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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7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貳、 地點：本部視訊 U會議室 

參、 主席：蕭召集人宗煌                        紀錄：呂亭潁 

肆、 出席人員： 

黃委員怡翎、魏委員秋宜、張委員惠珠(楊科長淑華代理)、陳

委員芝儀(陳專門委員薇如代理)、黃委慧娟、朱委員砡瑩 、吳

委員宜璇、紀委員東陽、簡委員德源、吳委員延君(葉專門委員

雪梅代理)、吳委員浚郁、粘委員振裕(靳科長佩芳代理)、高委

員明秀、鄒委員求強、張委員嬋娟(楊組長雅雯代理)、汪委員

佳政(薛組長燕玲代理) 

伍、 列席單位：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綜合規劃司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報告案 

第一案：前次(110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有關序號 2，為利表演與視覺藝術、影視與流行音樂、出版、文創產

業等相關產業調查所提出之性別統計被廣泛運用，進而引導文化政

策，建議如次： 

一、 請檢視相關調查內涵，研議定期產製有時間序列性別統計指標

(報表)，可參考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產製就業、失業人數等

性別統計指標。 

二、 資料蒐集時除納入「性別」外，請增加族群、年齡、職業、職

級等分類。 

黃怡翎委員: 有關序號 4，文化部暨所屬機關(構)所屬委員會、捐助

或出資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監事未達性別比例規定



2 
 

一案，建議列出半年或一年內將進行改選之財團法人及

委員會清單，俾利追蹤辦理進度。 

決議： 

一、 本案除序號 3解除列管外，其餘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列管。 

二、 序號 4 請摘要說明辦理情形，並列出半年或一年內將進行

改選之財團法人及委員會清單。 

三、 有關性別平等處對於產業調查之建議，請文創發展司轉知

文策院研處。 

 

第二案：性別平等議題報告案。 

發言紀要： 

黃怡翎委員： 

一、 文創發展司填報內容仍使用「兩性」一詞，建議修正為「性別」。 

二、 國立國父紀念館填報之辦理成果(如 2020 中山青年學術研討會

等)，建議略述與性別之關聯。 

鄭智偉委員(書面意見)： 

文化部有非常多單位的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是辦理講座、電影賞析，也

是過去大家在整理成效時重要的內容，希望未來可以增加活動舉辦後

觀眾對於性別議題理解的調查（現有許多都可以使用網路問卷並用

QRCODE 方便觀眾結束後掃描），否則我們只看到舉辦的活動及男女

比，但無法看出活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若未來本部相關單位舉辦活

動，我建議性別除了男女外，可以再增加一個「其他」的選項，因為

這幾年跨性別族群與非二元族群在年輕世代中已很普遍，在性別教育

的推動下，會有愈來愈多人的自我性別認同已非男女這二個項目，因

此建議可以加「其他」。 

決議：本案請依委員意見辦理。  

 

第三案：「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辦理情形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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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報告案。 

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院層級議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策略消除宗教禮俗文

化中的性別歧視： 

(一) 有關重要民俗性平檢視結果，已納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重要

民俗文化資產保護傳承輔助培力計畫」之成果，並已匯入國家

文化資產資料庫一節，建議補充相關連結，並同步公開於文化

部性別平等專區。 

(二) 文化部每年辦理重要民俗訪視行程，檢視宗教禮俗文化中的性

別歧視，為了解檢視情形，請研議可以產製「全國性」的統計

指標(如重要民俗○項、已完成性平檢視民俗○項等)。 

二、 院層級議題「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策略完備無障礙環

境：有關輔導縣市地方文化館改善性別友善及無障礙空間一

節，建議可就輔導的場館進行量化或質化調查，了解改善情形

(如有回應不同性別，尤其是身心障礙者、高齡及多元性別者的

需求，並顧及男性參與育兒及照顧之空間友善性)，以作為未來

輔導或補助之參考。 

決議︰本案請依限將 1-6月辦理情形提報至行政院，並依性平處意見

滾動修正辦理情形。 

 

第四案：本部主管 111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報告案。 

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文化部近期提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典藏專業設施改善及博物館建

置計畫」、「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海洋與高山、草原多元

民族文化對話社會發展計畫」、「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四期）

計畫」、「臺灣考古資產建置計畫」、「國家漫畫博物館計畫」、「兒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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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館推動計畫」等中長程計畫，請將所涉性別議題之策略及作法

