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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9次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 

地點：本行主大樓Α606 會議室 

主席：朱副總裁美麗 紀錄：林雨萱 

出席人員：陳委員曼麗、周委員愫嫻、林委員承宇、謝委員鳳瑛、林

委員慰宗（李襄理素蓮代）、林委員吉甫、蘇委員秋靜、謝

委員人俊、曹委員體仁（游襄理淑雅代）、梁委員建菁、郭

委員淑蕙、楊委員淑媛、張委員淑惠、吳委員坤山 

列席人員：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王諮議愛嵐、李科員昰翰、本行劉主任

耀中、李科長怡靜、蔡副科長曜嶺、羅專員久峯、盧專員

志典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第一案 

案 由：上次（第 4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說  明： 

一、上次（第48次）會議計報告事項5案、討論事項4案、臨時提案

1案，除報告事項第三案外，其餘皆建議解除列管。 

二、檢附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4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總

表（附件1）。 

決  議：洽悉。上次（第 4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除報告事項

第三案決議之辦理情形「已研擬以台灣票據交換所提供近 5

年之票據交換業務性別統計資料進行有關性別票信狀況之研

究報告，將於 114年起提供下次考核之性別統計項目填報。」

外，其餘皆解除列管。 

報告事項第二案 

案 由：本行 113年 1月至 10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議題辦理情

形，報請鑒察。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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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院層級議題為「促進公

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1項，績效指標為本行所屬委員

會或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之達成率，111、112年目標

值為62.5%，113、114年目標值為100%。 

二、本行所屬委員會或小組共8個，截至113年10月，計7個已達委

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另1個委員會已達成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達三分之一，惟因總成員人數為3人，不列入任一性別比率達

40%之統計。爰達成率100%（7/7），已達成113年目標值。 

三、檢附本行113年1月至10月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表（附件2）。 

決  議：洽悉。 

報告事項第三案 

案 由：本行 113年 1月至 10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部會層級議題辦理

情形，報請鑒察。 

說  明： 

一、本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部會層級議題為「推動

性別意識培力，加強性別主流化訓練」、「強化房貸之性別差

異分析，協助促進銀行房貸業務之性別平權」、「融入性別平

等意識的勞動情勢研究分析」等3項。 

二、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編審

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每項部會層級議題之辦理情形應每年

提至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1次。 

三、本行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形如下： 

（一）推動性別意識培力，加強性別主流化訓練（人事室） 

1、績效指標為本行一般人員及中高階主管人員（科長以上

正副主管）性別主流化訓練相關課程參訓率（每人每年

至少2小時）達成情形，113年目標值為92%。 

2、截至113年10月，一般人員參訓率達97%，中高階主管人

員（科長以上正副主管）參訓率達100%，皆已達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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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目標值92%。 

3、辦理課後學習回饋及檢討課程辦理情形如下： 

（1）113年6月27、28日辦理「解構3部電影中的性別平等

－從CEDAW架構下的性別平權到新修正的性平三法

內容培力」專題演講非主管班4場次，培力同仁熟悉

性平三法之法律規範中之權利。為瞭解參加人員學

習成效，抽選第1場次於專題演講前後辦理性別平等

知識測驗，測驗結果前測平均64.36分，後測平均

92.66分，顯示課程內容有助於增進本行一般人員對

性平三法暨CEDAW之瞭解。 

（2）113年7月30日辦理「解構3部電影中的性別平等－從

CEDAW架構下的性別平權到新修正的性平三法內容

培力」專題演講主管班2場次，培力從主管的角度該

如何防治職場性騷擾。專題演講結束後，辦理滿意

度意見調查，調查結果滿意度達91%。 

（二）強化房貸之性別差異分析，協助促進銀行房貸業務之性

別平權（金融業務檢查處） 

1、113年績效指標為「不同擔保品座落縣市別之房貸性別資

料分析」。 

2、截至113年10月，完成研究報告初稿；預計11月底前簽報。 

（三）融入性別平等意識的勞動情勢研究分析（經濟研究處） 

1、113年績效指標為「近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 

2、截至113年10月，已完成前述報告；達成113年績效指標。 

四、檢附本行113年1月至10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部會層級議題辦理

情形表（附件3）。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王諮議愛嵐： 

一、央行部會層級議題三「融入性別平等意識的勞動形式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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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經濟研究處已辦理了一個很精彩的研究，研究中已納入性

