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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為

探討性別預算議題，自 2017 年起每年召開性別預算網絡年度會議。我國性別預算自 2009

年實施以來，逐步將性別預算編列範疇擴大涵蓋各項性別平等法令、政策及措施，並推

動到中央及地方政府，促進預算決策過程中納入性別觀點。本次在法國巴黎舉辦第 8 屆

性別預算網絡年度會議，是本處第 3 次參與本項會議，計有 21 國代表，及歐盟、國際

貨幣基金、聯合國婦女署等國際組織學者專家與會，就結果導向的性別預算、勞動市場

與性別預算、性別預算聲明與國會監督、多項策略預算措施整合納入預算過程，及時間

運用數據對性別預算之價值等議題進行交流，本處出席會議行銷我國性平亮點及提升能

見度，呼應我國持續擴大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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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會員國交流性別預算推動經驗，並宣傳我國性平亮點 

我國自 2009 年建立性別預算作業迄今 15 年，為使性別預算制度更加周延完善，並

呼應 2030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5「達成性別平等和曾能所有女性和女孩」之指標

5.c.1「國家有系統地追蹤和分配公共撥款用於兩性平等和賦予女性權力的比率」，

本院推動多項精進作業，包括研議性別預算之操作定義，推動修正性別預算試辦作

業，並自 2019 年籌編 2020 年概算階段正式實施，復自 2021 年起推動上一年度性別

預算執行情形填報作業，及就性別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撰擬整體分析報告，公開於

機關網站供各界參閱。本院持續派員出席會議，不僅可宣傳我國性別平等亮點，亦

可掌握他國最新發展情形，作為精進我國性別平等推動工作之參考。 

二、呼應我國持續擴大政府間國際組織參與外交政策 

我外交部目前推動「踏實外交，互惠互利」的外交策略，以「務實參與政府間國際

組織，提升我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之質與量」做為持續擴大參與的原則。透過持續

參與 OECD 會議，可將我國參與 OECD 領域拓展至性別平等議題，落實當今外交政

策並發揮外交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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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背景 

一、 會議時間：113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 

二、 地點：法國巴黎 OECD 會議中心 

三、 主辦單位：OECD 公共治理處(Public Governance Directorate）之資深預算官員委員

會(Committee of Senior Budget Officials/幕僚單位為性別預算工作小組) 

四、 主席：加拿大財政部財政政策助理副部長 Ms. Evelyn Dancey 

五、 與會者：澳洲、奧地利、加拿大、智利、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爾蘭、以色

列、立陶宛、盧森堡、墨西哥、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英國、美國、巴

西及我國等 21 國與會代表，並有歐盟、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婦女署、北愛爾蘭

婦女預算協會、OECD 公共治理處等專家學者參與(與會者名單詳見附錄 2)。 

六、 會議簡介 

OECD 為探討政府預算議題，由各會員國的預算主管及資深預算官員成立 OECD

資深預算官員工作平台(The Working Party of Senior Budget Officials, 簡稱 SBO)，

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實務經驗交換意見，並發表報告及訂定原則，以提供各國政

府參考。 

對「性別預算」主題的討論源自於 2016 年 6 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 37 屆 OECD

資深預算官員年會(Annual Meeting of OECD Senior Budget Officials)，考量許多

OECD 國家在性別預算工作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階段，於該年會上介紹了性別預

算的定義及推動願景，而後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冰島雷克雅維克舉辦了

第 1 次的性別預算專家會議(Experts Meeting on Gender Budgeting)，並在 2018 年於

奧地利維也納、2019 年於法國巴黎持續舉辦性別預算專家會議。 

2020 及 2021 年受疫情影響，會議改以線上方式舉行會議，2022 年及 2023 則恢復

採實體會議。 

七、 主要議程 

第 8 屆性別預算網絡年度會議之主要議程如次(詳見附錄 1)： 

(一)5 月 16 日 

1. 場次 1 結果導向的性別預算 

2. 場次 2 性別預算：關注勞動市場 

3. 場次 3 性別預算：預算聲明與國會對性別預算的監督 

4. 場次 4 分組討論：將多項策略預算措施整合納入預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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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月 17 日 

1. 專題演講 性別債券作為性別預算的補充工具 

2. 場次 5 巴西的性別預算 

3. 場次 6 時間運用數據及對性別預算的價值 

4. OECD 秘書處報告未來工作 

 

 

 

圖 OECD 第 8 屆性別預算網絡年度會議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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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過程 

開幕致詞 

一、主席:Evelyn Dancey /加拿大財政部，助理副部長 

(一)加拿大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比率在去年創下歷史新高，25 歲至 44 歲達 86%，主要

是政策的成效良好，包括幼兒學習和兒童托育的國家政策框架。加拿大在性別預算

中採取交叉分析的視角，幫助政策措施考慮到受其他身份因素影響的群體，包括加

拿大原住民族婦女，使得其勞動力參與率也獲得大幅增加。 

(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許多人也都在自己的社會中看到了類似的趨勢，期待聽到你們分

享具體的成果，及你們如何將性別預算與促進性別平等的方法付諸實踐。性別預算

雖然已成為 OECD 各國公共財政管理的一環，但我們各自的脈絡、社會經濟環境及

和政治局勢也都影響著我們推動性別預算的方式，本次年會提供向同儕互相學習的

機會，有助於深入了解最佳實踐，還有坦誠的討論也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成功或不成

功的政策措施，這一切都將幫助我們精進自己的工作方法，以實現性別平等。 

(三)今年的議程我們特別關注勞動市場，並根據去年與會者的回饋意見增加探討的領域，

同時我們也將聽取 OECD 對巴西的檢視結果草案及巴西的意見。此外，我們將進行

新的嘗試，就是針對熱門議題進行分組討論。 

二、Janos Bertok /OECD，公共治理處副處長 

歡迎參加今天的性別預算網絡會議。兩週前從 5 月開始的部長理事會會議(the 

Ministry of Council meeting)，討論著我們成員國面臨的全球挑戰，包括氣候變遷、

數位轉型、人口趨勢和影響。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今天的會議將可能就

這些挑戰提出因應對策，包括縮小性別差距、增加勞動參與的性別平衡。從經濟

角度來看，根據 OCD 的計算，未來 30 年，促進性別平等有潛力使 OECD 整體成

員國的 GDP 平均成長 9.2%。再從財政角度來看，性別平等對財政的永續性（財政

平衡）具有巨大的潛在影響。我邀請您分享您的見解與經驗，期待將討論結果提

交給高級別的會議。 

 

場次 1 結果導向的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ing for results) 

本場次探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性別預算作為產生成果的工具，包括 OECD 國家如何

利用性別預算來激勵制定對縮小性別差距具有影響力的計畫。這不僅是利用性別預

算來消除計畫中的偏見及引入基於結果的具體計畫，性別預算也可以釋放性別平等

的全部潛力，為所有人帶來相關的經濟和財務利益。 

一、講者 Trinish Padayachee /加拿大財政部，性別預算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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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拿大 2018 年施行的「性別預算法」(Canadian Gender Budgeting Act)，包含下列重

點: 

1. 明定性別預算為聯邦預算編製過程之正常程序，並要求新興的預算措施、稅式支

出，及現有的方案支出，均須納入性別預算報告。 

2. 性別平等與包容性原則成為年度聯邦預算之一環。 

3. 將政府在性別與多樣性方面的政策影響資訊，公開各界參閱。 

(二)加拿大自 2018 年起導入「性別結果架構」(Gender Results Framework，下稱 GRF)，

引導預算分配。GRF 包括下列 6 個面向，每個面向均有其對應之目標與指標: 

