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112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4月 6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席：謝召集人翰璋                             紀錄：林怡佳

出席人員：如後附出席人員簽名冊                              

壹、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上次(111年第 2次)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  明：有關「本局112、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一案，

業依會議決議簽奉核定並以 111 年 12月 1日經標人字

第11180012770號函送各單位及各分局，請積極辦理在

案。

決  定：洽悉。

案由二：有關經濟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本局

111年 1-12月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  明：經濟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與本局相

關之議題，計分有院層級及部層級議題，111年 1至 12

月辦理情形，詳如附件(第8頁至第16頁)。

決  定：洽悉。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本局及所屬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及111年度性別預

算執行情形」一案，提請鑒核。(提案單位：本局主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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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局及所屬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及 111年度性別預算

執行情形，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本局及所屬 26,868 26,794 99.72% 28,583
　 　

總局 26,050 25,953 99.63% 27,871
　 　

第二組 1.玩具商
品之強制
檢驗

21,137 22,012 104.14% 21,000 為保障兒童及婦女
消費者權益及使用
安全，有效遏阻國
外廉價玩具商品之
傾銷，滾動檢討相
關高風險商品列為
應施檢驗品目，將
輸入或運出廠場之
玩具商品執行檢
驗，112 年度預估
將 受 理 檢 驗
17,000 批及市購
檢驗及監視計畫
330件。

1.111 年度規劃辦理
應施檢驗19,000批。
實際完成檢驗 16,767
批。
2.因疫情影響，業者
報驗進口及產製數量
下降，以致受理檢驗
量下降，爰 111 年度
完成玩具商品檢驗批
數較原先規劃為低。
3.另因辦理玩具監視
檢驗計畫需求，勻應
兒童用品之強制檢驗
預算 875,300 元，爰
本項目經費執行率為
104.14%。

2.兒童用
品之強制
檢驗

3,460 2,480 71.68% 5,718 為保障兒童及婦女

消費者權益及使用

安全，110 年將相

關高風險兒童用品

商品列為應施檢驗

品目，將輸入或運

出廠場之兒童用品

商 品 執 行 檢

驗，112 年度預估

將受理檢驗 350批

及 市 購 檢 驗 300

件。

1.111 年度規劃辦理

應施檢驗 1,000 批。

實際完成應施檢驗

520批。

2. 因疫情影響，業者

報驗進口及產製數量

下降，以致受理檢驗

量下降，爰 111 年度

完成兒童用品檢驗批

數較原先規劃為低。

3. 另因辦理玩具監視

檢驗計畫需求，由本

項 目 合 約 勻 應

875,300 元，爰本項

目經費執行率低於

80%。

4.考量 112 年度仍有

可能受疫情影響，導

致數量仍偏低，爰調

整 112 年度受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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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350批及市購檢驗 300

件。
第四組 法定度量

衡單位校
園教學活
動

110 122 110.91% 110 本活動透過趣味方

式推廣度量衡觀

念，鼓勵更多女童

能有平等的機會參

與自然科學，並促

進女童在科學領域

的平等發展，112

年預計辦理 28 場

次，約 840 人次參

加，且預期女童參

加比例達50%。

1.111 年度規劃辦理

28 場次，約 900 人次

參加，且預期女童參

加比例達 50%。實際

完成辦理29場次校園

教學活動，約 830 人

次參加，女童參加比

例達48%。

2.因疫情影響，參加

學校為配合防疫減少

參與活動之學生人

數，另參與班級女性

少於男性，致未達預

期目標。

第六組 1.身心障
礙與高齡
者智慧照
護輔具檢
測驗證推
動

1,200 1,200 100.00% 900 本項為配合強化高

齡社會之公共支

持，建立完善之身

心障礙與高齡者智

慧輔具產業標準、

檢測與驗證體系，

帶動檢測驗證單位

從事身心障礙與高

齡者輔具測試技術

之研發，協助輔具

產品之安全檢測及

推廣，另推動產品

通用設計，引導生

活、環境等無障礙

產品之設計及開

發，協助完備無障

礙生活環境。112

年預定完成 2項市

售輔具產品安全性

研究、1場輔具通

用設計競賽及 1場

市售友善商品評

選，另辦理競賽之

評審委員遴選，將

確保不同性別之委

111 年度規劃辦理 4

項市售輔具產品安全

性研究、1 場輔具通

用設計競賽及 1 場市

售友善商品評選，另

辦理競賽之評審委員

遴選，將確保不同性

別之委員人數佔比至

少達 1/3 以上。實際

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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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員人數佔比至少達

