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計畫處性別結構及指標統計分析報告

壹、前言：
    雲林縣政府積極研討及推動實施地方創生計畫，計畫處藉由地方創生作為
引  
導跨局處、跨地域及跨部門來解決地方結構性問題及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促進
地方人口和就業成長，營造友善的生活軟、硬體環境，並進一步擁有創新自主發
展能量，能夠面對未來國內、外大環境變化的嚴峻挑戰！更領跑全國成立「雲林
縣政府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未來將作為資源整合、諮詢輔導及連絡單一窗口
連結縣內3所大學、國家發展委員會等資源平台，協助鄉（鎮、市）公所、地方
企業推動地方創生，以落實地方產業政策，促進雲林偏鄉翻轉！

   另外計畫處創造價值、改變流程，以設計力改造公部門，也期待未來看到縣
府透過設計，讓民眾更有感雲林的建築美、在地美、生活美，以更清楚、簡單的
方式傳達正確的美學訊息。

   同時化危機為契機，雲林縣政府將疫情扭轉為城市數位轉型的推手，打造雲
林縣數位縣民「雲林Nub i 扭一下」App 的扭幣( Nub i ) 大平臺，縣政資訊發布及活
動報名簽到、社區防疫、在地良品行銷、志工行動應用、數位縣民身分及圖書證應
用全都做得到，科技把關、守護健康。

   因此計畫處重視性別比例及結構平衡，將性別平等理念融入各項施政，展現
推動性別平等的多元豐富能量。

貳、計畫處人員性別統計概況：

 
一、年齡分析
                    表一：計畫處人員年齡男女比
        

      圖一：計畫
處人員年齡 男女比

   本處共 分資訊管理
科、管制考 核科、綜合
規劃科、研 究發展科，
目前編制計 有31人
（跟 108年 本處男女人
數相比，男 性多 3人，
女性人數則無變化），其中男 18人（佔58.06％）女 13人（佔41.94％）男性
比例高於女性，而又以 40-50歲年齡層人數最多 此年紀通常思慮較為成熟，有
助於本處政策推展及決策較為圓融、穩定。其餘各年齡層20-29歲 1人（佔
3.2％），30-39歲 9人（佔29.1％），50歲以上5人（佔 19.8％）各年齡層人
數尚稱平均，惟20-29歲年齡層比例偏低，現在是網路社群時代，各項政策可

　 年齡

　 組距

性別　 20-29 30-39 40-49 50以上

男 1 5 9 3

女 0 4 6 3

合計
（31）

1 9 15 6



適度納入年輕族群女性同仁意見並鼓
勵分享意見，以充分達到並吸納社會各項多元創新之意見與作法。

                    圖二：計畫處各科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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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週期分析
                   圖三：計畫處人員生命週期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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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計畫處人員生命週期男女比

　 生命週期

　 婚姻狀況 身心障礙 是否育兒
是否留職停
薪

性別　 已婚 離婚 未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男 11 0 7 0 18 11 7 0 18



女 8 0 5 0 13 7 6 1 12

合計 19 0 12 0 31 18 13 1 30

                    

（一）婚姻狀況分析
   本處110年已婚 19人，其中男 11人（佔 35.5％）女8人（佔25.8％），未
   婚 12人，其中男7人（佔22.6％）女5人（佔 16.1％），個別來看，已婚
及
   未婚比例男皆高於女。

（二）身心障礙分析
   本處110年無身心障礙 31人（佔96.4％），身心障礙 0人（佔 0％），未來
如
   有進用正式或約聘僱新進人員時，可考慮以身心障礙人員為優先。

（三）是否育兒分析
   本處110年育兒 18人其中男 11人（佔 35.5％）女7人（佔22.6％），未育
   兒 13人，其中男7人（佔22.6％）女6人（佔 19.3％），個別來看，雖然
現
   代女性的生育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有「生孩子是為了傳宗接代」的想
   法。惟本處同仁已婚者只有一人未育有兒女，較傾向傳統社會養兒育女是
「人
   生階段任務」，有兒女的人生才圓滿的價值觀。

（四）是否申請留職停薪分析
   本處110年申請留職停薪 1人（佔 3.2％），未申請留職停薪 30人，其中男
   18人（佔58.1％）女 12人（佔 38.7％）。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政策的規定。

（五）小結：
   營造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同仁工作與家庭平衡，從育嬰留職停薪、育兒等，
   皆避免限制特定性別，使不分性別的同仁都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享有法律給
   予之平等保障與平等受益，並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並持續推動落
   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三、社會經濟狀況分析
                   圖四：計畫處人員社會經濟狀況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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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計畫處人員社會經濟狀況男女比