1. 教育與技能發展面向：指教育和技能發展的平等機會和多元化途徑。每個人都應

該有機會根據自己的興趣、才能和經濟目標來選擇自己的教育，無論性別為何。

知識型經濟需要熟練、適應性強和多元化的勞動力來支持國家的競爭力和繁榮。 

2. 經濟參與及繁榮面向：指平等和充分參與經濟。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充分發揮自

己的潛力，同時為經濟做出貢獻及從中受益。提高婦女的經濟參與度可以推動經

濟成長，同時增加家庭的收入。收入增加帶來經濟獨立，使個人及其家庭有更大

的財務安全，人們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3. 領導與民主參與面向：指領導角色和各級決策中之性別平等。各級決策中男女比

例更加平衡，對於公平和民主的社會至關重要。領導職位中的性別平等和多樣

性，有助於更好的管理、更高的員工投入及更高的生產力。 

4. 性別暴力與司法面向：指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促進人身安全和訴諸司法

的機會。基於性別的暴力是性別平等的一個可預防的重大阻礙，婦女和女孩及

LGBTQ 群體成員和非二元性別人士面臨較大風險。暴力會對一個人的身體、心

理、性和生殖健康產生影響，工作場所的歧視、騷擾和性暴力也會對健康和安

全、缺勤和生產力下降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5. 減少貧窮，並促進健康與福祉面向：貧窮對不同性別的影響不同，婦女與女孩更

有可能成為暴力受害者、獨居及在老年時受到慢性病和失能所影響。 

6. 全世界的性別平等面向：指促進性別平等，以建立一個更和平、包容和繁榮的世

界。加拿大在其所有國際政策與方案中採取女性主義途徑(a feminist approach )，包

括外交、貿易、安全和發展。 

(三)加拿大實施 GRF 過程遭遇 3 大挑戰，並針對各項挑戰提出因應對策: 

1. 部會將各項預算措施，均標記與性別有關:因應對策為只將對促進性別平等有顯著

進展之預算措施，才需要標記為與性別有關。 

2. 性別與多元性分析往往因缺乏交叉統計資料，無法了解計畫措施對不同背景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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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因應對策為加強向部會宣導 GRF 是超越性別議題的。 

3. 缺乏性別統計與交叉統計資料，因應對策為與統計局合作，推動強化交叉統計行

動計畫(Disaggregated Data Action Plan )。 

(四)未來推動方向 

1. 為解決 GRF 缺乏具體、可衡量的目標值之問題，將與相關利害關係團體合作，

以發展具體、可衡量的指標與目標值。 

2. 並非所有指標都有可對應的統計資料，因此，將與主要的公私部門夥伴合作，提

出蒐集與建立 GRF 相關之交叉統計資料計畫。 

二、講者 Marta Birna Baldursdottir /冰島財政與經濟事務部，科長 

(一)冰島的性別平等與預算概況 

1. 冰島的性別平等目標，係列於「不分性別均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權利法」(Act on 

Equal Status and Equal Rights Irrespective of Gender)之整體目標。該法的目標是防止

性別歧視，並維護社會各領域的性別平等和性別機會均等。 

2. 冰島政府每 4 年應提出性別平等行動計畫，該計畫需與上開法律所列之目標具有

關聯性。 

3. 各政策領域之可衡量性別平等目標係明列於 5 年期的財政策略計畫內。 

4. 性別觀點已整合在冰島政府預算循環之各階段中，包括(1)5 年期的財政策略計

畫，提出各支出領域之績效目標；(2)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提出達成績效目標之

措施；(3)部長的年度報告，說明目標與措施之現況；(4)支出檢視；(5)年度執行

情形報告(annual status report)，說明性別觀點。 

(二)5 年期的財政策略計畫之擬定過程，須落實下列事項: 

1. 思考各種機會與挑戰，包括從性別觀點加以分析。 

2. 界定機會與挑戰之後，應該提出對應之目標、指標及行動。 

3. 截至 2023 年，所有部會均被要求提出至少 1 項性別目標及對應之行動。 

4. 影響指標(結果指標)應具性別回應性。 

(三)推動性別預算遭遇之挑戰 

1. 各部會往往各自為政，導致難以處理跨領域議題，如:性別平等議題。 

2. 每個部會都只專注在各自的政策領域，因此其所訂定之性別目標往往範圍較

窄，也缺乏投入額外的預算。 

(四)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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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用 John W. Kingdon 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談到「試著倡議改變的人，就像是衝浪

者，等待著大浪來臨。你必須到海邊，準備好划水。假如當大浪來臨時，你都

還沒有準備好划水，你就不可能順勢而為」。 

2. Kingdon 教授提出公共政策之制定，受到 3 個潮流(streams)所影響:(1)問題(2)政策

(3)政治。當這 3 個潮流在關鍵時刻匯聚在一起時，政策之窗就會開啟。 

(五)以 5 年期財政策略計畫(2025 年至 2029 年)之親職假為例 

當企業界展開新的 4 年期集體協商，社會各界亦要求政府擴大社會支持方案(如住

宅補貼、兒童津貼、有薪的育嬰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及實施性別預算中曾對

親職假成效進行過性別分析報告，這些因素匯集開啟了政策之窗，即冰島政府提

出具性別回應性之福利方案，將分年逐步提高對親職假的給付，目標是 2026 年增

幅將達到 50%。 

(六)結語 

1.性別目標應搭配有明確期間、可測量之目標值，才能促使政策措施落實推動性

別平等，及監督進展程度。 

2.要處理跨領域議題(如:性別平等議題)，必須做到下列事項，才能有進展:(1)政府

的性別平等目標，必須搭配明確的指標與目標值；(2)跨部會之間需要有更多的

合作。 

 

場次 2 性別預算：關注勞動市場(Gender budgeting: a focus on the labour market) 

本場次以場次 1 概述的基本概念為基礎，深入探討勞動市場中性別不平等的具體挑

戰和機會，包括利用 OECD 國家的實證研究和實踐經驗，探索最有影響力的政策，及

其取得的進展，並研究各領域不同干預措施之成果，如：促進同工同酬、培養女性創

業、消除工作場所障礙，及確保獲得優質兒童托育等。 

一、 講者 Valentina Patrini /OECD，就業勞動與技能處，社會政策科，社會政策分析員 

(一)OECD 國家近年在勞動市場之性別平等方面，持續面臨下列挑戰: 

1. 有關 2013 年「OECD 理事會關於教育、就業和創業領域之性別平等建議」(2013 

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之落實情形，經 2021 年進行問卷調查發現，42 個執行此項建議之

國家中，有 33 國將「對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列為主要的優先政策

領域。 

2. OECD 各國中，高等教育之科系選擇與職涯期待，均仍存在性別隔離現象。2021

年選擇就讀教育、衛生福利等領域者，女性占大宗；選擇就讀資訊通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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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營建等領域者，男性占大宗。 

3. 所有 OECD 國家中，男性的就業機會仍舊比女性高。根據 2021 年統計，OECD 整

體 15 歲至 74 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仍高於女性勞動參與率。 

4. 2021 年統計指出，整體而言，女性每週花在有酬工作的時間持續比男性少 5 個小

時，同時還承擔大部分的無酬工作。 

5. 兒童托育費用是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也是就業的重大障礙。根據 2021 年統計，

有兩個小孩的雙薪家庭約需花費平均薪資的 10%在托育費用；有些國家則高達

30%，包括捷克、紐西蘭、美國。 

6. 就 OECD 整體而言，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女性比率仍未達三分之一。根據 2022

年統計，最大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比率僅有 30%。 

7. 推動縮小性別薪資落差的進展很慢，差距依然很大。以 2021 年全職受雇者的薪資

中位數而言，性別薪資差距達 12%。 

8. 女性創業與經營企業的比率，在 OECD 各國之間差異很大。整體而言，女性創業

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30%。 

(二)OECD 國家近年在推動勞動市場之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下列的進展: 