(如人才培育、友善設施、意識培力等)，補充修正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表。 

決議︰本案依性平處意見修正後報送行政院。另請本部各單位、所屬

機關(構)在 111 年度原計畫經費額度下，增加辦理性平業務內

容，並請審酌增列 112 年性別等業務預算。 

 

捌、 臨時提案 

第一案：有關本部及所屬機關(構)109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提

請討論。(主計處提報)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28 日院臺性平長字第

1090202566號函規定，為利瞭解性別預算投入適足性、達成預

期成果情形及調整預算資源配置參考，請各機關自 110 年起，

在 3月 31日前於行政院性別預算系統報送上年度「性別預算執

行情形表」，並於 7月 31日前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備查。 

二、 上開執行情形表業由本部相關單位及所屬機關(構)予以填列，

茲彙整如下： 

(一) 公務預算部分，109 年度性別預算數新臺幣(下同)3,468 萬 4

千元，執行數 3,302萬 3千元，執行率 95.21%。 

(二) 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部分，性別預算數 1,057 萬 4 千元，執

行數 1,956,萬 3千元，執行率 185.01%。 

發言紀要： 

黃怡翎委員︰有關國立文化作業基金執行率超前部分，應再盤點並修

正說明文字，如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辦理講座是否應

先規劃完成後再執行等。 

決議︰本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報送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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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有關兩廳院歷來規劃策劃包括藝術節、國際合作等節目活

動，在育成臺灣藝術家、拓展不同觀點而為此分配資源時的

性別思考與表現情形，提請兩廳院說明、改進。(方念萱委

員提案) 

說  明： 

一、 今年 6 月兩廳院舉辦 Taiwan Week 計劃，與大臺北地區場館合

作，「共同展演以臺灣文化為基底的當代作品，並透過國際策展

人的邀訪，打造國際交流平臺，將臺灣藝術家推向世界的舞臺」

（抄自兩廳院臉書粉絲介紹貼文文字)。因為受疫情影響，

Taiwan Week 改成線上舉辦，邀請了七位國內藝術家與四位國

際策展人線上對談。該貼文底下的圖片可以清楚看出，除了兩

廳院副總監、也是論壇主持人施馨媛，Taiwan Week「舞蹈篇」

「戲劇篇」的臺灣、國際藝術家、策展人，11位參與者，全部

都是生理男性。這樣的安排引發爭議、評論，兩廳院對於邀請

的全是臺灣的男性藝術家的回答是「因為受邀的女性藝術家來

不及準備完整的影片」。然而這回答引發更多反彈。在 Taiwan 

Week的線上提問中，不少觀眾詢問性別比例的事情，但未得到

正面答覆，兩廳院的回應相對被動。 

二、 綜合對這事件評論的藝術家、學者、民眾的反應，問題不在選

出來的的藝術家水準不夠，問題在於「兩廳院在育成、開拓多

元的觀點與美感」這部分的問題（引用舞蹈家余彥芳 20210617

臉書貼文）。臺灣女性藝術家在這樣的思維與結構裡，女性藝術

創作者一直被壓抑，最後卻倒果為因，以臺灣女性藝術創作者

國際聲量不夠、產量不足，難以代表臺灣而少有發聲、以作品、

以創作者身份與聞的機會。 

三、 以當代舞蹈為例，即使從事創作、表演的女男比例懸殊（女性

人數遠多於男性），但是，在節目製作的資源分配上，是否合乎

起碼的性別平權？又，以兩廳院成立的過去 30年而言，女性創

作者在較大型、資源較豐富的國際藝術節如 TIFA或秋天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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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佔比過低（今年 TIFA 兩廳院國際藝術節為 0），且往往被分

配到小型藝術節，就表演場地而言，也多安排在小廳，這在戲

劇類節目尤其明顯。就調查所知，除了音樂類節目曾經有女性

導演，國際藝術節的戲劇類節目，從未曾有女性導演與其作品

排入 TIFA節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

學程的張懿文助理教授近日評論中也以兩廳院國際藝術節中男

性導演講女人的千年故事為例，指出國家機構應再思鞏固了何

種性別權力結構。 

四、 就以上所述，提請請兩廳院就此說明，並提出具體改進辦法。 

發言紀要： 

黃怡翎委員︰本案是否可做成通案建議，請文化部各所屬場館於辦理

活動及展覽時，注意創作者的性別比例問題。 

決議︰兩廳院係為獨立行政法人，鑑於臂距原則，建議由藝術發展司

將委員提案轉知兩廳院，由董事會處理；另請將會議紀錄函知

本部所屬機關(構)辦理。 

 

玖、散會：下午 3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