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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影響評估新制 Q&A表  108.09性別平等處 

序號 問題 性別平等處回復 

1 

請問性別影響評估新制自

108年 10月 1日生效，實務

上要如何認定生效日期？ 

請依「填表日期」為準，即填表日期為 108 年

10月 1日以後，均需使用新表件。 

2 

若中長程個案計畫（以下簡

稱計畫案）及法案已於研擬

時徵詢「性別諮詢員」意見，

是否還需進行程序參與？ 

 

1. 「性別諮詢員」及「程序參與」制度之資格

條件、參與時機、意見回應及執行形式均不

同，說明如次： 

(1) 資格條件： 

「性別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A.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人才資

料庫」專家學者（公、私部門均可） 

B.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C.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

間委員。 

D. 曾任各機關性別平等專責人員（性平業務

至少占所辦業務 7 成以上）累積滿 2 年

者，或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員（性平業務

至少占所辦業務3成以上）累積滿3年者。 

E. 曾辦理或協助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填寫作業，且經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

區」收錄至少 1案者。 

「程序參與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A.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性別主流化人

才資料庫」公、私部門之專家學者；其中

公部門專家應非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人

員。 



2 
 

序號 問題 性別平等處回復 

B.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C.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

間委員。 

(2) 參與時機： 

「性別諮詢員」制度設立目的係透過各機關

將計畫案或法案研擬或修正初期即徵詢性別

意見列為必要程序，強化性別觀點之初期參

與機制。 

「程序參與」則係於計畫案或法案研擬完成

後，透過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非本機關

及所屬機關），以外部觀點整體檢視計畫或

法案所涉性別議題，並針對各項目之評估結

果合宜性提供意見，確保評估品質。 

(3) 意見回應： 

「性別諮詢員」角色定位為提供性別觀點諮

詢服務，不具審議角色，即非歸責或究責之

對象。 

「程序參與者」角色在於把關評估品質，機

關應對程序參與者之意見於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評估結果」欄位提出書面正式回應1。 

(4) 執行形式： 

「性別諮詢員」制度執行形式不拘，機關可

透過正式公文、公務信箱或公務電話等形

式，請「性別諮詢員」提供性別諮詢建議。 

「程序參與」制度則需由程序參與者填列書

面意見，署名負責。 

2. 綜上，「性別諮詢員」及「程序參與」制度

資格條件及參與時機等均有別，為確保計畫

                                                      
1 詳「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一般表】」之「參、評估結果」及「法案及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之「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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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法案研擬、決策及執行等各階段皆融入

性別觀點，請於計畫案或法案研擬或修正初

期時即徵詢「性別諮詢員」，收集性別觀點

之意見，並於計畫案或法案研擬完成後送請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方完備性

別影響評估作業。（前開「性別諮詢」或「程

序參與」之執行方式，亦可分別選擇採用提

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方式進行） 

3 

計畫案或法案發展過程中所

徵詢之「性別諮詢員」，是

否可於過程中更換人員參

與？或徵詢 2位以上「性別

諮詢員」之意見？ 

 

「性別諮詢員」制度設立目的為確保計畫案或法

案自研擬或修正初期開始，即有具性別素養人員

陪伴案件發展，適時提供性別觀點之意見。因

此，只要被徵詢者符合「性別諮詢員」資格，相

關徵詢形式、人數皆不受限。  

4 

性別諮詢員與程序參與者可

否為同一人？ 

 

若徵詢之「性別諮詢員」亦符合程序參與者資格

（非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

庫」專家學者、現任或曾任本院性別平等會或各

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同一案件之

「性別諮詢員」及程序參與者可為同一人。 

5 

延續性計畫新一期內容重點

多與前期計畫相類似，或僅

做細節性滾動修正，若已於

第一期計畫擬定時完成性別

影響評估，為簡化行政作

業，是否可於訂定後續各期

計畫時免踐行徵詢「性別諮

詢員」程序？ 

 

1. 依「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

第三點，「性別諮詢員」的任務係配合計畫

主辦單位之作業時程，於計畫研擬或修正初

期，適時就計畫方向、構想、草案、檢視表

填寫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從性別平等觀點

提供諮詢建議。 

2. 延續性計畫之研擬係根據前期計畫執行情形

（包括性別目標達成度或性別影響評估事項

辦理情形）之檢討結果加以精進，計畫內容

亦可能因時空變遷而有融入新觀點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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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延續性質之新一期計畫，在研擬之

初期請即徵詢「性別諮詢員」意見，以確保

所有計畫案皆能將性別觀點融入計畫規劃及

執行。 

6 

計畫案選用「簡表」之適用

原則，是否得由「性別諮詢

員」判定即可，無須受限「中

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作業說明」第四點所列事

項？ 

為避免各性別諮詢員對於計畫與性別關聯程度

高低之判準差異過大，引發外界質疑性別影響評

估分流的標準不穩定，爰請性別諮詢員統一根據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第四

點所列事項，進行判斷。 

7 

計畫案使用「簡表」進行評

估時，若尚有未能達成評估

事項辦理原則之情形怎麼

辦？例如，目前工程領域之

女性人數仍偏低，工程類計

畫之參與成員尚難達成評估

項目所列參與成員性別比例

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簡表

評估項目 1-1）；相關說明會

或公聽會出席民眾若以男性

為多，是否可以問卷調查方

式蒐集女性民眾意見（簡表

評估項目 3-3）？ 

 

註： 

簡表 1-1 評估項目為「本計畫研

擬、決策及執行各階段之參與成

員、組織或機制符合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ㄧ原則（例如：相關

會議、審查委員會、專案辦公室

成員或執行團隊）。」 

1. 若計畫案之規劃及執行未能符合評估項目

所列辦理原則者，則應於「符合情形」欄位

勾選「否」，並於「說明」欄位敘明原因及

改善方法。 

2. 例如：若計畫案之規劃及執行尚難達成「簡

表」評估項目 1-1者，應於「符合情形」欄

位勾選「否」，並需敘明原因及改善方法（例

如：說明工程領域性別隔離較為明顯，實務

上尚難即刻達成參與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少於三分之一原則，惟本計畫將於遴聘洽邀

相關計畫相關組織或機制成員時，於資歷相

當情形下，優先考量女性，或投入資源強化

對女性人才之培育，提升女性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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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表 3-3 評估項目為「辦理出席

活動民眾之性別統計；如有性別

落差過大情形，將提出加強蒐集

弱勢性別意見之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