1. OECD 各國近來在父親有薪休假的規定上，進行了很多政策調整。許多國家持續

增加父親的休假權利，包括延長為父親保留的帶薪陪產假、帶薪育嬰假、家庭照

顧假的時間。 

2. OECD 各國一直致力使幼兒教育與照顧的費用更加負擔得起: 

(1) 有些國家制定了折扣(discount)計畫，將兒童托育的自付費用降至最低。例如:

愛沙尼亞設定托兒費用的上限為每月最低工資的 20%；德國免除低收入戶和

其他弱勢家庭的幼兒教育與照顧費用；挪威設定托兒費用的上限為家庭總收

入的 6%，並為低收入戶家長提供 20 小時免費的托兒服務；加拿大推動大規

模的幼兒教育與照顧改革，包括建立全國性的幼兒學習和兒童照顧系統，及

兒童托育費用每天最多為 10 加幣。 

(2) 許多國家也提供更多支持措施。例如:增加對托育政策的財政支持，並延長托

育服務時間（如澳洲、捷克、盧森堡、紐西蘭、英國）；擴大財政支持措施之

實施範圍，涵蓋更多家庭（如日本、義大利、盧森堡）；增加托育服務費用的

減稅額度（如捷克、瑞士）或提供免稅的托育服務（如英國）。 

3. 透過薪資透明措施，以縮小性別薪資差距方面，獲得 OECD 各國的大力推動： 

(1) 目前 38 個 OECD 國家中，已有 21 國(55%)要求民間企業需定期提出其員工性

別薪資差距報告，實施對象主要為受雇員工達 30 人至 50 人以上之企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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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提出報告的處罰方式，包括限制該企業參與政府採購的投標、公開企業

資訊、罰款，但實務上許多國家並沒有密切監督法遵情形。 

(2) 有 10 個 OECD 國家已實施「平等薪資稽核」(equal pay auditing)，稽核過程會

要求企業提出額外的性別數據分析，如各種職位上男性與女性占比、公司所

使用的「工作分類體系」(job classification system)，及基於性別的薪資差異資訊

等。平等薪資稽核的主要貢獻是，提高公司內部對薪資公平的意識，並提出

薪資不平等的證據，以利後續改善行動。 

(3) 許多 OECD 國家的公部門與私部門使用工作分類體系，目的是透過標準化各

項工作的角色、職責與薪資，讓招募與升遷標準更透明，減少歧視，此有助

女性升遷到有更好薪資的職位，縮小公司內部的性別薪資差距。 

4. 各國在推動女性參與董事會方面，採取不同的政策途徑，例如:接露董事會的性別

比例資訊、採用性別配額、設定目標等。 

(1) 在採用性別配額方面，49 個國家中已有 14 個國家對於私人企業董事會採取強

制的性別配額，配額之額度從至少 1 位女性董事(如印度、以色列、南韓)，到

女性董事占比須達 40%(如法國、冰島、義大利、挪威)都有。各國均要求公司

規模達一定以上程度者，需實施董事會性別配額制度，但公司規模的定義，

有些國家採用受雇者人數規模，有些則是依據公司資產規模。 

(2) 在設定目標方面，有 13 個國家於公司治理規範中明訂目標。2022 年歐洲議會

通過的「改善上市公司董事會性別平衡命令」(directive on improving the gender 

balance among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related measures)，明定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受雇員工達 250 人以上之大型上市公司，其非執行董事會成員之

少數性別占比至少達 40%，或少數性別在所有董事成員之占比需達 33%；歐

盟會員國需在兩年內將此項命令轉化為本國法律。 

(3) 不論是採用強制性別配額，或設定目標之國家，其上市公司董事會之女性比率，

在過去幾年都獲得明顯的進展。在採用性別配額之國家，大型上市公司董事會

的女性比率從 2010 年 12.6%提升到 2021 年 32.7%，增加 20.1 個百分點。在設定

目標之國家，大型上市公司董事會的女性比率從 2010 年 12.3%提升到 2021 年

30%，增加 17.7 個百分點。但未實施上開措施之國家，其董事會女性比率之上

升幅度較小，從 2010 年 10.6%提升至 2021 年 20.2%，僅增加 9.6 個百分點。 

二、講者 Michelle Harding /OECD，財稅政策中心，顧問 

以「稅收與性別：第二收入者的稅收獎勵(Tax Incentives)」為主題進行分享: 

(一)中性的稅收制度也可能對男性和女性產生不同的影響： 

目前勞動市場仍存在下列性別落差，使得稅收制度可能與這些面向產生互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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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男性、女性產生不同影響，即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 

1. 女性領到的薪資與退休年金比男性少。 

2. 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較男性為低。 

3. 女性花在有酬工作上的時間比男性少。 

4.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是家庭中的第二收入者(second earner)。 

(二)大多數 OECD 國家中，超過 75%的第二收入者是女性。OECD 今年提出的 Taxing 

Wages 報告，便將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檢視聚焦在財稅獎勵(fiscal incentive)對第二收

入者之影響。 

1. 稅楔(tax wedge)係指受雇者繳納的稅額負擔，佔其相應的勞動力總成本之比率，即

(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捐-政府福利給付)/雇主支付的勞動成本。 

2. 比較 2023 年沒有子女的單一收入者(single earner)與沒有子女的第二收入者之平均

稅楔，就 OECD 整體而言，第二收入者的平均稅楔(34%)高於單一收入者(31%)；有

子女的第二收入者之平均稅楔，亦高於沒有子女的第二收入者。 

3. 一般而言，採用聯合課稅(joint approach to taxation)，或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稅收減免

(tax reliefs)之國家，對第二收入者產生較大的懲罰效果(fiscal disincentive)。 

4. 比較 2014 年至 2023 年之間的稅楔，約三分之二的 OECD 國家第二收入者的平均稅

楔呈現下降，主因是所得稅的調降。 

5. 政府如果刪減兒童津貼，有子女的第二收入者之稅楔將會增加。 

(三)稅收政策亦可能對性別平等之其他層面造成影響 

1. 儲蓄模式：男性可能從私人退休金儲蓄的稅收優惠中受益更多。 

2. 資本和財富所有權：如果降低家庭層次的資本所得稅率，誰將受益更多？ 

3. 獎勵措施：不同部門的獎勵措施，是否可能對某一性別更有利? 

4. 企業課稅：誰從較低的企業稅率和企業稅收優惠中受益更多？ 

5. 守法納稅和稅務行政：女性往往比男性更遵守稅務法規，但在稅務行政方面則有

不同的經驗。 

三、本處代表發言及與會者回應 

(一)本處代表發言 

為積極向性別平等領先國家學習，我國參考歐盟「性別平等指數」（GEI）架構，於

2023 年建立「我國性別平等指數」。若與歐盟 GEI 相較，我國成績在歐盟 27 個國

家中，排名第 12。其中，在性別薪資差距方面，我國 2022 年性別薪資差距為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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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進步空間。又為透過薪資透明化政策，縮小性別薪資差距，我國係由國營事

業優先定期公告薪資與獎金之性別落差數據，並推廣民間企業參考學習。請問，

薪資報酬經常被視為個人隱私與企業機密，有哪些策略可以促使企業重視其員工

性別薪資差異之議題? 

