落實性別主流化的工具之一，可確 保各機關在擬訂

或執行各項政策或法律案時，能將性別觀念整合至政策發展與執行過程當中。 

◎ 這此項工具的由來，乃是參考 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規定，所有提送到 APEC 秘書處的計畫書都必 須檢附該評

估表，以檢視該計畫或方案的設計是否具有性別觀點。

 ◎ 檢視表的主要內容包含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性別整合諮詢小組 (AGGI) 所完成的︰「性別評估指標」、 「一分鐘簡介性

別相關參考依據」以及「 APEC 方案提議表格之性別相關參考依據檢視清單」。我國 亦參照 APEC 的模式辦理，並希

冀藉由性別影響評估能讓政策參與者以性別觀點思考並擬定更具性 別平等與保障的國家政策，落實以人為本的精神。 



二、性別影響評估 ( 基礎理念 )

1. 解析性別影響評估理念與重要性。
2. 性別影響評估目的與效益。
3. 性別影響評估的實施現況。



 二、性別影響評估
◎ 在規劃法案、計畫、方案以及策略時，應將「性別」當作是一個
必要的考量元素，以免將政策誤認 為屬於性別中立的政策，造成錯
誤的判斷結果。

 ◎ 「性別影響評估」是一種測量工具，也是一種過程。

性別影響評估的理念，乃是將性別當作是研擬計畫或政策的重要考
慮因素，瞭解資料顯示的不平等 情形並藉此改變不平等的現象。 



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性別主流化的六大工具
 性別意識培力、性別機制、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以及性別 影響評估。

 這些工具，彼此又具有相互支援的作用。當性別意識培力、性別機制、性別統計、性 別
分析以及性別預算皆能發揮其作用時， 相對地便會加乘性別影響評估的作用，藉此提高
性別主流 化的效益。

當政府發現政策或法令具有類似的弊病時，使得人民受惠程度不一時
，應設法將這些障礙去除，同時更應保障人民公平取得權益的機會



性別影響評估架構

是一種測量工具，也是一種過程。在規劃法案、政策、計畫、方案、策略時，將「性
別」當作一個必要元素，考量對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者及對性別關係發展的影響。
 



性別影響評估流程



性別統計 -例如健康



民眾文化參與調查 -文化部





 性別影響評估的效益
◎ 實施的性別評估影響就是為了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讓不同性別者都能享受到平等對待的環境氛 圍。

 ◎ 透過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意 識培力以及性別機制的努力，將工具所得到的資料透過性別影響
評估的過程，發展出保障公平的權益 計劃。

 ◎ 實施性別影響評估的效益： 

一、檢視回應政府體制不足之處 

二、有效運用國家資源 

三、落實基本人權保障 

四、促進政府決策機制透明化 

五、促進實質性別平等之社會效益



三、評估步驟

 原則 :5W1H

◎ 檢核表主要的內容，包含計畫名稱、主管及主辦機關、計畫內容涉及領域、問題現況評
析及需求 評估概述、計畫目標概述、受益對象、評估內容、程序參與及評估結果共 九 大
部分

 ◎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在個案計畫研擬階段就必須完成，而且除了自行檢視計畫之外，也
應參照性 別影響評估作業流程將檢視表送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性別平等小組委員、婦女
團體等進行討 論，或諮詢相關學者專家意見。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共通事項
1. 就計畫符合各項指標內容之狀況，在評定結果欄勾選，如果符合就勾選「是」，如果

計劃本身沒 有涉及該指標內容， 就勾選「無涉及」的欄位。

2. 應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並在勾選評定結果之後，說明評定原因。 

3. 性別 

(1) 「性別」 -男性與女性

(2) 「性傾向」 - 同性戀、異性戀以及雙性戀

(3) 「性別認同」者 - 指個人心理上覺得自己是男性或女性等，並因此認定
自己屬於那種性別而展現出 該性別的舉止及態度。 







第一部分 : 計畫名稱、主管及主辦機關
                    、計畫內容涉及領域 

1. 「計畫名稱」欄：須填列中長程個案計畫全案名稱。 
2. 「主管及主辦機關」欄，則是應填列擬案機關。
3. 「計畫內容涉及領域」欄：可依據計劃領域複選涉及
的領域。如勾選「其他」欄者，請簡述計畫涉 及領域。



第二部分：問題現況評析及需求評估概述
                      、計畫目標概述 

1. 「問題現況評析及需求評估概述」欄：簡要說明問題現況評析
、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的檢討、對未 來環境預測等，並就性別議
題部分，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進行計畫需求評估，並據以發
展目標。

 2. 「計畫目標概述」欄：簡要說明計畫所擬訂之目標內容，以及
其中涉及性別議題部分，也就是所謂 的性別目標。



第三部分：受益對象
 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受益對象」，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女性為主，或以
同性戀、異 性戀或雙性戀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女性者。

  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見，或統計資料顯示性
別比例差距 過大者」，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存有預防或消除
性別偏見、縮小性別比 例差距或隔離等之可能性者。

  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及對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如公共建 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存有考量促進不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便
利及合理性、區位安全 性，或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能性者。 



第四部份：評估內容分為資源評估、效益評估等
                          共 12 項指標
1. 資源評估面向：四項指標。 如果此四項指標，評估結果皆為「無涉及」
者，應該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當各計畫檢 視修正後，原則上
結果應為「是」。且不論勾選結果，皆應說明原因。

 2. 效益評估面向：八項指標。 在效益評估的第一項至第五項中，任一項評
定為「否」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而 在針對公共建設計畫
進行的第六項至第九項中， 如果有任何一項被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
新檢 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第五部份：程序參與
1. 參與者部分：

請至少徵詢 1 位性別平等學者專家意見，並填寫參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

 2. 諮詢方式：以傳真、電郵、書面等方式進行諮詢。

 3. 主要意見：應以性別觀點提供意見。如篇幅較多，可採附件方式呈現。



第六部份：評估結果 
 請依據檢視結果提出綜合說明，包括對「程序參與」

主要意見參採情形、採納意見後的計畫調整情形 以及無法採納意見的理

由或是替代規劃方案等。



四、反思

1. 性別影響評估公共建設注意事項
2. 策進行為



1 、公共建設注意事項



2、策進行為



2 、策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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