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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政風人員至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研習中心受肅貪業務專

精班訓練之參訓人員性別分析 

壹、基本資料分析 

法務部廉政署為提昇精進現職廉政人員對於執行貪瀆或相關犯

罪調查業務之專業知能，俾能充分運用司法調查權限，及有效結合政

風職權，發揮整體肅貪能量，由廉政署規劃肅貪業務專精培訓課程，

於年度內預為規劃數門專題課程、梯次並於廉政研習中心開辦，廉政

研習中心地點位在新北市坪林區大林里逮魚堀 49 號，地處偏遠，採

每一梯次為期 5 日之訓練及開放申請住宿方式辦理，以供政風人員參

訓，合先敘明。 

旨揭肅貪培訓課程參訓流程為政風處依本府政風人員參訓意願

推薦報名，錄取名單由法務部廉政署擇定，由 109 年度來看本府政風

人員至廉政研習中心參加該署辦理之肅貪業務訓練共計 5 人，分別為

第一梯次「搜索扣押專題」計 2 人參訓，第二梯次「偵查書類與筆錄

詢問專題」計 3 人參訓。 

表 1、法務部廉政署 109年肅貪業務專精班- 

本府參訓人員數  

  單位：人 

類別 人 數 

本府政風人員(正式人員員額數) 130 

第 1 梯次 2 

第 2 梯次 3 

經檢視本府政風人員於 109年度至廉政署廉政研習中心參加該署

辦理之肅貪業務訓練 5 人中，性別分析分別為第一梯次「搜索扣押專

題」參訓人員中男性為 1 名、女性為 1 名(本府政風人員男女比為 67:63)，

第二梯次為「偵查書類與筆錄詢問專題」參訓人員中男性為 1 名、女

性為 2 名(本府政風人員男女比為 67:63)，雖呈現部份訓練梯次有男女

比例稍微不均之現象，但大致上仍均衡。 

表 2、法務部廉政署 109年肅貪業務專精班- 

本府參訓人員性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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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第一梯次-搜索扣押專題訓練參訓名冊】 

本府政風人員 

(正式人員員額數) 

男：67名 女：63名 男:女 = 67: 63 

政風處推薦本府 

政風人員參訓 

男：1名 女：1名 男:女 = 1 : 1 

【第二梯次-偵查書類與筆錄詢問專題訓練參訓名冊】 

本府政風人員 

(正式人員員額數) 

男：67名 女：63名 男:女 = 67: 63 

政風處推薦本府 

政風人員參訓 

男：1名 女：2名 男:女 = 1 : 2 

 

由上述資料得以看出，從 109 年度參訓狀況，政風處推薦人員參

訓係調查並依據個人意願擇取，女性參訓意願不小於男性參訓意願，

部份訓練梯次也些微呈現女性占比稍高之現象，可看出女性對於自我

的工作專業重視度提高，參與培訓的意願尚非以往刻板印象中，工作

層面男性較女性專業之刻板印象。 

惟另對比近 3 年參訓狀況來看，參考【表 3】，參訓狀況是否達到

性別平等及促使女性報名情形趨於穩定，仍可深入瞭解。 

 

 表 3、政風處推薦本府政風人員參訓人數   單位:人數 

歷年各梯次 男 女 

107年第一梯次 1 1 

107年第二梯次 2 0 

107年第三梯次 2 3 

108年第一梯次 2 1 

108年第三梯次 1 1 

109年第一梯次 1 1 

109年第二梯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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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影響差異交叉分析 

一、109年度各梯次參訓性別差異分析 

以 109 年本府政風人員至廉政研習中心參訓性別來看，女性參

訓人數較男性來的多，又男性參訓人數占男性政風人數比與女性參

訓人數佔女性政風人數比例，顯示兩性別參與培訓比例差不多。 

 

表 4、法務部廉政署 109年肅貪業務專精班- 

本府參訓人員各梯次性別占比 
單位：人 

梯次      性別 男性人數 男性占比 女性人數 女性占比 

本府政風人員數 67 51.54% 63 48.46% 

第 1 梯訓練 1 1.49% 1 1.59% 

第 2 梯訓練 1 1.49% 2 3.17% 

圖 1、法務部廉政署 109年肅貪業務專精班- 

本府政風人員各梯次性別參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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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 3年度參訓性別差異分析 