(二) 講者 Valentina Patrini 回應 

透過立法要求民間企業定期公布其員工性別薪資差距報告，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例如:英國 2010 年實施「平等法案」(the Equality Act)涵蓋了同值同酬(the same for 

work of equal value)，包括要求雇主為同等價值的工作向男性和女性支付相同的工

資，及擁有超過 250 名員工之雇主必須報告其組織的性別薪資差距(如薪資四分組

中各組之性別分布；男女時薪平均數、中位數之差距；比較領取獎金之男性占男

性員工比率，與領取獎金之女性占女性員工數之比率)，及制定改善行動計畫。 

(三)冰島代表回應 

其認為職場存在明顯的性別隔離，不同性別傾向於集中在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工

作訂有不同的薪資水準，因此，以公司為單位實施的性別薪資透明措施，對縮小

性別薪資差距的效果亦有限。冰島目前嘗試將具有相似工作條件的男性為多數的

職業、女性為多數的職業進行薪資比較，例如:比較都需要輪值夜班、具緊急性的

警察、護理師的薪資差距，檢視女性為大宗的職業薪資是否被低估。 

 

場次 3 性別預算：性別預算聲明與國會對性別預算的監督 

(Gender budget statements and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f gender budgeting) 

本場次探討性別分析與國家預算一起發布，如以性別預算聲明的形式，說明政府如

何分配資源以縮小性別差距。這些資訊使公民和國會等外部利害關係人能夠讓政府

對其性別預算工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負責。然而，預算附帶的性別分析有時無法充

分發揮影響。本場次分享 OECD 國家於預算提供性別資訊的不同方法，並將研究國

會目前如何利用這些訊息，進一步提出策略。 

一、講者 Elisabet Borras Carbajo /西班牙財政部，國家預算和支出秘書處，顧問 

(一)西班牙自 2008 年起提出性別預算報告，2021 年起性別預算報告成為向西班牙國會

提交的法定文件。迄今，西班牙政府總預算已經附帶有 4 項跨領域的報告，包括

性別影響報告、與 2030 年議程永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的報告、與生態轉型保持一

致的報告，及關於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影響的報告。 

(二)國家總預算之性別影響分析是透過「3-Rs 方法」進行，包括事實(reality)、代表性

(representation)、資源與成果(resources-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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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實：運用來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評估西班牙社會中女性和男性的現況，

包括 8 個面向（勞動市場、收⼊、教育、健康、工作與生活平衡、科學技術、犯

罪和暴⼒、權⼒和決策）。 

2. 代表性：檢視政府部門中各專業領域、各部會、各級政府等男女人數與比率，並

與年齡、職等、薪資等級等進行交叉分析；因照顧兒童與家庭而請假之公務人員

性別分布；因家庭因素減少⼯作時間之公務人員性別分布；高階人員(總統、副總

統、國務卿、部長、副部長等)之性別分布；觀察各項統計之長期變化趨勢。 

3. 資源與成果：將各項預算方案依性別關聯性(gender relevance)加以分類。以 2023 年

政府總預算為例，20%的預算方案具高度的性別關聯性，43%具中度的性別關聯

性，35%具低度的性別關聯性，2%無關聯。 

二、講者 Alina Zimmermann /德國，柏林，參議院財政管理局(the Senate Department for 

Finance)，性別預算顧問 

(一)柏林的性別預算 

1. 在國會大力推動之下，柏林 2002 年引進性別預算，並採用整合式途徑(integrative 

approach)，自 2006 年/2007 年政府預算公布性別資料，性別預算已經柏林政府預

算案的一個部分、「正常」部分。 

2. 政府須提出每個預算項目的性別預算資訊，包括由行政部門所蒐集的數據，或蒐

集補助或津貼受益人的數據，使得每個預算項目更加透明。 

(二)性別預算在國會的討論 

1. 性別預算呈現更多資訊，使政府預算更容易理解和透明，包括呈現性別不平等的

現況及改善情形，也使得性別資訊對預算決策發揮了影響力。 

2. 性別預算對國會討論過程產生明顯的影響，包括預算委員會在討論預算案時，增

加對性別數據的使用。 

3. 國會討論過程曾提出的問題，舉例如下： 

(1) 關於收入差異的問題：「非常明顯的是，與男性同事相比，學校部門的女性員

工比率非常高，但她們的收入卻很低。各類型學校兼職員工比率如何？請按

學校類型列出。」 

(2) 要求提出更多數據的問題：「2021 年和 2022 年特殊成就獎金的數量和平均金

額是多少，分別按性別和薪酬等級劃分？」 

(3) 要求彙整預算數據的問題：「就整體預算而言，性別預算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

重是多少（百分比和絕對值）？」 

(4) 針對具體計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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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根據性別預算提出的數據，整合性健康與照顧計畫需要採取哪些行

動，特別是在預防毒品和成癮領域？方案設計時有多大程度上考慮了受

毒癮影響的女性的特定性別需求(the gender-specific needs of women)？」 

乙、 「請更詳細地解釋一下新的『Meister und MeisterinnenBONUS』計畫。為

何要對成功完成碩士學位考試的女性提供 1,000 歐元的較高高額度的獎

金，有何理由？相較於對男性、女性提供一樣的獎金，請問對這樣的優

惠措施有何預期效果?」 

(三)未來發展方向 

1. 性別預算目前較聚焦於單一預算項目的性別數據，未來將彙整總體數據以強化對

政治決策之支援。 

2. 為提升性別數據蒐集與分析的品質，未來將發展對性別數據之要求標準，如我們

應該收集那些數據、如何採用正確的方法收集。 

3. 為獲得更好的性別數據品質，及提升對性別預算的運用，將持續加強對公務人員

與政治界的性別預算培訓，並發展指引。 

三、與談人 Petra Gschiel /奧地利，國會預算辦公室，資深預算專家 

(一)性別預算符合下列條件者，可發揮其功能: 

1. 將性別預算整合到整個政府預算的流程中。 

2. 將性別預算納入績效預算架構(performance budgeting framework)的一部分。 

3. 國會預算辦公室(PBO)能夠就政府性別預算與性別平等相關文件，提出分析意見供

國會預算委員會參考，包括分析性別預算的成效。 

4. 在國會審查預算的討論過程中，提高對性別預算與性別平等的意識。 

5. 所有政黨都參與其中，尤其是女性國會議員。 

6. 國會是推動提升性別預算品質的驅動力，特別是預算委員會，預算審查過程的相

關討論對政府機關施政規劃相當有意義。 

(二)未來需面對的挑戰 

奧地利目前面臨有子女的女性勞動市場參與不足、性別薪資落差及性別退休金落差

均較歐盟平均值更大等挑戰，因此，未來應該朝向將性別預算從行政機關所發展出

之政策規劃工具，轉化成為政治人物指引方向之工具(steering tools for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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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 分組討論--將多項策略預算措施整合納入預算過程 

(Integrating multiple strategic budget initiatives in the budget process) 

性別預算是許多 OECD 國家的第一個策略預算措施。綠色預算和其他策略預算措施

的興起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會。本場次與會者採分組討論，分享如何在預算流程中

管理和整合多項策略預算措施，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分組討論後之分享重點： 

(一)各國在推動多元的策略預算(如:綠色預算、身心障礙預算、兒童預算、平等預

算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些預算工具之間可以互相增強，

加拿大也分享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支持策略預算的推動，但有其他國家表示，

關注太多方面的主題可能會失去焦點，例如:現在已經有一個完善的性別預算

工具，當開始推動福祉預算(well-being budgeting)時，因為福祉預算有太多面向

需要考量，然後就忽略了性別預算。又如:綠色預算可能不會非常關注性別預

算，因為它是一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指標。因此，對於性別

預算而言，福祉預算、平等預算等著眼於社會和人口的其他層面，如何找到

平衡點，非常重要，既不忽視某些群體，又不失去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有的國家已經實施績效和品質預算(performance and quality budgeting)、綠色預算

和福祉預算，但當同時呈現於預算報表時，就有長達 52 頁的問題，或呈現於

預算說明文件時，出現文字過多、缺乏足夠的數據等問題。 

(三)推動多元策略預算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就是能力建構，以便各機關與

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均了解為什麼需要提出數據、將來報告的內容為何。 

(四)許多國家在各種策略預算的推動上，面臨各部會各自為政的心態、缺乏協調

一致的途徑，但也有些國家已經查覺這種問題，正在努力將不同權責部會聚

集在一起加以協調整合。 

(五)性別預算缺乏數據和交叉統計資料的問題，同樣也發生在其他策略預算的執

行過程中。 

 