別就業人數、失業率、勞參率、教育程度、年齡等交叉統計分

析，建議未來若有相關研究，亦可適時選擇納入不利處境群體，

例如族群、高齡、身心障礙、多元性別等，進行交叉統計，可

更關注不利處境群體的權益保障，並使研究更具性別人權觀點。  

二、建議未來央行在業務範圍所及，性別議題研究報告可以金融產

業為對象，關注婦女在就業參與的情形、職場性別友善環境與

福利，以及消除職場性別歧視與陞遷機會平等、女性參與公司

治理等向度的統計分析，俾參採在金融業務措施融入性別平等

倡議。 

周委員愫嫻： 

一、就業與薪資的性別差異未來研究方向，與其再拓展其他面向，

建議不如就原有資料再做深入研究。例如近期看到韓國類似國

衛院的機構，研究關於韓國高齡貧窮化及女性貧窮化、分析 65

歲以上的就業與薪資問題。 

二、該韓國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 65歲以下的勞參率是 28.9%，到

2017 年變 39%，很值得我們參考，因這個現象是從日本、韓國

到台灣，一路下來沒差幾年。另該研究報告顯示，2017 年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收入主要來源 53%是靠工作所得，26%是靠

退休金或是各種福利，12%是存款、孳息一類，最後只有 8%是靠

子女、孫子女等後代，即 65歲以後要靠小孩的情況，在日韓都

已不復見了。 

三、將來台灣亦極可能走向同樣的現象，而我們現有的報告都是以

現有制度跟規範為主，以 60 歲或 65 歲作為一個所謂高齡，或

是就業終結的年齡層，但未來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這個年齡

極可能要再度就業，且韓國已看見這個可能性，而日本早已發

生。因此未來也許可以再加深分析 65歲以上是否仍在勞動及參

與就業市場，以及其薪資情況、未來會產生的影響；高齡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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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況可能女性又比男性更為嚴重，未來能如何因應等，或

許可就原面向繼續深入，可能比起再發展其他面向又不夠深入

為佳。 

陳委員曼麗： 

從報告內容及周委員提到的女性高齡貧窮化的問題，期許我們

政府未來在政策、制度上能做得更好，讓中高齡女性能留在職

場，並且薪資能有所提升，發揮經驗所長，於職場有所收穫。 

林委員承宇： 

一、建議在做性別分析報告時，結論與政策意涵的部分，以央行為

主體的角色出發，面對現況，央行可以施力的點在哪裡，可以

做什麼樣的改善，或是精進的可能。 

二、性平處同仁提到央行未來若有相關研究，建議也可適時選擇納

入不利處境群體，這部份希望性平處可以提供具體的操作方

法。像我們在做研究時，會希望可以把多元性別的概念放進來，

但在實務的操作上，大家常不知道如何操作，如何撈出資料。 

決  議： 

一、洽悉。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經研處參考。 

二、金檢處 113年績效指標「不同擔保品座落縣市別之房貸性別資

料分析」報告，列入下次（第 50次）會議專題報告。 

報告事項第四案 

案 由：本行 112 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列為繼續

追蹤列管項目之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說  明： 

一、依行政院函頒之「112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考核及獎勵計畫」，行政院辦理實地考核完成後，由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彙整考核委員改善意見送請各部會納入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進行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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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於112年10月間至本行進行實地考核，113年1月3日函送

