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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11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1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4樓 401會議室 

參、 主席：陳副局長麗娟                  紀錄：惠淑賢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柒、 前次會議決定(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解除列管「出生性別比建議可加入本市近幾年數據，以利做比較及瞭

解本市推動之成效，以呈現出生性別比之狀態」。 

捌、 工作報告： 

一、 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面向辦理情形 

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委員提問摘要及各科回應： 

(一) 周愫嫻委員：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於

111年 5月 13日召開，國際專家提出 92點次人權相關注意事項，

其中即有建議本國應制定有關精神健康之指標和基準以衡量心理

健康權的實現情況。該指標應為中央部會制定，建議桃園市可以專

業角度建議中央相關指標制定之參考。 

(二) 心理健康科回應：將於會後瞭解該項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並規劃合適的指標以回應兩公約委員之改善建議，並與

中央討論及溝通相關後續規劃方向。 

決定：請心理健康科會後確認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並與中央討論後續規劃方向。 

二、 110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執行成果 

張自強委員：有關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及本府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

委員任期將於 110 年 12 月底任期屆滿，爰擬於下屆遴選委員時配合辦

理，再請補充遴選結果。 

決定：洽悉。另請秘書單位更新本局各委員會遴選後之結果。 

三、 111年 CEDAW媒材之宣導規劃 

心理健康科：女性心理健康－淺談產後憂鬱症影片為將 110年電台專訪

過程，加以錄製並剪輯為 1部 24分 34秒長度的教育影片，並規劃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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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下半年度公布於線上媒體(如臉書)進行宣導。 

決定：洽悉。另請心理健康科思考及評估剪輯「女性心理健康－淺談產

後憂鬱症」短片之可能性，以利提升宣導之便利性及友善性。 

四、 本局各類檢核表(涉及標誌者)及局所廁所標誌檢視情形 

張自強委員：有關廁所標誌一案，建議以中性標誌為主，不要有其他影

射意涵為主。現整修之衛生所廁所標誌，建議使用如衛生局內部之中性

標誌呈現，無整修之衛生所，若有機會調整，也可盡量呈現局所的一致

性，避免後續爭議。 

決定：洽悉。另請綜合企劃科轉知桃園區、平鎮區及楊梅區衛生所如遇

廁所標誌修整時，配合辦理。 

玖、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綜合企劃科 

提案案由：有關本局擇定 112年性別影響評估案件一案，提請討論。 

委員針對提案內容提問摘要及各科回應： 

(一) 林參事茂山：有關「補助地方設置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三年計畫」

中說明 110年評估個案中男性佔 71.8%，女性占 28.2%，建議應補

充說明該項性別差距的特殊原因，針對該現象加以探討，以助益計

畫之未來研擬方向。 

(二) 健康促進科回應：將配合於會後補充相關內容。 

決議： 

(一) 重大施政計畫：長期照護科「全方位口腔照網絡實施計畫」。 

(二) 非重大施政計畫：健康促進科「補助地方設置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

心三年計畫」，並請健康促進科依參事意見補充相關資訊。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提案案由：有關本局擇定 111 年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分析案，及審查 111

年性別預算一案，提請討論。 

委員針對提案內容提問摘要及各科回應： 

(一) 周愫嫻委員： 

1. 有關「桃園市接受藥事照護服務人數」，其「藥事照護」定義為何，

另「桃園市成人預防保健利用人數」建議改為使用人數，避免疑義。 

2. 於疫情期間，可以提供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者所需慢性處方籤及相

關用藥至民眾家中，是相當貼近民心並且政策到位的一種作法，並

減少民眾恐慌，建議可增加該特殊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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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張自強委員：附議，有關整合型用藥安全網絡計畫的性別分析之性

別統計交織類別為「性別」與「年齡」，與前案性別統計複分類「性

別」與「照護種類」不同，再請釐清。 

(三) 藥政管理暨稽查科回應： 

1. 藥師於給藥過程中若符合食藥署規範者，即可列為藥事照護之個案，

照護類型分為社區式(藥師於藥局內提供服務)及居家式(藥師走入

民眾家中提供服務)。因近年來，民眾對於外來陌生人及疫情關係，

防備心較強，執行上較為困難，爰 109年及 110年個案數較 108年

逐漸減少。 

2. 目前社區藥局藥師有提供確診者送藥到宅服務，將配合納入統計。 

3. 將統一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之複分類為「性別」與「年齡」 

決議： 

(一) 111 年性別統計：藥政管理暨稽查科「桃園市接受藥事照護服務人

數(性別及年齡)」。 

(二) 111年性別分析：藥政管理暨稽查科「整合型用藥安全網絡計畫」。 

(三) 111年性別預算：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健康促進科(秘書單位) 

提案案由：有關本局擇定 111 年機關落實性別平等措施議題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心理健康科之女性心理健康－淺談產後憂鬱症之電台專訪影片。 

提案四 

提案單位：健康促進科(秘書單位) 

提案案由：有關本局擇定 112 年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結合企業、民間

組織(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

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施議題一案，提請討論。 

委員針對提案內容提問摘要及各科回應： 

(一) 周愫嫻委員： 

1. 國際上有各式人權公約，並各與性別議題相互關聯，應思考，如何

補強國際委員建議之政策上不足或尚未執行之處。 

2. 於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於健康

權部分，與性別關連且國際委員重視及提醒的議題有「原住民族的

健康」、「COVID-19疫情」、「未婚懷孕的少女」及「精神健康」。 

3. 於「精神健康」議題中，國際委員即建議「…除了精神疾病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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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院情況外，還應按性別、年齡、種族和其他相關標準制定更多

的統計資料，…。」 

4. 考量桃園市若原住民族人口數較多，可朝該方向研擬方案。並可參

考該項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相關內容。 

(二) 心理健康科回應：本局持續辦理原住民族心理健康推廣，如至本市

復興區、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或偏鄉社區宣導心理健康、酒藥癮戒

治等衛教宣導，並專人服務自殺等心理健康議題個案。 

(三) 林參事茂山：建議可將前項推動成效納入本市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另建議將國際委員重視之健康權相關議題納入

方案研擬。 

決議：擇定心理健康科「原住民心理健康推廣」議題。 

壹拾、 散會：下午 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