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10年「優化性平環境-創造原力無限」計畫

年度執行成果

壹、依據：

一、 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公約之第14條。

二、 依據本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則致力於降低環境

能源科技等領域內性別隔離現象，加強女性在環境、能源、科技、工程、

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領域能力建構與決策參與，並確保在政府所主導

的科學研究、能源政策、減碳與氣候調適與交通規劃設計中，均納入性

別觀點。

三、 依據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環境與交通」之第2項。

四、 配合本市性平四大政策中之「性別友善」目標。

貳、問題說明：

建築物之建築通用設計，為使行動不便者（含老人、肢體或視覺障礙者、

孕婦、病患及幼童等）能享用與一般民眾同樣之生活品質及安全，於規劃階段

考量室內、外環境及設施之安全性與可及性，以整體之無障礙空間，創造優質

生活環境。

然除符合建築法規之相關規定外，是否能有更進一步之增進性別友善，

通行無礙之環境，這是該努力之目標；故本局 特別以位於桃園機場捷運A17領

航站旁之「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暨國際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財團法

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永久會址新建工程」這個集合3個不同使用主軸(如

下圖說明)，而期望能否利用其他不同的思維及方法來檢視出更好之性別友善

環境，並導入性別平等、全齡關懷之設施。

(一)一期工程  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  平常是公園，活動時封閉  )   

(二)二期工程  國際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文創園區公眾使用  )      

(三)三期工程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基金會永久會址(  財團法人私人用  )   



參、計畫目標：

一、 將創造考量行動不便者（含老人、肢體或視覺障礙者、孕婦、病患及幼

童等）能享用與一般民眾同樣之生活品質及安全，於規劃階段考量室內、

外環境及設施之安全性與可及性，以整體之無障礙空間，創造優質生活

環境之露天劇場及原住民文創園區。

二、 財團法人原住民文化基金會(後簡稱原文會)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後簡稱原語會)皆為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後簡稱原民會)出

資協助成立，原文會成立宗旨係在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及經營原住民

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而原語會則是專責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

項。

三、 本計畫將建設一座由原文會與原語會溝通協調後之共同協商之建築物。

肆、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伍、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陸、協力單位：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王正源建築師事務所、劉培森建

築師事務所、精營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與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柒、推動策略：

一、 受益對象:從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進而到使用建物之所有人。

二、 執行方法:

(一)本局於設計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除建築師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外，特邀請外聘委員協助審查，針對公用部分之廁所數量，使用方

式及維護管制而設計出更完善之性平友善環境。

(二)本局將於設計過程中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課程:將於新工處會議室，邀請

性平專家學者，針對處內員工及協力單位，宣導職場性別平等觀念及

性平友善環境，並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之填列。

(三)參與原住民局辦理之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四)深度訪談及調查:本案針對原文會，原語會之員工及主管，依據其不同



職位，不同性別及工作性質而個別抽樣訪談，了解其需求及工作感想

建議，後續將資料彙整，提供給高層參考，並作為後續建築物設計之

參考，藉此增加職場環境之友善性。

捌、執行期程：108年06月 01日至 113年 12月 30日

玖、預算來源:

自本局新工處 109年度預算或中央補助款項下支應。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於公共空間部分，創造了個可容納15000人之露天劇場，平時則是一片