本行考核結果及考核委員建議事項。考核委員及性平處改善意

見經彙整計15項，列於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追蹤列管；經本

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47、48次會議追蹤列管，尚未解除追蹤

列管項目計3項，皆建議解除追蹤列管。 

三、檢附本行112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表（附件4）。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王諮議愛嵐： 

附件 4 第 2 頁本處建議事項後段「……推動範圍擴及機關內部

情形之面向，惟較少運用外部資源，未來可思考如何結合外部

資源加以執行」，央行回應的辦理情形是新增參與鄰近機關職場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聯合托育教保服務之外部面向，其實性平處

指的「較少運用外部資源」，係宣導推廣性平時結合外部資源。

不過本處也了解央行其實有相關辦理情形，例如附件 6第 11頁

提到央行向教育單位推動性別平等，此種作為，其實已經結合

了外部資源宣導性平，因此建議填報辦理情形時宜更對應該項

建議。 

決  議：請人事室依性平處意見修正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第五案 

案 由：業務局「個人支票存款戶之性別票信狀況分析」專題報告。 
說 明： 

一、113年3月27日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47次會議討論事項案由

二「本行114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各局處室112年1

月至113年2月辦理情形，以及考核評核項目【三、性別主流化

（二）性別分析辦理情形】擇定辦理單位，提請討論」案，決

議一、「請業務局辦理『個人支票存款戶之性別票信狀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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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二、茲業務局已完成「個人支票存款戶之性別票信狀況分析」報告

並填報於114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相關項目，爰於此次會

議進行專題報告。 

三、檢附「個人支票存款戶之性別票信狀況分析」報告（附件5）。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一、個人支票存款戶開戶數男性約佔 61%，女性約佔 39%，退票數男

性亦約為女性的 2 倍；但男性開戶數多，退票數本就會較多，

因此是否考量男性與男性比、女性與女性比，例如男性的 61%

裡其中退票的比例是多少、女性的 39%裡退票比例是多少，以了

解不同性別的信用情況。 

二、建議未來可再深入就年齡層進行性別票信狀況分析，或可做為

未來研議支付政策之參考。 

林委員承宇： 

這份報告以性別為主體，提供了關於個人支票存款戶的票信狀

況資訊，予以肯定。建議未來深耕此議題時，以央行為主體的

角色出發，積極運用資料，研議央行可改善、可推動之處，形

成央行對性平可有的積極性作為。 

決  議：洽悉。委員意見請業務局參考。 

報告事項第六案  

案 由：經濟研究處「近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專題報告。 

說 明： 

一、本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部會層級議題「融入性別

平等意識的勞動情勢研究分析」之113年績效指標為完成「近

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經濟研究處已於10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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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於此次會議進行專題報告。 

二、檢附「近年就業與薪資之性別差異分析」報告（同附件3-1）。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王諮議愛嵐： 

請教文獻回顧部分，「托育補助及育兒給付均造成女性就業減

少，其中，托育補助將擴大性別薪資差異，生育給付則導致性

別薪資差異縮小」，可否補充說明原因？ 

羅專員久峯： 

該文獻指出由於生育給付的規模較大，因而造成女性勞動工時

減少較多，由於 W(薪資)=P(產品價格)*MPL(勞動邊際生產力)，

且由於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因此在生育給付下，工時投入較

托育補助下更少，致勞動邊際生產力較高，因此薪資相較於托

育補助為高。 

林委員承宇： 

這份報告兼顧央行與性別主體，融入得很好，予以肯定。 

周委員愫嫻： 

就報告結論提供參考意見。以分析結果來看，本報告以幾個變

項來預測勞參率與失業率，其中年齡及性別是靜態因子，無法

改變，而教育程度是可以改變的。因此若欲改善整體勞參率、

失業率，從政策上可以改變的、更關鍵的是教育。 

陳委員曼麗： 

一、過去我們了解到，低學歷低薪，能做的行業非常有限；惟因 9

年、12 年國民義務教育，再加上年齡層的分析，這些人會越來

越少，慢慢地不在就業市場。 

二、疫情期間，有一些社會學者提出觀察，有些薪資尚可的男性因

疫情或其他原因離開原職場後，他其實不願意去比較低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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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薪資比較低的領域；但同樣離開原職場的女性，即使新

