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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11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0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本局 4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副局長兼主席鴻義          紀錄：科員王曉筠 

四、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歡迎桃園市政府夏顧問、性別平等辦公室同仁、黃教授、謝律

師及本局各位與會代表參加本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本次

為今(111)年第 2 次開會，為了推展性別平等工作，落實警察

職場內之性別平權，本局每年均依照規定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

組會議，審視並督導性別平等業務推展情況，健全性別平等促

進事項等，本次會議請各位委員不吝提出寶貴意見與指教，並

藉由充分討論與交換意見，檢視各單位實務運作是否有扞格與

不足之處，進而提出改善作法。 

六、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七、前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無列管事項。 

八、工作報告： 

(一) 檢視 111年度性別主流化工具年度執行成果。 

決議：同意備查。 

 

(二) 填寫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面向執行成果表「111 年 1-9

月辦理成果」及「112年工作規劃」。 

分隊長徐瑤：人身安全與司法組原有 16項政策方針，於去

（110)年底修正為 11 項，其中警察局負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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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本次數據更新至 9月。 

黃委員翠紋：跟蹤騷擾防制法在今（111)年 6 月 1 日實施

，主責單位為內政部警政署，而性別暴力專

法主責單位為社會局家防中心，但是跟蹤騷

擾其實也算是性別暴力的一環，建議可以將

執行成果寫得更詳細，或是將警察的工作重

點寫得更清楚，才能區分與其他單位的不同

，例如警察單位針對跟蹤騷擾防制法部分，

如何跟其他單位進行網絡合作、對加害人的

處遇措施、被害人的保護服務及安全計畫，

警察的作為為何?警察的書面告誡成效?唯有

落實跟蹤騷擾防制才能避免重大暴力案件的

發生。 

盧委員昱嘉：有關被害人保護部分，目前只要接獲跟蹤騷

擾案件都會立即以電話或是通訊軟體聯繫家

防中心，也會與被害人溝通是否需派警力在

工作地或居住地加強巡邏。 

黃委員翠紋：依據中央規劃，因為跟蹤騷擾的行為較常出

現在就學或是就業的地方，所以如果是發生

在學生，應該是由教育部主責，請學校加強

校園安全，如果是發生在職場，則是勞動部

主責，加強職場安全，而非僅由警察加強巡

邏，警察單位應該是指導或是宣導學校、企

業、被害人相關安全意識，所以網絡的分工

就非常重要。 

決議：請婦幼警察隊依委員意見，於辦理成果中增加網絡

合作的具體成效。 

(三) 檢視對民眾推展 CEDAW案例宣導媒材宣導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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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淑芬：宣導影片是否能放在其他平台增加曝光率? 

督導廖麗萍：目前還有放在 youtube 頻道。 

決議：請少年警察隊協請各分局將宣導影片放在當地社群

媒體，增加曝光率。 

 

(四) 檢視機關落實性別平等措施執行成果。 

決議：同意備查。 

 

九、提案討論： 

(一) 第 1案：本局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比例達成 40%落實情形及 

       未達三分之一以上改善及辦理情形。 

紀委員國雄：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之委員會為人事

甄審委員會，適逢委員會年底改選，目前朝 2

個方向努力，首先，票選委員的部分鼓勵女

性同仁參與，不足的部分則於局長圈選指定

委員時，將該性平目標陳請局長納入考量，

以提升人事甄審委員會女性委員比例。  

蔡主席鴻義：本局員警男女比例過於懸殊，但仍朝任一性

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之目標努力。 

決議：人事甄審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以上之

改進作法，照案通過。 

 

(二) 第 2案：檢視 111年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及內涵。 

黃委員翠紋：既有性別統計項目第 32、33項，違反保護令 

            罪加害人、被害人按性別，這 2 個指標建議 

            分為家庭暴力及跟蹤騷擾的保護令。另有關 

            112年新增的統計項目，因應少年事件處理 

            法修正案明（112) 年 7月 1日上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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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少年輔導委員會實施輔導的人數。 

決議：請統計室依委員意見將統計項目第 32、33項違反保

護令部分區分為家庭暴力及跟蹤騷擾 2 類，另 112

年新增統計項目部分，加入少年輔導委員會實施輔

導人數，餘照案通過。 

 

(三) 第 3案：檢視 111年性別分析之撰寫主題。 

謝委員淑芬：該分析報告中顯示女性肇事人數由 101 年 13

人增加至 110年 40人，但是未提到肇事增加

的原因，應再深入分析女性肇事人數增加的

原因，並針對女性肇事主因加強宣導，才能

有效防治交通事故發生。 

黃委員翠紋：性別跟肇事原因要做交叉分析，才能了解男

性與女性肇事原因有無差異，進而提出相對

應的策進作為，才是有效的防治策略。 

決議：請統計室及交通警察大隊依委員意見補充性別及肇

事原因之交叉分析，餘照案通過。 

 

(四) 第 4案：檢視 111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夏顧問金興：110年度執行率為 99.94%，未達成之原因為   

            何? 

曾股長馨葳：110年度執行率未達 100%係因受疫情影響，  

            部分機關合併辦理或減少 CEDAW教育訓練場  

            次。 

黃委員翠紋：是否有與性別有關之預算未彙整於編列表上?   

            例如，守望相助隊每年都有安排性平課程的  

            教育訓練，資料上卻未顯示。 

曾股長馨葳：有關守望相助隊教育訓練部分，下次查填時 

            會請各機關一併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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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五) 第 5案：檢視 112年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內容。 

黃委員翠紋：有關計畫中提到的建立社區網絡，建議除了

向民眾宣導外，應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建

構完整且具體的措施，以達到二、三級預防

。 

決議：請刑事警察大隊依委員意見，修正網絡合作內容，

餘照案通過。 

 

(六) 第 6 案：檢視 112 年結合企業、民間組織（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政策、計畫、方案、措施內容。 

黃委員翠紋：建議可將男性及女性義警的工作屬性簡略說 

            明，並分析任務分工的合適性。 

決議：請保安科依委員意見補充男性及女性義警的工作內 

      容，餘照案通過。 

 

(七) 第 7案：檢視 112年性別影響評估案件撰寫內容。 

黃委員翠紋：有關「中壢分局仁愛派出所辦公廳舍拆除新 

            建工程」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 的部分， 

            與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應為「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中的落實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源與科 

            技發展。另外這個案件明顯與性別是有關聯 

            的，內容也有提到相關的性別目標及執行策 

            略，所以 2-1、2-2的部分，評估結果應為有 

            訂定性別目標及執行策略，2-3的部分則為有 

            編列相關預算。           

蔡主席鴻義：有關「本局 112年度績優人員國內旅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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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一案，工作績優應該是 

            全面性的比較，所以與性別平等較無相關。 

決議：有關中壢分局仁愛派出所辦公廳舍拆除新建工程一

案，請中壢分局依委員意見修正內容，餘照案通過

。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主席結論： 

今天非常感謝夏顧問、黃教授、謝律師蒞臨指導，提供許

多寶貴的建議，各相關單位應確實依委員建議修正資料。

性別平等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國際的潮流，希望各單位

能真正了解性別平等的意義，並將性別平等落實到所訂定

的計畫，以期達到實質的性別平等。 

 

十二、散會(上午 12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