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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聯合國於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為重要婦女人權

法案。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中，則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的名詞，也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

個概念，是指所有政策活動，均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過去

的政策、立法與資源須要重新配置、改變，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 

 

各國為了貫徹這個理念，紛紛在中央成立專責專職的部會，跨

部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而我國為促進政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強

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行政院特於86年5月6日成立任務

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將婦女團體代表、學者專

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中，透過政府的立法與政策的落

實，使我國婦女的各項權益能於合理公平的前提下確實獲得保障，

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101年 1月 1日行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為強化我國推動性別

平等工作之措施，並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潮流，特於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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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將「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

稱性平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

性別平等政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

府整體施政能落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

工作重要的里程碑。 

 

  「性別意識培力」是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之一，為落實

性別主流化之推動，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培養公務人

員具有性別敏感度，行政院於 93年 10月 21日函頒之「各機關公務

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明定各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訓練課程，歷

經 6次修正，並於 107年 2月 7日函頒修正「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

流化訓練計畫」，將實施對象擴大至政務人員並新增訓練辦理原則。

本局可藉由調查所屬人員興趣及需求、結合性別與主管業務並參考

「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規劃相關課程，透過性

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教育訓練，期能藉此更了解不同性別

者觀點與處境，提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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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與分析： 

（一）本局同仁性別結構 

    本局消防人員，無論男女，近三年來皆無太大變動，但女性人

數則遠遠少於男性人數，約只佔10%，108年男性248人、女性28人；

109年男性246人、女性27人；110年男性245人、女性29人；顯示消

防機關因職務性質特殊，工作體能負擔重，導致男女比例懸殊。 

圖1、近3年本局同仁性別結構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二）性別意識培力時數分析 

  本局依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計畫要求同仁每年務必完成性別主

流化學習時數。本局同仁近3年之性別意識培力時數，平均每人學習 

時數均在5小時以上，分別為108年5.34小時，109年5.37小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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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15小時，符合每年至少2小時之課程訓練要求。另因本市110年

度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實施計畫鼓勵各機關所屬人員參訓，一般公務

人員及主管人員每年參訓2小時以上課程、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含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每年參訓6小時以上進階課程，爰本局

110年度平均每人學習時數較去（109）年增加1.78小時（增幅

33.15%）。 

圖2、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性別分析，108年男性受訓平均時數5.14小時、女性為7.14

小時；109年男性受訓平均時數5.02小時、女性為8.48小時；110年

男性7小時、女性為8.45小時，本局女性受訓平均時數皆較男性多，

惟110年男性平均受訓時數有明顯上升之趨勢。性別意識培力已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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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基本訓練之一，期望本局爾後同仁參訓時數無明顯的性別差異。 

 

圖3、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性別區分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主管層級分析，108年主管人員平均學習時數4.76小時，略

低於非主管人員5.49小時；109年主管人員學習時數4.44小時略低於

非主管5.59小時；110年主管人員學習時數5.91小時亦低於非主管人

員的7.47小時。根據上述數據，顯示本局性別意識培力雖未因同仁

是主管或非主管而施以不同時數之訓練，惟本局主管們因業務繁

忙，學習機會較少，爰造成些許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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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主管級別區分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三）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內容分析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分為基礎及進階課程，其內容包括性別平等

政策概論、性別意識一般通論、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導論等性

別主流化基礎課程及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實務及案例研討

之性別主流化進階訓練。108年本局人員整體平均學習性別主流化基

礎課程2.42小時、進階課程2.92小時；109年基礎課程2.43小時、進

階課程2.93小時；110年基礎課程4.20小時、進階課程2.95小時，上

述數據顯示，同仁參與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皆有稍微增加之趨勢，

且108年及109年兩年同仁平均進階課程時數皆超越基礎課程。 

 

4.76
4.44

5.91
5.49 5.59

7.47

0

1

2

3

4

5

6

7

8

108年 109年 110年

主管 非主管時數 



 7 

圖5、近4 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課程內容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性別分析，108年男性基礎課程2.36小時、進階課程2.78小

時；女性基礎課程2.96小時、進階課程4.18小時。109年男性基礎課

程2.36小時、進階課程2.66小時；女性基礎課程3.07小時、進階課

程5.41小時。110年男性基礎課程4.09小時、進階課程2.91小時；女

性基礎課程5.14小時、進階課程3.31小時。數據顯示，近3年來本局

同仁接受性別主流化基本課程之平均時數並無顯著性別差異，惟進

階課程，本局男性同仁平均時數有漸漸增加之傾向，與女性同仁之

平均時數漸無明顯性別差異。 

 

 

2.42 2.43

4.20 

2.92 2.93 2.95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108年 109年 110年

基礎 進階

時數 



 8 

圖6、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課程內容及性別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主管級別分析，108年主管基礎課程2.16小時、進階課程

2.60小時；非主管基礎課程2.48小時、進階課程3.00小時。109年主

管基礎課程2.17小時、進階課程2.28小時；非主管基礎課程2.50小

時、進階課程3.10小時。110年主管基礎課程3.53小時、進階課程

2.38小時；非主管基礎課程4.37小時、進階課程3.10小時。數據顯

示，同仁接受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與是否為主管職，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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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課程內容及主管級別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四）性別意識培力方式分析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除傳統開班授課等實體課程外，也可透過

電腦網路等的數位學習方式。 

  108年至110年本局人員性別意識課程方式，108年平均每人實體

學習0.50小時、數位學習4.84小時；109年實體學習0.2小時、數位

學習5.16小時；110年實體學習0.25小時、數位學習6.90小時。數位

學習時數明顯高出實體學習時數，顯示，因地制宜、時間彈性的數

位學習課程為本局最重要的性別意識培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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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學習方式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性別分析，108年男性實體學習0.31小時、數位學習4.83小

時；女性實體學習2.18小時、數位學習4.96小時。109年男性實體學

習0.07小時、數位學習4.96小時；女性實體學習1.44小時、數位學

習7.04小時。110年男性實體學習0.14小時、數位學習6.86小時；女

性實體學習1.17小時、數位學習7.28小時。數據顯示，本局同仁在

接受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方式，性別並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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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學習方式及性別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若以主管層級分析，108年主管實體學習0.42小時、數位學習

4.35小時；非主管實體學習0.52小時、數位學習4.96小時。109年主

管實體學習0.11小時、數位學習4.33小時；非主管實體學習0.22小

時、數位學習5.37小時。110年主管實體學習0.20小時、數位學習

5.71小時；非主管實體學習0.26小時、數位學習7.20小時。數據顯

示，同仁在接受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方式與是否為主管職無明顯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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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近3年本局人員平均學習時數-按學習方式及主管級別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三、結論與建議 

（一）近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局人員參與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多以數位學習方式進行，足見數位上課方式較不受環境影響且更具

彈性；惟本局員工以男性居多而平均學習時數仍稍低於女性，宜再

加強宣導男性參與課程之意願。 

（二）可針對本局男女比例懸殊之性別結構，設計適合本局之性別

意識培力課程，以提升本局同仁之性別敏感度，落實性別平等政

策，營造性別友善的環境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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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資料來源： 

1.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摘錄之資料 

    2.108~110年度嘉義市消防人力報表（年報） 

    3.嘉義市政府消防局人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