專題演講  性別債券作為性別預算的補充工具 

(Keynote address: Gender bonds as a complimentary tool to gender budgeting) 

性別債券是專門為促進性別平等計畫籌集資金而設計的金融工具。本次專題演講著重

於性別債券如何為縮小性別差距的方案提供專門的資金來源，從而強化性別預算工作

的整體影響。 

講者 Esther Finnbogadottir /冰島，財政與經濟事務部，資金和債務管理組長 

一、 主題債券或標籤債券(thematic /labelled bonds)包括綠色債券(green bonds)、社會債券

(social bonds)及可持續發展債券(sustainability bonds)，而性別債券(gender bonds)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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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社會債券的一種。近年來綠色債券快速成長，但性別債券的發行很少。 

二、 性別債券可分為兩種 

(一)專項資金債券(use of proceeds bond):將預算與支出直接分配給符合性別平等與增強

女性權能的方案，屬於專屬使用，如:縮小無酬工作的性別落差、處理性別暴力

等。 

(二)結果導向的債券(outcomes-based bond):指承諾於特定日期達到特定目標。如:增加女

性獲得政府採購案件的比率、對女性暴力降低的比率。債券的收益可運用在一般

政府支出。 

三、 冰島經驗 

(一) 通常只有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發行性別債券，冰島政府是全球中發

行性別債券的優良國家案例。 

(二) 發行背景 

1. 國際承諾：冰島致力於落實巴黎協定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在 2019 年提出自

願國家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同時也建置網站、計畫入口網及統計

專區；第 2 次自願檢視報告於 2023 年 7 月提出。 

2. 冰島 2021 年公布「主權永續融資架構」(Sovereign Sustainable Financing 

Framework)，包含 3 類的債務工具(debt instrument)，分別為綠色資產類、藍色資產

類、社會計畫類。又因性別平等為冰島政府的優先政策，經參考聯合國婦女署、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國際金融公司(IFC)撰寫之「縮小性別差距的債券：

利用永續債務促進性別平等的實務指南」(Bonds to bridge the gender gap: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using sustainable debt for gender equality)，2023 年於該架構新

增「性別附件」(The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nnex)。 

(四)主權永續融資架構之性別附件 

在性別附件下融資之所有支出和資產，至少須符合以下計畫類別之一： 

1. 第 1 類提升女性經濟力(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1) 目標包括提升女性領導力與經濟賦權、縮小性別薪資差距。目標群體為女

性、性與性別少數群體(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2) 審查標準包括 a.監督與落實勞動市場不歧視的法規、性別配額(gender quotas)與

平等薪資(equal pay)，特別聚焦在增進勞動市場的性別平等(如:縮小性別薪資差

距)；b.為女性創業者與女性企業主在取得資金方面，加強提供協助。 

2. 第 2 類為不利處境婦女提供維持生活所必需之社會服務(essential social services)與

有尊嚴的生活條件(decent livin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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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為縮小社會經濟方面的性別不平等。目標群體包括單親媽媽、工作能力

下降的女性(Women with reduced work capacity)、老年婦女、移民女性、有藥物

濫用問題的女性、監獄中的女性受刑人。 

(2) 審查標準包括 a.擴大提供負擔得起的住房和基礎設施，並提高現有設備和基礎

設施的品質，尤其關注於低收入女性居住取得(含高齡、身心障礙及移民婦

女)，及不利處境女性(尤其是兒童)的居住情況；b.強化對不利處境婦女的財務

支持，尤其關注於低收入單親女性戶長之家庭、低收入老年婦女、移民女

性；c.擴大創造就業、留任和恢復就業能力之措施，尤其聚焦於為工作能力有

限或工作能力降低的婦女提供支持和復原(rehabilitation)方案。 

3. 第 3 類為減少或重新分配無酬照顧與家務的負擔 

(1) 目標為肯認、減少並重新分配女性的無酬照顧責任。目標群體為女性、性與

性別少數群體。 

(2) 審查標準包括 a.增加對照顧經濟的投資，包括擴大居家式與機構式長照服務；

b.強化對家庭提供服務與財務支持，尤其聚焦在創造獎勵使得雙親在工作與生

活取得平衡之方案；c.加強蒐集性別統計、時間運用資料、勞動力調查。 

4. 第 4 類為消除與預防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1) 目標為消除與預防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目標群體為女性、性與性別少數群

體。 

(2) 審查標準為加強預防、處理和起訴性與性別暴力(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的服務和方案，包括預防教育宣導、全國性的通報系統與服務提供、

提升調查與起訴能力。 

5. 第 5 類為國際上的性別平等和婦女和女孩賦權做出貢獻 

(1) 目標為國際上的性別平等和婦女和女孩賦權。目標群體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

和女孩、性與性別少數群體。 

(2) 審查標準為將性別平等列為主要目標之國際組織或計畫方案，提供支持，包

括多邊與雙邊發展合作與人道協助、區域發展合作，及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及

增強女性權能之能力建構。 

(五)冰島政府發行性別債券之理由如次： 

1. 冰島想要展現推動性別平等與增強女性權能之全球的領導力，並成為其他國家學

習的典範。 

2. 主權性別債券可以吸引各界目光，增加投資者的多樣性。 

3. 企業需要更多實踐 ESG 的工具，性別債券可以當作其中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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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題債券的買家傾向長期持有債券。 

5. 可以為促進性別平等增加資金來源。 

6. 符合冰島的性別平等政策，及符合性別預算要求之課責性與透明化。 

 

場次 5 巴西的性別預算 

(Gender budgeting in Brazil) 

儘管性別預算已有 25 年的歷史，巴西在性別平等方面仍面臨重大挑戰，包括殺害婦

女犯罪率(femicide)仍高、巨大的性別薪資差距，及影響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照顧責

任。這些持續存在的不平等為巴西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成本。為了進一步推動

性別平等，巴西政府企圖加強其性別預算之落實。本場次介紹 OECD 對巴西性別預

算之審查結果草案，提出可採取的行動，期待帶來長久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一、講者 Scherie Nicol /OECD，公共治理處，公共管理與預算組，性別預算工作小組組長 

(一)本次檢視係根據 OECD 性別預算評估架構，對巴西性別預算進行檢視。該架構包括

下列 5 個面向: 

1.策略架構：性別預算有法律支持，且有明確的性別平等優先政策，及成立跨機關工

作小組進行協調整合。 

2.執行工具：有支持性別預算的工具，如: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將性別觀點

整合納入績效架構。 

3.透明化與課責性：包括將性別資訊(如:性別影響評估結果、性別目標的進展、性別

預算標籤的重點摘述)納入政府年度預算文件中；定期向國會報告；審計機構監督

性別預算的編制；民間團體參與檢視性別預算。 

4.有利環境：有助實施性別預算的要素，包括有提供指導方針、按性別分列的統計資

料、培訓和能力建構等。 

5.影響：政府於政策規劃與預算決策時，有參考性別預算資料；有使用架構或指標，

來衡量性別預算的影響。 

(二)巴西主要的優勢 

1. 強化性平政策制度：為縮小性別薪資差距，巴西 2023 年實施同工同酬法律，也提

出 2024 年至 2027 年多年期計畫(PPA)，其中包含「婦女跨領域議程」(Cross-cutting 

Agenda: Women)，係自 1988 年憲法施行以來，首次將解決婦女議題之計畫列為 5 大

關鍵跨領域主題中。婦女跨領域議程主要包含 5 大面向:(1)沒有暴力的生活(2)經濟

自主權(3)平等決策與權力(4)健康與環境(5)增強機關量能(如政策制定與實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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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確保公共資源以有效率、對財政和社會負責的方式使用等)。 

