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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6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貳、 地點：國防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軍政副部長柏鴻輝先生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會議情形： 

●承辦單位報告：（略）。 

●第 35次會議管制項目執行情形報告：（略）。 

一、張珏委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參與的國際事務目前性別平等議題中

，有關聯合國的部分主題與目前性別平等議題有密切

相關，請該院說明有無邀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至單位

實施授課。 

二、主席： 

請整評司管制國防安全研究院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訓練

課程，課程內容邀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參與，採座

談或論壇方式實施，達到彼此間能相互觀摩與學習。 

三、張珏委員： 

請國防安全研究院針對單位人員分配、性別平等參與

情形，以及平日研究重點，實施專題報告，若內容屬

機密性質，則不需提供書面資料，僅於會中實施報告

即可。 

四、嚴祥鸞委員： 

(一)請人次室研擬高階幹部培訓課程具體做法，以強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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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識概念；另在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中，性

別工作平等法案件無時效限制，而性騷擾防治法案件

有1年的時效限制，請人次室加強宣導，以避免造成官

兵觀念混淆現象。 

(二)請法律司評估有關性騷擾案件訴願決議書引用CEDAW

公約之可能性。 

五、主席： 

請人次室針對高階幹部培訓課程規劃，及法律司評估

性騷擾案件訴願決議書引用CEDAW公約之可能性，並於

後續會議實施專題報告。 

六、行政院代表： 

針對現行發生性騷擾案件均會實施通報，在過去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時，需於知悉24小時內通報

相關主管機關，以避免學校、部隊，或國防部機關行

政程序處理上的窒礙；另於調查處理期間，原則上為2

個月，必要時得延長2次，一次以1個月為限，請國防

部可針對組織的特性，在處理程序上做一個合理有效

的檢討與策進，使單位有所依循，避免衍生例行性的

處理模式；另外，在性騷擾、性侵害處理過程中，係

需要尊重當事人的情緒及感受，這也是需納入時效考

量的部分，以上建議提供國防部做參考。 

七、主席： 

當性騷擾案件進入法律程序時是相當冗長的，並非一

時之間就能解決，所以，需建立兩造當事人有一個完

整公平性的處理機制，使雙方在實務運作上均能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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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另外，國軍也特別注重軍紀問題，絕不容許部

隊肇生軍紀事件，所以，在案件處置上更需謹慎，以

免肇生後遺。 

八、承辦單位： 

本部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需於24小時完成通報，兩

個月內完成調查，視案情需要得延長一個月，符合相

關法令規範。 

九、主席： 

教育是一種手段，其效果能否導正官兵正確觀念，因

為沒有具備正確的觀念，會導致在執行法令解釋上的

觀念不同，至於談論教育必需著重問題出在哪些階層

，不需對官兵舉辦更多的課程，以免課程流於形式；

另國軍官兵的任務是戰訓本務，及維護臺海安全為目

標，所以，性別平等課程應採重點式教育，而非將官

兵視為萬能的，而將非必要性任務積壓在官兵身上，

當情緒管理失衡時，就會造成部隊更多問題，所以，

精進部隊官兵情緒管理，才是最基本的。 

十、行政院代表： 

(一)國軍首要任務是「作戰訓練」，在性別平等課程中，行

政院每年均要求各部會完成相關性別平等課程時數，

並訂定教育訓練計畫，並隨性別平等觀念不斷邁進來

精進性別議題，而非一成不變的標準。建議國防部在

作戰及訓練課程中，納入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二)請國防部檢視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是否依官兵需求實

施授課，避免內容流於形式，因為不論是機關或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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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談論的性別平等觀念，均要融入日常生活中，並落

實於文化、觀念及環境上，才有助於部隊營造友善的

性別工作環境，有效降低性騷擾、性侵害案件肇生。 

十一、主席： 

本部性別平等課程是依既有制度推展，並非增加非必

要內容，而失去其主軸及重心，所以，課程內容對官

兵是否有實際幫助，才是本部關注的部分，感謝行政

院提醒，我們會持續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及教育訓練。 

十二、廖福特委員: 