1/3以上。
2.嬰、幼
兒及女性
商品之檢
驗及購樣

120 119 99.17% 12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購買樣品 10 批

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購

買檢測樣品10批次。

實際購買檢測樣品 10

批次。

人事室 1.召開性
別平等工
作小組會
議

15 12 80.00% 15 112 年預定召開本

局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會議 2次，每次

至少 1位以上外聘

委員參加，以提供

性別觀點之專業諮

詢意見。

1.111 年規劃辦理召

開本局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會議 2 次，每次

至少 1 位以上外聘委

員參加。

2.實際召開本局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2

次，每次至少 1 位外

聘委員參加，其中第

1 次會議考量疫情影

響改採書面審查方式

辦理，並以實際審查

案件給予審查費用；

另第 2 次實體會議有

1 名外聘 委員未 出

席。

2.辦理性
別主流化
專題演講
等相關經
費

8 8 100.00% 8 辦理性別主流化專

題演講 2場，預計

本局同仁參加性別

主流化相關訓練課

程之參訓率90%。

111 年規劃辦理性別

主流化 專題演 講 2

場，預計本局同仁參

訓率85%。實際辦理2

場次，參訓率 96 %。

基隆分局 186 186 100.00% 186
　 　

4



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1.辦理性
別主流化
專題演講
等相關經
費

6 6 100.00% 6 辦理性別主流化專

題演講 1 場，預計

本分局同仁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課 程 之 參 訓 率

85%。

1.111 年規劃辦理性

別主流化專題演講 1

場，預計同仁參訓率

85%。實際辦理 1 場

次，參訓率 61%。

2. 因疫情影響，實體

課程單場次容訓量減

少，未參加實體講座

者改採數位學習方式

完成，經合併計算

後，參訓率達100%。

2.嬰、幼
兒及女性
商品之檢
驗及購樣

180 180 100.00% 18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購買樣品 10 批

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10批。實際完成檢

驗10批。

新竹分局 106 115 108.49% 100
　 　

1.辦理性
別主流化
專題演講
等相關經
費

6 0 0.00% 0 112 年未編列相關

經費預算。

1.111 年規劃辦理性

別主流化專題演講 1

場，預計本局同仁參

訓率80%。實際辦理2

場次，參訓率87%。

2. 因採參加總局專題

演講視訊課程方式，

無須支用講座鐘點

費。

2.嬰、幼
兒及女性
商品之檢
驗及購樣

100 115 115.00% 10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購買樣品 10 批

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10批。實際完成檢

驗10批。

臺中分局 206 206 100% 126
　 　

1.辦理性
別主流化

6 6 100.00% 6 辦理性別主流化專 1.111 年規劃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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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專題演講
等相關經
費

題演講 1場，預計

本分局同仁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課 程 之 參 訓 率

80%。

別主流化專題演講 1

場，預計本局同仁參

訓率80%。實際辦理1

場次，參訓率62 %。

2.因疫情影響，實體

課程單場次容訓量減

少，未參加實體講座

者改採數位學習方式

完成，經合併計算

後，參訓率達100%。
2.嬰、幼
兒及女性
商品之檢
驗及購樣

200 200 100.00% 12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取樣或購樣 120

批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 200 批。實際完成

檢驗200批。

臺南分局 100 102 102.00% 100
　 　

嬰、幼兒
及女性商
品之檢驗
及購樣

100 102 102.00% 10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購買樣品 10 批

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10批。實際完成檢

驗10批。

高雄分局 90 101 112.22% 90
　 　

嬰、幼兒
及女性商
品之檢驗
及購樣

90 101 112.22% 90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有害成分專

案檢測，112 年預

定購買樣品 10 批

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10批。實際完成檢

驗10批。

花蓮分局 130 131 100.77% 110
　 　

1.辦理性
別主流化

4 0 0.00% 4 辦理性別主流化專

題演講 1 場，預計

1.111 年規劃辦理性

別主流化專題演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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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2年度說明

111年度執行情形說

明及執行率偏低

（80%）之原因與改

善方式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專題演講
等相關經
費

本分局同仁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課 程 之 參 訓 率

95%。

場，預計本局同仁參

訓率95%。實際辦理2

場次，參訓率100%。

2.因應疫情改採與總

局視訊方式舉辦相關

課程，故未動支經

費。

3.預計 112 年將辦理

實體課程。
2.嬰、幼
兒及女性
商品之檢
驗及購樣

126 131 103.97% 106 針對嬰幼兒及兒童

用品安全性、兒童

及嬰幼兒與女性紡

織品等，以及家庭

廚房商品有害成分

專案檢測，112 年

預定購買樣品 20

批次。

111 年度規劃辦理檢

驗20批。實際完成檢

驗20批。

  

決  議：

一、有關「兒童用品之強制檢驗」，112年度受理檢驗批數

減少，但預算數較 111年增加，本局第二組補充說明如

下:

1.111 年度規劃辦理應施檢驗 1,000 批(包含前市場及

後市場檢驗)。實際完成應施檢驗 520批。因疫情影

響，業者前市場報驗數量下降，以致整體受理檢驗量

下降。111年前市場檢驗 301批，後市場檢測應施檢

驗等商品 219 批(床邊嬰兒床、兒童用高腳椅、塑膠

地磚、安全護欄、椅上架高座、斜躺搖籃等)。

2.另因辦理玩具監視檢驗計畫需求，由本項目合約勻應

875,300元，爰本項目經費執行率低於80%。 

3.為營造兒童友善及安全之成長環境，112年度增加預

算編列，擴大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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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市場檢驗部分，考量 112年度仍有可能受疫情

影響，導致業者報驗數量仍偏低，參考 111 年度

前市場檢驗量，調整 112 年度前市場檢驗約 350

批。

(2)後市場檢驗部分，除辦理原先應施檢驗商品(嬰兒

床、家用遊戲圍欄、兒童椅及凳)外， 新增對非

應施檢驗商品(如嬰兒尿布台、室內簾防繞頸裝

置、拼接式發泡素面塑膠地墊等)之後市場檢測，

以了解市場商品情況，適時評估行政管理方式，

另考量非應施檢驗商品之檢驗量能有限，受檢驗

設備等因素影響，單件檢驗費用較高，預計規劃

辦理後市場檢驗約 300 批，後市場檢驗經費將增

加。

(3)為提升消費者對兒童及玩具用品安全認知，將結

合民間資源規劃擴大辦理 6場「兒童用品及玩具

安全知性實體活動」(含 1場離島金門)，及辦理

玩具暨兒童用品創意設計競賽，協助我國兒童玩

具產業強化新產品設計能力及發展。

二、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上午10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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