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4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主席：黃傅召集人淑香                                      紀錄：官家安 

出席：戴副召集人興達、姜委員貞吟、賴委員文珍、饒委員佳汶、林委員作嘉、

楊委員安光、吳委員昌駿、宋委員瑋玲、温委員琳琳、黃委員琴喨、許委

員仲文、王委員勝弘、蔡委員濟民、性別平等辦公室朱研究員泳家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頒發外聘委員聘書（姜委員貞吟、賴委員文珍） 

三、 業務單位報告: 

1. 111 年本局性平專責小組名單已更新發布於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2. 本局 110 年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已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及 10 月 26 日 

        辦竣，共召開 2 次。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檢視 110 年本局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表 (附件 1)，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檢視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教育、文化與媒體面向執行成果表 

              (附件 2-1) 、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執行成果表(附件 2-2)，提 



              請討論 。 

(一) 姜委員貞吟： 

1. 有關客家短片參賽人數，可提供去年成果報告供委員參考。 

2. 有關客家社團是否有包含客家宗親會或祭祀公業？ 

3. 鼓勵大量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培力女性），自然會提高女性比例。 

4. 有關補助客家藝文社團部分，可鼓勵藝文團體在提案計畫加入性

平課程（活動）。 

(二) 饒委員佳汶：有關歷年的客家短片得獎作品，皆放置於本局官網，

會後提供網址連結供委員參考。 

(三) 賴委員文珍： 

1. 有關客家短片拍攝者和陪拍人，可考量其性別意識培力及性別意 

識的關聯性。 

     2.有關客家社團幹部人數可否提供具體數據，可瞭解性別比例和落 

       差。另請問客家社團幹部定義及名單。 

     3. 有關客家美食料理比賽，除社區組、專業組外，建議可辦理婆媳 

        組或姑嫂組。 

     4. 有關代間志工的定義要清楚。志工業務除了可以和其他局處志工 

        比較，也會因局處特性不同而有差異(例如：消防局鼓勵女性志 

        工參與)。 



        (四)宋委員瑋玲：目前社團業務由社會局管理；其中，經本局檢視社團 

           成立宗旨和客家文化有關者即列入客家社團清單，目前仍在運作者 

           共有 49個社團。客家社團幹部為理事長，會後提供網址連結予委員。 

       (五)黃傅召集人淑香：有關美食料理比賽，今年規劃以「客家粄」為主  

題，亦請同仁持續思考促進女性參與的機制。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餘參採委員意見辦理。 

提案三：有關本局 111年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性別分析-客家美食料理比 

        賽之參賽人員性別統計分析(附件 3)，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檢視本局 111 年性別影響評估案件(重大施政計畫類-客家局所屬 

     館舍推動志願服務計畫(附件 3-1)及非重大施政計畫類-崙坪文化地景園廁

所改善計畫(附件 3-2)，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研擬 112年具體行動措施執行方向及 112年結合企業、民間組 

      織(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之執行方向-客家局所屬館舍推動志願服務計畫(附件 

      3-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本局 CEDAW案例宣導媒材(附件 4)。 

    說明：依據 113年性平考核指標規定，請將研擬完成之 CEDAW宣導媒材， 

    於 111年進行至少 1次對民眾之 CEDAW宣導。 

    決議：於 111年 4月 29日社團業務說明會進行對民眾之 CEDAW宣導。 

    提案七：本局各類場館廁所標誌檢視情形(附件 5、附件 6)。 

     (一)姜委員貞吟： 

1. 有關廁所標誌建議可多參考國外案例，除了區分男女 性別外，有關性

平刻板顏色 (例如男生是藍色、女生是粉紅色)的改變，也是打破性別

刻板印象的重要一環。 

2. 廁所水龍頭也可以注意是否對使用者或障礙者友善(例如按壓式水龍頭

出水秒數太短，使用者須一直按壓)。 

(二)戴副召集人興達：無障礙廁所的設置須符合身心障礙法規規定，如欲 

    加設其他性別友善等設施，仍須優先考量是否會妨礙身心障礙者使 

    用。 

     (三)黃傅召集人淑香：廁所整體規劃須考慮動線及使用便利性，例如性別 

         友善廁所，可將小便斗設置在後方，避免女性一入廁所即看見男性使 

         用小便斗的尷尬。 

      決議：參採委員意見辦理。 

  



   提案八：請各機關每年應對民眾辦理 1次性別平等措施(非 CEDAW)，並於 

           會議中報告機關落實性別平等之規畫，提請討論(附件 7)。 

(一) 姜委員貞吟：可分兩面向進行討論，一是有關菱潭街整體活化問題，一 

是否能建議下鄉（客家鄉鎮）播放，以擾動社區。   

(二) 賴委員文珍：有關「愛別離苦」這部紀錄片，可再深度談論女性議題，  

例如：女性就業、女性受暴力、女性在家族地位皆是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決議：參採委員意見辦理。    

 提案九：自辦 CEDAW教育訓練實體課程。  

  說明：本局規劃於今年下半年舉辦 CEDAW教育訓練實體課程，將參考 CEDAW資 

  訊網培訓教材-CEDAW生活案例手冊，邀請學著專家至本局授課。 

  決議：照案通過。     

五、 其他發言紀要： 

(一)宋委員瑋玲：有關友善廁所的定義？ 

    (二)賴委員文珍：有關友善廁所（跨性別廁所）可以從需求面來討論，不

一定從生理性別區分。 

    (三)朱研究員泳家：有關客家局提出的性別影響評估案-伯公照護站、崙坪

廁所，未於性別預算表中列出相關經費。 

    (四) 楊委員安光：有關伯公照護站計畫的預算是客委會撥付的代辦經費，

非屬市府預算，故未納入性別預算表。 



    (五)吳委員昌駿：有關崙坪文化地景園廁所改善計畫，預算來源為台灣電

力公司促進電力營運協作金，故未納入性別預算表。 

     (六) 賴委員文珍：有關性別統計分析，建議每年可分析一個館舍的進館人 

          員年齡，再從中分析特定年齡層的需求，做為下一年度編列性別預算 

          改善項目經費的參據。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4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