2. 預算現代化：巴西政府 2023 年 4 月向國會提交「2024 年預算指導方針法」草案

(2024 Budget Guidelines Law proposal)，其中納入「婦女預算報告」，確保政府提出促

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巴西也實施了新的預算標籤系統(budget tagging system)，

促使政府預算能明確呈現出專門有利於婦女的計畫和行動。 

3. 加強聚焦在公民參與及透明度：巴西政府關注政策規劃過程的公民參與及透明度。

如在規劃 PPA 的過程中，民間團體有機會參與討論，包括未來願景、價值、指導

方針、主要策略及計畫項目之優先順序，並到各州舉辦 27 個地區論壇，及提供一

個線上參與平台，讓所有巴西人都能表達意見。 

(三)巴西面臨的挑戰及 OECD 給巴西之建議 

1. 強化 PPA 與預算之間的關聯性：從預算中很難看出各項計畫的受益人為何及計畫

的預期成果；預算採用的指標多屬產出型，而非 PPA 目標相關的成果指標；PPA

中跨領域主題和預算標籤有時不一致，不利理解資源如何分配和利用。建議加強

呈現 PPA 內每項計畫之預算額度，預算格式也應明確呈現支持特定 PPA 計畫的行

動及其目標。 

2. 提升政府預算執行能力：婦女部、婦女國務秘書處(Women’ s State Secretaries)可能

缺乏有效執行預算所需的資源、能力或專業知識；地方政府部分，不同州政府、市

政府的執行能力也有落差；政府在預算額度內微幅調整資源分配，也需要國會批

准，支出結構過於僵化不利回應不斷變化的需求。 

3. 建立性別平等優先政策：雖然 PPA 已經包括殺害婦女犯罪率(femicide)和性別薪資

差距等重要國家指標，仍建議政府制定一套全面的性別平等政策優先事項(包括關

注承受交叉歧視的不利處境群體)，例如:基於性別的暴力、婦女的政治代表性、就

業的性別差距，且應納入所有部會的性別平等預期成果，包括傳統上被視為「性別

中立」的部會（如:環境、貿易、稅收、農業、公共安全）。 

4. 精進性別預算方法與工具：雖然巴西目前將性別預算的焦點放在解決婦女議題之

方案(如:解決基於性別的暴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建議性別預算的目標應超越婦

女議題，而採取將政府預算作為一個整體(含稅收和所有部會的支出)，將如何影響

性別平等之視角。尤其是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差距，已為巴西帶來巨大的經濟和財

政成本，因此，從政府整體預算對性別平等影響之視角出發，至關重要。建議加強

培訓政府官員如何將性別目標納入各政策領域之規劃和預算，使所有部會均參與

性別平等政策的實施，這也將有助於性別影響評估成為政策發展週期之標準程序。 

5. 發展新預算法中的婦女預算報告：新預算法要求提出年度婦女預算報告，有助於

預算透明度的推展，建議進一步發展婦女預算報告，使報告內容滿足國會審查與

監督的需求，以便對預算決策產生更大的影響；建議婦女預算報告與政府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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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起發布，有助其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6. 推動所有層級的政府都實踐性別預算：巴西係採權力分散的聯邦結構，大量政府

預算係由各州、市政府和國營企業編列，因此建議採取整體政府的方法(a whole-of-

government approach)來推動性別預算，即將性別考量納入各級政府機關之政策規劃

和預算流程中。聯邦政府可以透過跨機關工作小組和精進管理規則等機制，促進

各級政府均實踐性別預算；當越能確保性別預算在各級政府中獲得實踐，就越能

確保性別預算將不受選舉週期影響，持續獲得進展。 

二、講者 Virginia de Angelis Oliveira de Paula (巴西，政策規劃與財政部，國家規劃秘書

處，秘書長)與 Elaine de Melo Xavie r (巴西，政策規劃與財政部，聯邦預算秘書處，

次長) 

(一)巴西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已經帶來下列的改變 

1. 政治參與方面：性別平等是新政府的優先政策；近來對婦女部進行組織再造；37 個

部會中有 9 個部會(24.3%)係由女性領導。 

2. 勞動市場方面：2023 年實施平等薪酬法(equal pay law)，包括建立薪資透明機制、薪

酬標準，及其他處理性別薪資歧視之措施；2023 年實施國家照顧政策與計畫，成立

跨部會工作小組以推動國家照顧政策與國家照顧計畫。 

3. 決策過程方面：2023 年於聯邦政府機關的領導職位實施女性配額，要求女性在委員

會職位之比率不低於 30%。 

4. 人權方面：2023 年實施「女性免於暴力方案」(women living without violence program)、

「國家預防殺害婦女協議」(national prevention pact against femicides)。 

(二)巴西對於 OECD 檢視報告之想法 

1. 多年期計畫(PPA)與年度預算之間已經透過方案(program)建立連結：PPA 引導各部

會提出方案，方案的目標與績效指標會扣合多年期計畫的策略目標，同時籌編年度

預算時會針對各項方案進行性別相關之標籤(budget tagging)並提出性別預算報告予

國會。因此，透過方案的提出已經使 PPA 與年度預算之間建立連結。 

2. 婦女部 2023 年的預算執行率已達 98.6%。 

3. 婦女跨領域議程之策略目標將會納入新的國家婦女政策計畫(National plan of policies 

for women)。 

(三)巴西從 OECD 檢視報告中得到的收穫 

1. OECD 檢視報告有助於巴西強化與精進性別敏感預算(gender-sensitive budgeting)推

動工作。 

2. 可以幫助巴西提升縮小性別不平等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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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性別預算的實施經驗，外溢到 PPA 中其他跨領域的議程，包括兒童少年、原住

民族、種族平等、環境。  

(四)巴西未來努力方向 

1. 強化各層級機關性別預算知能，並加強監督預算與 PPA 的落實情形。 

2. 將性別預算以更友善的方式呈現，及強化政策規劃與預算之間的連結性。 

3. 將性別預算的精進作法，外溢擴散到其他跨領域議程。 

三、與談人 Shaibya Dalal /美國，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聯邦公平事務負責人 

(一)美國拜登總統 2023 年 2 月簽署第 14091 號行政命令「關於透過聯邦政府進一步促

進種族公平和支持服務不足群體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Further Advancing 

Racial Equity and Support for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重要內容如次: 

1. 每個機關首長均應支持持續實施全面的公平策略，並將公平策略運用於政策、預

算、計畫、服務提供、採購、資料收集流程、公眾參與、研究和管考，為所有人民，

包括服務不足的群體帶來公平的結果。 

2. 自 2023 年起各機關向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 提交總統預算(President’s Budget)

時，機關首長應向白宮公平指導委員會提交一份公平行動計畫(Equity Action Plan)。 

3. 各機關內應設立機關公平小組(Agency Equity Team)，協調公平措施的實施，且支持

機關各級員工持續接受公平培訓和公平領導力發展。  

4. 各機關應強化與服務不足的群體(underserved communities)合作，使其就影響他們的

聯邦政策和計劃提供意見，各機構亦需運用創新的方法，提高其參與的品質、頻率

和可近性，促進服務不足群體的參與。 

5. 各機關應幫助農村與都市地區增加經濟機會，包括協助農村社區獲取聯邦資源，

創造公平的經濟機會，並推動創造社區財富的計畫(如提供技術援助)。 

6. 各機關應利用各自的公民權利權責單位和辦公室(civil rights authorities and offices)，

預防和解決歧視，並促進公平。 

(二)在第 14091 號行政命令下，各機關提出多項行動，舉例說明如次： 

1. 對影響力大的計畫和政策進行公平評估(equity assessments)，包括 

(1)服務不足的群體群和個人在獲得聯邦計畫的福利和服務方面可能面臨的障礙。 

(2)服務不足的群體和個人在參與政府機關採購和承包機會時可能面臨的障礙。 

(3)服務不足的群體和個人在參與政府機關補助計畫和其他形式的財務援助時可能

面臨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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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前政府機關政策、法規和指引中有積極處理系統性不平等之根本原因。 