　 社經狀況

　 教育程度 官等 主管

性別　 碩士以上 大專 高中以下 薦任以上 委任 約僱 主管 非主管

男 11 7 0 13 3 2 4 15

女 2 11 0 7 1 5 2 10

  合計 13 18 0 20 4 7 6 25

（一）教育程度分析
   本處110年碩士以上 13人（佔42.0％），大專18人最多（佔58.0％），高
中
   以下0人，個別來看，本處職員學歷皆有大專以上，男性以碩士居多，女性
   以大專居多，未來可鼓勵女性職員工作之餘自我進修取得碩士學歷，在高等
   教育階段能讓女性教育權有更顯著的進展。

（二）官等分析
   本處110年薦任以上20人最多（佔64.5％），委任4人（佔 13.0％），約
僱
   7人（佔22.5％），個別來看，薦任以上男性13人女性 7人，顯示男性薦
任
   以上比重高於女性，約僱5人為女性多於女性，未來如有進用約聘人員時宜
   考慮以男性為優先。

（三）主管分析
   本處110年主管6人（佔 19.4％），其中男性 4人，女性 2人，非主管25
   人（佔80.6％），其中男性15人，女性10人，個別來看，一級正副主管皆



   為男性外，二級主管（科長）及職員男女比例趨近為1：1尚稱平衡，有助
   政策性別意識提升。

（四）小結：
   鼓勵女性積極參與社會、擔任決策角色並發揮潛能及影響力，是未來政府各 
   級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女性已能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
   彩，本處從女性教育權、工作權、成就表現、 ... 充分證明女性同仁有亮眼
   表現，也去除對性別角色之限制、縮短各領域的性別落差，鼓勵女性同仁積
   極參與社會、擔任本處決策角色。

四、居住地區及種族分析

            
                  圖五：計畫處人員居住地區及種族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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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計畫處人員居住地區及種族男女比

　 居住地區及種族

　 居住地區 種族

性別　 本地 非本地 平民 原住民

男 11 6 18 0

女 9 5 13 0

合計 20 11 31 0



 （一）居住地區分析  
   本處110年本地 20人（佔64.5％），非本地11人最多（佔 35.5％），個別
來
   看，男性本地11人，，非本地 6人，女性本地 9人非本地 5人，非本地以男
   性居多，各項政策思考及促進雲林發展的同時，除了「在地範疇」也適度融
   入非本地人觀點。

（二）種族分析
   本處110年平地30人（佔 100％），原住民0人最多（佔 0％），未來如有
相
   關政策討論時，多元文化政策強調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獨特性，接納其他民族
   觀點尤其重要以落實族群平衡。

五、結論
（一）
   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多年來，
   臺灣社會在法令政策推動及多元對話後，性別平權普遍受到重視，臺灣女性
   已能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從女性教育權、工作權、成就表現、社會福利
   保障，乃至國家或組織事務的決策參與，都有女性溫柔而堅毅的力量在其中。
   因此計畫處重視性別比例及結構平衡，將性別平等理念融入各項施政，展現
   推動性別平等的多元豐富能量。並縮短各領域的性別落差，鼓勵女性同仁積
   極參與社會、擔任決策角色並發揮潛能及影響力，也是未來計畫處繼續推動
   性別平等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

（二）
   上揭計畫處性別結構及指標統計分析有以下幾點特色及趨勢：
    1、本處女性受教育機會普遍提高，在部分專業領域，女性表現甚至有後來
       居上趨勢。
    2、營造性別友善職場， 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持續推動落實性別工作平等
       法，以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3、本處從女性教育權、工作權、成就表現、 ... 充分證明女性同仁有亮眼
       表現，也去除對性別角色之限制、縮短各領域的性別落差，充分體現消
       除性別刻板印象，提升性別平權意識。
    4、本處發揮創意與活力，將性別平等理念融入各項施政，展現推動性別平
       等的多元豐富能量。
（三） 
    但仍有許多改善空間，如進用約聘人員時宜考慮以男性或身心障礙人員為
優
    先、各項政策適度納入年輕族群女性同仁及其他種族觀點意見、鼓勵女性職
    員工作之餘自我進修取得高等教育學歷、鼓勵男性同仁申請育兒留職停薪、
    高階主管任用女性等，未來將持續完善性別平等各項工作，以將性別平等
理
    念融入各項施政為努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