同意針對管辦事項解除管制，惟管制事項如有需持續

辦理事項，應追蹤管制，以維性別平等工作推動。 

十三、張珏委員： 

(一)高階幹部可利用舉辦座談會時機，與委員交換意見，

透過談論過程，瞭解自身不足之處；另有關心理健康

方面，除了菸酒、檳榔防治外，心理健康也需要提升

，因為不論是「性別」與「健康」或「性別」與「情

緒」均很重要，畢竟男女表達方式不同，以致應對方

式也需瞭解，方能減少衝突。 

(二)請軍醫局在實施心理衛生士的訓練時，納入「性別」

與「心理健康」的課程，以建立官兵心理健康概念及

強化官兵危機處理能力。 

十四、主席: 

(一)性別平等課程內容應依位階、層級做有效率的規劃，

而不能一體適用，因程度不同，所能吸收的觀念就不

同，在未來課程設計上，可請老師提供意見，使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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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的教育方式能有效推展。 

(二)針對本部心理健康的管理，包括軍醫局、心輔室及社

工人員的介入，是藉由專家學者的專業力量，來傳遞

心理健康的專業知識，若無專家學者，在部隊中尚有

輔導長，但因渠在心理衛教、心理健康管理，或性別

平等課程的專業認知尚有不足，必須借助老師、委員

或是社福的介入協助處理。請軍醫局於下次會議提供

現行做法，供委員參考。 

十五、嚴祥鸞委員: 

建議人事部門有效依位階、層級規劃相關課程內容，

以達教育訓練之目的。 

十六、主席: 

請業管單位依階層有效規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內容及

預達成目標，邀請專家、學者一同參與，並由部隊主

官(管)親自督導，以確實掌握課程內容是否符合實需

；另本部在政策面及課程內容上應依行政院指導，以

問卷方式瞭解官兵實際需求與可接受範圍，採雙方互

動方式，建立性別友善環境，以精進課程之目標。 

●本部近期重要工作報告 

一、國防部110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修正(略)。 

二、110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略)。 

三、本部所屬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基金會之任一性別比例辦

理情形(略)。 

(一)行政院代表： 

1. 建議國防部在教育訓練課程中，針對所屬人員需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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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及瞭解，包括依不同階層設計不同課程內容，

以達到教育訓練的需求及目的。 

2. 感謝國防部在性別預算部分，已依行政院所訂注意事

項報送備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無附加意見；另針對

國防部無法達到任一性別比例部分，可理解本部囿於

組織任務比例結構特性，在短期內全面達成有一定的

困難度，而在廉政會報部分，行政院已請法務部針對

「廉政會報作業要點」進行評估修正，包括研議放寬

納入職務兼任層級規範對象等。所以，各機關如何在

專家學者與社會公正人員額規範條件下，適時引進部

外專家學者，這部分在性別比例上也需兼顧；另外，

建議國防部可積極培訓優秀女性幹部，並針對將(校)

階女性軍官實施相關培訓課程，請國防部進行統籌規

劃，以逐步達到任一性別比例要求。 

(二)主席： 

感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的指導，有關女性人力運用無

法達到部分，本部在國軍女性幹部的培養上不遺餘力

，尤其，國軍自招募女性幹部進入軍中以來，女性將

級幹部越來越多，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本部已非常努

力，請行政院在這方面能夠多多包涵；另請承辦單位

針對政風室及全動署等2個委員會性別比例部分，持續

協助處理。 

(三)廖福特委員： 

國防部在男女性別比例結構的提升上已相當努力，且

國防部及各軍種均有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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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比例好像稍微懸殊，我想瞭解針對任一性別比