(5)政府機關在社區參與過程中，有機會直接與邊緣化、弱勢或服務不足的群體互

動並增強其權能，以促進公平的決策。 

(6)負責推動公民權利或為代表性不足或弱勢群體服務的政府機關單位可用的資源

與運作情況。 

2. 為評估機關政策和行動（如計畫、服務、流程和管理）是否有效服務所有個人和社

區，特別是當前和歷史上服務不足的個人和群體，OMB 發布了資訊請求 (Request 

for Information,RFI)， 尋求政府、企業、倡議團體、非營利組織等廣泛利益相關者的

意見、資訊和建議，其中尋求意見的領域包括公平評估和策略(Equity Assessments 

and Strategies)，即對公部門各機關的公平性進行整體評估與對特定政策之評估。 

3. 聯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務購買者，各機關需評估將更多採購和委外經

費引導至服務不足的個人和群體，以利有更多的企業能夠分享聯邦採購所創造的

就業和機會。 

(三)美國聯邦政府 2025 年的預算更做出了大量投資，支持服務不足的群體及消除不平

等，包括在健康、教育和經濟機會方面。例如： 

1. 投資近 4 億美元改善孕產婦死亡率問題。 

2. 提供資源擴大免費社區大學，並為全國 4 百萬 4 歲兒童提供普遍、免費的學前教

育補助。 

3. 提供 25 億美元推動飲用水改善和廢水處理基礎設施，尤其是縮小服務不足群體的

健康不平等。 

4. 提供 30 億美元競爭性補助款，透過提供法律諮詢、緊急租金補助和其他租金減免，

促進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改革強制搬遷政策(eviction policies)。 

5. 提供 40 億美元用於低收入家庭能源協助計畫，以幫助弱勢家庭獲得能源和房屋保

暖節能協助(weatherization assistance)。 

6. 提供更多資源支持農村合作夥伴網絡(RPN)，政府與農村和部落社區合作，幫助他

們獲得資源和資金，支持其長期的經濟穩定。 

(四)對巴西性別預算的建議 

1. 將性別預算納入法律中明定。 

2. 建立現況資料、績效衡量標準和國家目標。 

3. 制定明確的政策重點以指導預算工作。 

4. 採取政府整體推動平等的途徑(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並融入日常治理，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5/05/2021-09109/methods-and-leading-practices-for-advancing-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through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5/05/2021-09109/methods-and-leading-practices-for-advancing-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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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促進平等成為每個人的工作。 

5. 注重能力建構（含人才、資源、機關間的相互學習）。 

6. 從第一天開始就練習說故事和訊息傳遞（內在和外在）。 

7. 持續加強民眾參與、公民參與，以增強對政府的信任。 

8. 促進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間協調、協作及分享經驗。 

 

場次 6 時間運用數據及對性別預算的價值 

(Time use data and its value for gender budgeting) 

時間使用數據可以為性別預算提供有價值的見解，透過揭示男性和女性如何運用時

間，特別是在無酬照顧工作上，指出性別規範對提升婦女經濟力的影響。本場次探討

OECD 國家的時間使用調查的重要發現，及如何利用這些資訊來加強性別預算分析，

包括如何更好地設計預算措施，解決時間使用方面的性別不平衡問題，促進婦女獲得

更多經濟機會。 

一、講者 Vytautas Peciukonis /歐盟性別平等局，研究員 

(一)歐盟性別平等局(EIGE)2022 年針對歐盟 27 個國家，進行首波無酬照顧調查(unpaid 

care survey)，受訪者為 16 歲至 74 歲人口，約 6 萬人，主要採取網路調查。 

(二)調查主要發現 

1. 在歐盟，女性仍然是照顧孩子的主要責任者。55%有 12 歲以下孩子的女性每天至

少花 5 小時在育兒上，男性的比率為 26%。 

2. 針對每天提供超過 5 小時長期照顧或兒童照顧之高密度照顧者(high-intensity carer)

中，66%為女性，男性佔 34%。71%的男性高密度照顧者有就業，只有 59%的女性

有就業。14%的女性高密度照顧者因家庭因素而離開職場，男性只有 2%。62%的女

性高密度照顧者收入在中等收入以下，男性只有 39%在中等收入以下。36%的女性

高密度照顧者每週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少於 1 小時，男性只有 15%。 

3. 照顧責任對照顧者就業的影響 

(1)在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的照顧者中，19%的女性獲得彈性工作安排，20%的男性獲

得彈性工作安排。24%的女性減少工作時間，只有 13%的男性減少工作時間。 

(2)在提供長期照顧的照顧者中，17%的女性獲得彈性工作安排，19%的男性獲得。

17%的女性減少工作時間，16%的男性減少工作時間。 

4. 正式照顧服務有助於減少無酬照顧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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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托育服務的使用對父母的時間有明顯影響，特別是有 6 歲以下孩子的母親。

當母親未使用托育服務時，47%的母親每天花在育兒上的時間超過 10 小時，而

有使用托育服務的母親，每天花在育兒上的時間超過 10 小時的比率下降到 30%。 

(2)當照顧者未使用正式長期照顧服務時，59%的男性照顧者每天須提供照顧，而當

有使用正式長照服務時，男性照顧者每天須提供照顧服務的比率下降至 34%。 

5. 照顧者仍難以獲得所有他們需要的服務 

(1)在使用托育服務的父母中，大約 14%的女性和 10%的男性表示無法獲得他們所需

的所有服務。未滿足的需求包括漫長的等待名單、沒有提供服務、負擔不起。 

(2)長期照護服務的使用率仍然相對較低，雖然對長照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在許

多國家仍然不發達。提供長照的照顧者中，有 27%的女性受訪者和 24%的男性受

訪者表示，很難獲得所有必需的長期照護服務。主要的障礙是負擔不起，對於人

口密度低的農村和偏遠地區在獲得長照服務上面臨更大的挑戰。 

6. 正式照顧服務對性別平等的益處:對正式照顧服務的投資，可提升性別平等的可能

性，如:性別平等指數(GEI)整體可以提升 13%，在金錢領域可以提升 19%，在工作

領域可以提升 18%。 

7. 建議 

(1)加強對正式照顧服務的投資和經費，強化服務品質、可近性和可負擔性，特別是

在農村和偏遠地區地區。 

(2)採取針對性的措施，挑戰傳統性別角色，積極促進男女平等分擔照顧責任、平等

參與有酬工作。 

(3)收集歐盟內有關無酬照顧、工作與生活平衡，及獲得正式照顧服務之性別統計，

並在歐盟層級訂定具挑戰性的量化目標，以促進國家層級擴大長期照護服務的

覆蓋率。 

二、與談人 Peter Johnson /澳洲，外交官員，駐 OECD 代表處 

(一)澳洲統計局於 2020 年至 2021 年進行時間使用調查(Time Use Survey)，這是一項全國

性調查，蒐集澳洲 15 歲以上人口如何平衡工作、家庭、休閒、照顧和其他活動之

間的時間，受訪者透過網路調查工具，報告他們兩天內的活動日記。 

(二)本項調查將 15 歲以上人口花費時間的活動分為 4 種活動類型: 

1. 必要活動(Necessary activities)：睡眠、飲食、個人護理、健康和衛生等活動。 

2. 契約活動(Contracted activities)：有薪工作和教育等活動。 

3. 承諾活動(Committed activities )：無酬家務勞動、兒童照顧、成人照顧和志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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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閒活動(Free time activities)：社交互動、外出和看電視等休閒活動。 

