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男、女性同仁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人數比例及關注

學習課程議題等相關分析 

水利局人事室 黃雯娟 

壹、前言 

為配合現行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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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近年依據本府年度性別主流化暨 CEDAW教育訓練計畫，逐步辦理本

局同仁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為探求同仁對於課程瞭解性及未來教育訓練課程辦理方式。

據此，特以問卷調查局內同仁(以 108年 3月在職同仁)就本局於 107年辦理性別主流化

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檢視本局現職男、女性同仁參訓課程人數出席比例，以及對各項

議題的關注度、規劃貼近同仁需求之性別意識培力之課程。 

貳、問卷分析基礎資料 

依據本局(107)年度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教育訓練計畫，本局共規畫辦理 3場專題

講座及 4場性別主流化電影賞析，在活動計畫預估成效上，希望本局人員在性別主流化

訓練相關課程（含實體、數位課程)能達 100%完訓率；有關 CEDAW 相關課程受訓涵蓋

率至少達 50%(含實體、數位課程，每人至少 3小時)，其中實體課程完訓者應占 15%以

上。本次問卷調查受訪同仁(至 108年 3月止)共發出 508份問卷，問卷收回有 474份，

回收率為 93.3%。 

 

圖一  本局受訪男、女數 

 

圖二  本局受訪男、女人數比例分析 

參、問卷內容分析 

一、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與性別差異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本局受訪男、女性同仁人數分別為男性同仁 330人，女性同仁 140

人，另外有 4人未填性別。在參加過 107年度性別主流化電影賞析或 CEDAW專題講演

之場次，依男、女性同仁人數參加課程之人數及比例，其中男性同仁在皆未參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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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較女性同仁未參加課程之比例較高且差距達 13%。(參考圖四及圖六) 

 

圖三  男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或專題講演人數統計分析 

 

圖四  男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或專題講演人數統計比例分析 

 

圖五  女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或專題講演人數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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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女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或專題講演人數統計比例分析 

進一步觀察，局內男、女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課程場次部分，發現男性同仁參加

本局電影賞析課程 1至 2場次有 216人(占男性同仁 330人其比例為 65.45%)，女性同

仁參加電影賞析課程 1至 2場次有 113人(占女性同仁 140人其比例為 80.71%)，兩者

差距有 15.26%。(參考圖七至圖十)；而沒參加電影賞析課程之男、女性同仁，其人數

比例兩者也有 10%之差距；顯示女性同仁參加課程之意願較男性同仁為高。 

 

圖七  男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場次人數統計 

 

圖八  男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場次人數統計比例 

41%

4%

48%

6%

1%

有參加性別主流化電影

有參加CEDAW專題講座

性平電影及CEDAW專題講

座皆有參加
以上皆無參加

空白未填

0場 1場 2場 3場 4場 空白未填

人數 64 131 85 19 6 2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9%

40%

26%

6%

2%
7%

0場

1場

2場

3場

4場

空白未填



 

4 

 

 

圖九  女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場次人數統計 

 

圖十  女性同仁參加電影賞析場次人數統計比例 

同樣地，在專題講演部分男性同仁沒有參加講座之人數比例也頗高，人數比例可

達 46%，而女性同仁未參加講座有 40%之人數比例，兩者差距有 6%。其次，參加 1場

專題講演女性同仁人數比例亦高出男性同仁 8%。(參照圖十一至圖十四) 

綜上，本局 107年辦理性別主流化等相關課程，發現不論性別主流化電影賞析課

程或是專題講演課程，女性同仁參加課程人數比例似乎都較男性同仁人數比例為高

(參照圖三至六)。針對此現象對於日後辦理性別主流化課程訓練時，課程時本室將多

應注意男、女性別參與課程出席人數之比例。 

 

圖十一  男性同仁參加專題講座場次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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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男性同仁參加專題講座場次人數統計比例 

 

圖十三  女性同仁參加專題講座場次人數統計 

 

圖十四  女性同仁參加專題講座場次人數統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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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議題關注度與性別差異性分析 

就本次問卷調查統計分析，在有關實體課程教學內容是否有助局內同仁瞭解性別

主流化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內容，及對於日後課程設定之性別

議題及內容主題，針對男、女性差異分析如下: 

(一) 男、女性同仁瞭解性別課程內容分析: 

近 41%男性同仁對於性別主流化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

內容表示瞭解；39%的男性同仁對其內容則表示尚可。而對於女性同仁來說，35%

女性同仁對於性別主流化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內容表示瞭

解；46%的女性同仁則對其內容是尚可。但大體而言，男、女性同仁分別為 80%及

81%都對其議題表示瞭解程度，並無差異。(參照圖十五至圖十八) 

 

圖十五   男性同仁瞭解 CEDAW 公約人數統計 

 

圖十六  男性同仁瞭解 CEDAW 公約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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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女性同仁瞭解 CEDAW 公約人數統計 

 

圖十八  女性同仁瞭解 CEDAW 公約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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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男性同仁只佔 14%，顯女性同仁認為在職場中因性別區隔會影響工作的就業型

態，是以，要如何營造職場性別平權提升女性同仁經濟力，為本局女性同仁認較為

重要。(參照圖二十一及二十二) 

 

圖十九  男性同仁關注中央推動五大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選項之人數統計 

 

圖二十  男性同仁關注中央推動五大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選項之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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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女性同仁關注中央推動五大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選項之人數統計 

 

圖二十二  女性同仁關注中央推動五大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選項之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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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認為提升女性經濟力之重要性。(參照圖二十三至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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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男性同仁就性別相關課程內容主題人數統計 

 

圖二十四  男性同仁就性別相關課程內容主題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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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女性同仁就性別相關課程內容主題人數統計 

 

圖二十六  女性同仁就性別相關課程內容主題人數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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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得四點之結論，我們可以在往後課程安排人員參與部分，須應多留意參訓同仁男、

女參訓課程人數之比例；再者，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相關課程上，可多規劃不同層面之議

題貼近同仁之需求。次者，在實體課程運用不同方式辦理，如工作坊、讀書會或案例研

討等方式，以為吸引及增加同仁參與課程之意願，進而確實提供局內同仁於智能及專業

上有所獲益。當然再藉由課程後問卷調查，於課程或活動辦理完畢後進行成效評估，透

過問卷瞭解同仁需求及課程滿意度，適時修正課程辦理方式，作為精進局內性別意識培

力相關訓練之參考，亦能達成課程辦理之目的與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