例的結構是如何組成，是否有特別規定及原因，請承

辦單位說明。 

(四)承辦單位： 

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相關規定，經本部召開專

案會議，已針對委員編組之任一性別比例修訂提升為

40%，但需於明(112)年重新聘任時才會達到；另本部

專案會議中全動署及政風室表示，截至112年止，仍無

法達任一性別比例要求，故於本次會議提出報告。 

(五)主席： 

感謝各位委員的指導，針對「女性人力培育」或「任

一性別比例」的建議，本部會朝目標努力。 

●專案報告-近 1年性騷擾案件實施綜合分析報告(略)。 

一、張珏委員： 

建議人次室將每一圖表採交叉分析方式比較，並非僅

使用單一圖表表達，如以不同年齡、性別、當事人進

行交叉分析比較，才能更清楚將統計資料中需檢討及

精進部分顯示；另外，針對案件檢討及精進作法，需

從相互對應的面向進行說明，以清晰表達圖表內容。 

二、主席： 

請人次室在年齡、教育程度、場域等態樣進行交叉分

析比較，透過分析得出結論，以有效達到預防機制。 

三、嚴祥鸞委員： 

請人次室針對不成立及撤案的行為態樣需實施交叉

分析比較，例如在實務上常發生調查委員與未實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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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的委員所做的決議內容不同，或在同意或違反

意願等法律用語上認知不同等事件，以作為案件檢討

及課程內容參考案例，惟國防部目前尚未有自己的案

例及相關數據，以致無法在課程中精準判斷肇案原因

，及與學員分享處理機制。 

四、主席： 

針對嚴老師給予建議態樣內容完成相關交叉分析比

較，才能在單位肇生性騷擾案件時，不違背法制面向

做出謹慎處置，以有效防範性騷擾案件的發生。 

五、廖福特委員： 

建議將課程內容納入實務上具體案例，使國軍官兵真

正了解同僚間的相處行是否合宜。 

六、行政院代表： 

(一)建議將不成立及撤案的標準訂定明確規定，以強化官

兵基本認知及維護當事人權益。 

(二)有關調查小組與未實際參與調查案件之委員會，所作

出決議不同，係應由個案去瞭解原因，若因調查程序

不完備，應再行重啟調查，若無其他原因，而直接做

出與原建議相反處分，將影響當事人權益。 

七、主席： 

感謝行政院及委員對本部性別平等業務的指導，期許

本部性別平等工作能成為各部會的榜樣，更希望各位

委員予以鞭策，如此，才能使本部性別平等工作更精

進，這是相當重要的。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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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裁）示： 

一、整評司管制國防安全研究院，邀請專家、學者或國際

代表參與，採座談或論壇的方式實施性平議題研討。 

二、國防安全上性別觀點融入軍事任務，請國防安全研究

院針對單位人員性別比例、性別平等參與情形，以及

平日研究重點，實施專題報告。 

三、請人次室研擬高階幹部培訓課程具體做法，以強化其

性別意識概念，於下次會議實施專題報告。 

四、請人次室應依官兵階級來規劃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

，並於課後實施問卷評估，來瞭解官兵實際需求與可

接受範圍，以達精進課程內容之目標。 

五、在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中，性別工作平等法無時

效限制，而性騷擾防治法有1年的時效限制，請人次

室加強宣導，以避免造成官兵觀念混淆的現象。 

六、請法律司評估有關性騷擾案件訴願決議書引用CEDAW公

約之可能性，並於後續會議實施專題報告。 

七、軍醫局在實施心理衛生士的訓練時，納入「性別」與

「心理健康」的課程，以建立官兵心理健康概念及強

化官兵危機處理能力。 

八、人次室將不成立及撤案的標準訂定明確規定，以強化

官兵基本認知及維護當事人權益。 

九、請人次室修正專案報告，針對年齡、教育程度、場域

、不成立及撤案等態樣，以圖表採交叉分析方式來比

較，透過案例分析提供部隊運用，以收性騷擾防治之

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