以 107年至 109年之近 3年度各梯次參訓性別來看，女性參與

占比，顯示女性參與培訓之人數不穩定，參考【表 5】及【圖 2】。 

 

    表 5、近 3年度本府政風人員各梯次參訓性別 
單位：人 

屆別      性別 男性人數 男性占比 女性人數 女性占比 

總計(19) 10 52.6% 9 47.4% 

107 年第 1 梯 1 50% 1 50% 

107 年第 2 梯 2 100% 0 0% 

107 年第 3 梯 2 25% 3 75% 

108 年第 1 梯 2 66.7% 1 33.3% 

108 年第 3 梯 1 50% 1 50% 

109 年第 1 梯 1 50% 1 50% 

109 年第 2 梯 1 33.3% 2 66.7% 

 

圖 2、近 3年度本府政風人員各梯次參訓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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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年齡層差異分析 

從 107年及 109年度本府政風人員基礎分析中，得以看出其中差

異： 

(一) 男性主要以 30-39歲為大宗，占男性總人數 60%；次為 40-49

歲，占男性總人數 30%。 

(二) 女性主要以 30-39歲為大宗，占女性總人數 66.7%；次為 20-

29歲，占女性總人數 33.3%。 

表 6、107年度至 109年度本府政風人員參訓之年齡層 
 單位：人 

性

別 
年齡層 

總計 小計 107(1) 107(2) 107(3) 108(1) 108(3) 109(1) 109(2) 

19 19 2 2 5 3 2 2 3  

男

性 

50 歲以上 

10 

1      1  

40-49 歲 3    1 1  1  

30-39 歲 6 1 2 2 1    

20-29 歲 0        

女

性 

50 歲以上 

9 

0        

40-49 歲 0        

30-39 歲 6 1  3    2  

20-29 歲 3    1 1 1  

 

圖 3、107-109年度男性年齡占比  圖 4、107-109年度女性年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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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觀之，女性報名參訓人數相較男性而言，以年輕族群參訓

意願較高。 

參、結論 

一、現代社會中，女性職業發展多樣化的角色 

現代社會中，女性於工作上專業與能力業與以往傳統刻板印象

中大相逕庭，並且透過相關專業培訓課程提升自我能力，在職場上

發展多樣化角色。 

二、本府參加肅貪業務訓練分析 

(一) 以性別基礎差異分析而言： 

    以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性別基礎差異分析中，女性參

訓意願逐漸提高，顯示女性對於工作專業度上及提升自我

能力意識漸增，惟以近 3 年度來看，各年度梯次女性參訓

報名數由 0 至 3 人，男性參訓報名數則穩定 1 至 2 人，女

性參訓人數相較男性不穩定。 

(二) 以年齡層基礎差異分析而言： 

    客觀來看，女性參訓意願相較男性而言，年輕族群相對

多數，此可能涉及是否有婚姻家庭等因素(如撫育幼童等)，

又因受訓地點位在廉政研習中心，地處偏僻，每一梯次受訓

時間為期 5 日，到班訓練業須遵守中心規定及中心供應之

伙食等，參訓意願尚涉及有地緣或生活習慣等個人因素。 

肆、促進性別平等政策措施或方案執行 

一、 促進性別平等方案提報： 

    提報「肅貪業促專精班參訓性別人口數」性別統計指

標；並依報名狀況，研議如何增加某一性別參訓人數或達到

某一標準之方式(例如：加強宣導)，盡量使男女參訓比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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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促使各性別參與人數穩定。 

二、 促進性別平等方案分析與選擇： 

(一) 提報「肅貪業促專精班參訓性別人口數」性別統計指標，

可藉每年的性別報名數來參考是否達到改善性別平等參與

情形；並依報名狀況，研議如何增加某一性別參訓人數或達

到某一標準之方式(例如：加強宣導)，此有助於逐步改善性

別參訓比例，及促使某一性別報名人數穩定。 

(二) 經本處 110 年第 2 次性平平等專責小組會議之討論決議

選定上開方案，以達成逐步改善性別平等參訓之目標，期藉

本性別指標中，除藉由參訓增進政風機構人員相關專業知

能外，亦能重視及探討性別議題，以達實質性別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