大草地之鄰里公園，有停車場，乾淨之廁所，設計時就充分考量各種狀

況之管制模式，達到舉辦活動不擾民，平常生活更親民之環境。

二、 藉由自辦之性別影響評估課程，除可明瞭本計畫推行時對於性別影響之

探討外，更可進一步了解改進之方向。

三、 再則經對原文會，原語會之員工之訪談及調查，能提升對女性重視程度，

進而提升職場性別友善環境；且也應建議市府原民局與基金會辦理性別

意識培力課程及製作教育課程，共同培植原鄉原民人才。

壹拾壹、 活動成效：

本案建築師於108年 5月 31日決標後，即積極依契約規定，按照需求書

內容設計，新工處邀集外聘委員、處內長官、專管團隊即係設單位召開 2次基

設審查及細設審查會議，除了一般之建築量體，設計圖之正確性檢核，結構、

機電、建築、空調及景觀之完整性外，還針對性平友善環境及無障礙設施與規

畫有進一步討論，本計畫基地透視圖如下； 

針對第一期露天劇場而言，討論該場地若為管制考量，應設計為容易管

制之內外區隔場地；然與會長官及委員皆認為這片空曠之綠地其大部分的時間

(畢竟活動不會是經常都在辦)，應該還是以開放給大眾市民為主，所以對於出

入口設置，動線安排及廁所設置就應更加便利性。而在審查討論過程中，也因

考量衛生問題，將部分坐式馬桶改為蹲式廁所，並重新調整蹲式廁所之地坪與



地面同高(以往採加高處理，造成使用者不便)，並也重新調整男女廁所比例，

更加友善使用者之環境需求。以下是廁所設計之數量及修正對照表

本案已於110年 6月竣工，8月由市長主持啟用典禮，其他特色環境如下

(1)婦幼專用停車位

(2)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

1萬5,000名觀眾進出場動線須均質及快速疏散 驟雨後露天演唱會不因地面積水而中斷 

以軟塑料地墊鋪設勢必傷害草皮的生長 確保露天劇場節能減碳



(3)無障礙電梯(行政中心，劇場戶外)

(4)親子廁所

(5)蹲式廁所(降版處理)，劇場戶外無障礙觀眾觀賞席，行政中心親子、無障礙廁所

而第二期文創園區部分，一樣是由新工處邀集外聘委員、處內長官、專

管團隊即係設單位召開 2次基設審查及細設審查會議，其設計成果延續第一期

之性平友善環境考量之外，還特別邀請性平委員來協助進行了性別影響評估之

教育訓練及協助檢視表之撰寫，以下為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及教育訓練之照片



經過討論過程，了解本案較優之規劃，如服務空間(如廁所，電梯及樓

梯)皆以服務盒概念設置，不致造成使用上之不方便；而建議改進之地方為男

女廁所皆應設置尿布臺，親子廁所應有幼兒座椅，哺乳室應有內外設計(可供

丈夫在外帶小孩等待…等細節，此部分將併入設計中考量，或建請業主添購設

備，以更加完善性別平等友善之環境。

經性平委員指導後，其平等友善之環境及設施如下所述:

1.規劃婦幼車位，無障礙車位，並考量安全方便，直接設置在旁邊。

2.各樓層除配置足夠之男女廁外，還多設置無障礙廁所及哺乳室，尤其

2樓之哺乳室額外設置親子廁所，讓帶嬰兒及小小孩之母親更能無後

顧之憂。

婦幼車位 無障礙車位



3.地形高差大多利用坡道方式取代樓梯，方便行動不便及不易之民眾。

4.利用基地內退縮之空間，規劃具有特色及綠意之步道，取代死板板之

人行步道，讓民眾安全的漫步在山林中。

至於第三期工程已於110年 12月工程決標，預計111年 3月開工；本案

於規劃設計及基本設計其間，與原文會，原語會之主管及員工代表，討論其需

求，空間配置及職場環境友善性進行一系列之討論，並由新工處邀集外聘委員、

處內長官、專管團隊即係設單位召開審查會議，共同參與本案之審查，針對環

境友善及無障礙設計部份說明如下:

1.規劃無障礙車位，並考量安全方便，直接設置在旁邊。

2.設立哺乳室與茶水間相連接(考量職場哺乳室應為擠母乳使用，旁有冰

箱及洗滌場所較為舒適，而非僅能使用廁所)。

3.利用2F~4F中間服務區域(如電梯，樓梯)於前後採挑高方式，以階梯

狀自然採光方式，讓陽光可進入建築物內，營造安全舒適之景象。

4. 陽台部分採外凸及內凹形式錯落，綠色植物及遮陽考量規劃，可使員

工於工作閒暇時可身心受到滋養。

其配置多處訓練教室，市府原民局可與之合作，可培植原鄉原民人才，

亦可合作製作原民局推行之原民性平影片之推廣。



哺乳室與茶水間

2F~4F挑空中庭串連

內凹及外凸陽台錯落

壹拾貳、 計畫檢討及精進作為：

為創造考量行動不便者（含老人、肢體或視覺障礙者、孕婦、病患及幼

童等）能享用與一般民眾同樣之生活品質及安全，於規劃階段考量室內、外環

境及設施之安全性與可及性，以整體之無障礙空間，創造優質生活環境之露天

劇場及原住民文創園區。

及建設一座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發展基金會經共同協商之建築物。

本計畫經由性平輔導後，其公共空間更加友善，而私人空間則更加舒適。

後續建議及應精進作為:

1.建議參與建築相關單位(業主，建築師及設計單位)應加入性平教育訓

練課程，讓設計友善環境為目標之設計理念深耕在心，以達更加完善

之性平友善環境。

2.本基地可發展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中心，可由市府原民局協助，成

為原住民族之聖地，作為台灣全原住民族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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