的工作待遇較低，仍會願意再投入職場。因此可看到不同性別

對於職場的工作需求及投入意願就不太一樣，但女性投入的可

能就是一個較低薪的行業。 

三、建議政府宜適時提高最低工資一節，提高最低工資宜了解勞資

雙方訴求，會較平衡。 

決  議：洽悉。委員意見請經研處參考。 

貳、討論事項 

案 由：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112年 1

月至 113 年 9 月）外部學者專家書面審查意見及本行相關單

位回應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行依113年5月21日本行性別平等業務113年第2次內部單位會

議決議，於113年6-7月間辦理第1次外部學者專家書面審查本

行11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112年1月至113年5月辦

理情形。外部學者專家審查意見，經請本行相關單位回應說

明，提報113年7月26日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48次會議審

查，會議決議：「請各單位參酌外部學者專家之書面審查意見、

本行外聘委員及行政院性平處建議，修正辦理情形。」 

二、茲本行各單位已參酌並修正更新辦理情形至113年9月，為賡續

精進本行性別平等業務辦理情形，本行於113年10月16日函請

外部學者專家3人進行第2次書面審查，審查意見已請本行相關

單位擬具回應說明。 

三、檢附： 

（一）114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表（附

件 6）。 

（二）114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自評及外部學者

專家審查分數一覽表（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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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4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外部學

者專家審查意見（附件 8-10）。 

（四）114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項目本行辦理情形外部學

者專家審查意見及本行相關單位回應說明（附件 11）。 

（五）佐證資料（附件 12）。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吳委員坤山： 

考核項目【四、（二）1.(2)本院所屬各部會及三級機關一級單

位女性主管比率】，本行一級單位女性主管比率 55%，女性職員

比率 57%，但職員母數較一級單位母數大很多，因此女性分別占

比 55%與 57%實質上是相當的，卻因為女性主管比率未大於女性

職員比率而依考評標準被扣分，似過於嚴苛。 

周委員愫嫻： 

一、建議性平處在訂定考評標準時可參考統計原理，55%與57%雖有

差異，但在統計上可能是不顯著。 

二、建議可以檢視審查人員分數與央行自評分數差距較多的項目，

參酌審查人員意見加以補充精進，可讓得分跳躍較快，效益較

高。 

陳委員曼麗： 

一、關於考核項目【一、（三）各機關辦理國際交流情形】，建議

央行可考量自辦國際交流活動，納入性平相關議程。 

二、建議檢視得分未達配分60%之項目，參酌審查人員意見調整精

進。 

林委員承宇： 

外部審查人員提及，央行雖有「向其他機關或(地方政府)推動

性別平等」的作為，但宣導方式流於形式云云，建議像外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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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局未來在辦理相關宣導或活動時，兼顧央行主題與性平主

體，有意識地融入性平內容，並於宣導或活動後的問卷或回饋

中，以相關的問題再向被宣導者提醒性平意識。 

蘇委員秋靜： 

國庫局每年辦理之國庫業務及債券業務講習，自 113 年起已積

極融入性平意識，包括學員的報名表增加性別統計、將性平宣

導納入正式課程、在意見調查表中增加與性平相關問題，學員

亦表達正面回饋，以及最後課程光碟內一併收錄性別平等宣導

影片，函請各代庫機構及清算銀行一併推廣，比起 112 年有相

當大的精進，非僅流於形式。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王諮議愛嵐： 

有關向民間推動性別平等，可至本院性別平等會官網參用本處

製作之 6 份性別友善職場圖文懶人包，及性別友善職場宣導短

片，包括五大面向的實際做法並搭配案例。 

決  議：請各單位參酌外部學者專家之書面審查意見、本行外聘委員

及性平處建議，修正補充辦理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