(三)平均而言，男性在契約時間和空閒時間上花費的時間較多，女性在承諾時間上花費

的時間更長： 

1. 男性的契約活動時間為 4 小時 18 分鐘，女性則為 3 小時 4 分鐘。 

2. 男性的空閒活動時間為 5 小時 28 分鐘，女性為 5 小時。  

3. 女性的承諾活動時間為 4 小時 31 分鐘，男性為 2 小時 44 分鐘。 

(四)大多數女性（94%）和男性（86%）表示有參與無酬工作活動(包括家務、兒童照顧、

老人照顧和志願服務)。 

(五)大多數女性(93%)和男性(82%)表示有參與家庭活動(為維持和管理家庭而進行的所

有活動)。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參與家務勞動、食品和飲料準備、購物；男性參與家庭

維修與車輛維護的的比率，則高於女性。 

(六)參與 15 歲以下兒童照顧活動的的女性（89%）多於男性(73%）；參與育兒的女性花

費的時間(3 小時 34 分鐘)也高於男性(2 小時 19 分鐘)。 

(七)男性(48%)參與就業相關活動(包括工作、求職和通勤交通)比率高於女性（37%）；在

參與就業相關活動的人中，男性平均每天花的時間(8 小時 13 分鐘)，比女性多一個

小時(7 小時 12 分鐘），平均時間落差最大者係在 25 歲至 44 歲之間。 

(八)空閒時間(包括社交、社區互動、娛樂和休閒活動)方面，大多數人(96%)的空閒時間

活動為平均每天 5 小時 27 分鐘。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數娛樂和休閒活動中的參與程

度大致相似，除了女性(39%)使用一般網路和設備(general internet and device use )高於

男性(33%)、女性(25%)閱讀高於男性(18%)、男性(13%)從事數位遊戲(digital games )比

率高於女性(6%)。 

(九)時間壓力(詢問參與者是否經常感到匆忙或時間緊迫)方面，女性(38%)表示總是或經

常感到匆忙或時間緊迫，男性為(32%)。35 歲至 44 歲的女性(55%)是最有可能總是

或經常感到時間匆忙的群體；有 15 歲以下孩子的家庭(52%)比沒有孩子的家庭(29%)

更有可能感到匆忙或時間緊迫。 

三、本處代表發言與講者回應 

(一)本處代表發言 

我國每 4 年辦理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其中已納入調查婦女及其配偶之無酬照顧時

間。我國 2018 年調查結果發現，15 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

時間(如做家事、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等)，為其配偶或同居伴侶之 3 倍。政府為改變

傳統性別分工模式，營造男性參與家務與育兒之社會風氣，我國已將「消除性別刻

板印象、偏見與歧視」列為 2022 年至 2025 年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此外，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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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婦女就業，亦提出「公共化及準公共兒童照顧政策」，提供約平價、優質、

近便的就學名額，更自今(2024)年起，為進一步協助家庭減輕經濟負擔，將每名幼

兒托育費用由原先控制在家庭可支配所得 10%至 15%降低為 5%至 10%。請問時間

運用調查還可以運用於其他哪些政策制定，以促進性別平等? 

(二)講者回應 

時間運用調查發現，承擔照顧工作的女性，休閒或空閒的時間往往較少，也會減少

其自我照顧(self-care)的時間，進而不利身心健康，因此，調查結果除了可以作為破

除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擴大提供正式托育服務等政策參考外，也可以應用在制定無

酬照顧者相關身心健康支持服務措施上。 

 

OECD 秘書處報告未來工作 

Jon R. Blondal /OECD，公共管理與預算組，組長 

一、OECD 當前工作重點 

(一)促進有品質的預算制度，包括預算治理的架構與實務層面。 

(二)增進公眾對政府預算的了解，使其產生處理財政挑戰的意願。 

(三)推動策略預算措施(strategic budbet initiatives)，將預算作為一項影響變革的工

具。 

二、良好的支出架構(Spending Framework)應包括 10 個要素:(1)設定清楚的財政目標(2)

客觀的經濟預測(3)多年期的支出基線(4)由上而下的支出上限(5)定期檢視支出情形

(6)有研究數據支持的支出決定(7)考量所有形式的支出(8)部會成為合作夥伴(9)預

算透明(10)有效的預算監督。 

三、增進公眾對政府預算的了解，包括 4 個面向:(1)設立獨立的財政機構，提出選前

的分析報告，進行倡議；(2)強化公眾、媒體、民選官員、學校等財政素養；(3)分

別由政府、國會、公民主導的公民對話(citizen dialogue)；(4)運用社群媒體、生成

式 AI(如 Chat GPT)等創新傳播方式。 

四、推動策略預算措施，將性別預算的推動經驗運用到綠色預算(green budgeting)，甚

至推動永續發展目標預算(SDG budgeting)。 

五、OECD 可提供的支持服務:(1)分享優良做法(2)產出研究報告(3)進行國家檢視與提

供執行面的協助(4)增進國際對話(5)進行數據與指標的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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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察與建議 

一、性別與其他人口特質之交叉統計資料不足，幾乎是 OECD 各國在推動性別預算與性

別平等時共同面臨的挑戰。本院自 88 年起啟動性別統計資料之蒐集迄今，各部會、

各地方政府均已於機關網站設置「性別統計專區」，復於 104 年函頒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考核及獎勵計畫，引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持續精進性別統計資料之建置與應

用，尤其是強化交叉統計資料之建置與應用。近來考量我國性別統計與交叉統計

仍有待精進之處，本院 113 年 7 月函頒「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精進

重點之一即為新增不利處境者(如:身心障礙、高齡、兒少、原住民族、多元性別等)

分類之性別統計。我國未來可適時將推動交叉統計與「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

進作業」之經驗與成果，作為與其他國家交流之主題，亦可作為行銷我國性平推動

之優良作法。 

二、如何於性別平等政策與計畫制定成果導向、具體、可衡量之指標與目標值，也是許

多 OECD 國家提出的挑戰。如:加拿大制定之性別平等結果架構雖有設定目標與指

標，但未設定目標值；冰島強調性別目標必須搭配具有明確期間、可衡量之目標

值，才能促使政策措施有效推動。本院函頒之「性別平等重要議題」(111 至 114 年)，

於 6 大議題均設定關鍵績效指標(含衡量標準與目標值)，並引導各機關據以提出具

體做法、績效指標及各年度目標值，有助於衡量性別平等之推動進展與成果。但在

中長程個案計畫方面，雖然「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5 點

第 2 項，明定中長程個案計畫應視計畫內容所涉之性別影響層面，訂定性別目標、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惟目前於計畫書中明定者仍屬少數，是以，如何協

助各部會依計畫屬性與性別影響層面，於中長程個案計畫中擬定合適之性別目標、

績效指標及目標值，是我國需努力之方向。 

三、本次會議焦點之一為分享 OECD 國家在促進勞動市場之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之進展，

包括政府增加對托育服務的財政支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增加父親請育嬰假，參

與育兒之誘因；透過立法對民間企業課予義務，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民間企業定

期提報員工性別薪資差距報告，期透過薪資透明化以縮小性別薪資差距，及對一

定規模以上民間企業董事會實施性別配額或設定少數性別應達一定占比之目標等。

前開 OECD 國家之政策方向，與本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提供近便、普及、優

質、平價之托育及教保服務，縮小無酬照顧時間之性別差距與性別薪資差距，及提

升私部門女性參與決策等政策目標一致，前開推動經驗值得作為本院推動性別平

等重要議題之參考。 

四、觀察近年的會議安排，主辦單位嘗試就具挑戰性之議題，採取分組討論方式，增進

各國代表分享經驗與互動交流之機會，且議題之範圍從性別預算連結至其他預算

領域(如:兒少預算、綠色預算)，為增加分享我國相關經驗之機會，未來可視議程內

容提早蒐集涉及其他機關之資料與意見，供研擬發言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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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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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與會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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