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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對於「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中長程計畫( 110-113年，

第六期)」主要意見及後續辦理計畫內容修正及說明 

 

 

農業建設計畫「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中長程計畫( 110-113 年，第

六期)」，行政院 109年 7月 6日院臺農字第 1090014750號函原則同

意辦理。本計畫性別平等專家學者之主要意見如下表： 

4.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相關性評估之合宜

性 

性別平等，並非本計畫主要目標，但在執行作法

上有實質促進性別平等之配套考量，以增進農田

水利建設性別平權友善性。 

5.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1.本計畫回應前期計畫性別影響評估的承諾，確實

提供了「農民申請補助施設管路設施」之受益人

性別比，值得肯定，但稍微可惜的是只看到 72-

107 年，長達三十多年的統計加總，而無分年分

層（例如以每五年為一層）的統計趨勢資料，因

而無法知道此一申請比例有無逐年改善。建議應

當以年代為複分類進行性別統計之趨勢追蹤。 

2.本期計畫與第五期都有「農田水利會營運改善」

的工作項目，也算是計畫當中較偏向組織管理而

非工程建設的項目，因此也更有機會貢獻於性別

平等。其中，水利會之會員、會務委員、會長之

性別比例一向遭受詬病，加上水利會長將改為官

派，可否在此不同的結構機會下，於本計畫中亦

對此問題提出積極改善作法？又計畫中述及將

「加強培訓財務管理人才」，培訓對象是誰？招

聘或升遷過程也可以注意性別平衡（前面畫底線

部分之性別統計建議補充）。 

3.另外，計畫書中提到「由農委會補助開辦活化農

田水利會土地之相關訓練班，有效營運會有非事

業用地，積極清理會有被占用土地，並持續推動

水利會妥善運用閒置房屋與土地，增加財務收

入，挹注農田水利會營運經費。」這裡所謂的「妥



2 

 

善運用」，是否能夠搭配農村婦女或照顧者所需

要的服務，建議擴大參與討論（並且邀請農村婦

女團體、代表）來決定。 

6.本計畫性別議題之合宜性 

1.多數敘述較為原則宣示性（如業務說明會鼓勵女

性參加），但這些原則宣示，在前一期性別影響

評估中都已經承諾過，因此前一期的具體經驗為

何？整體成效如何？應當可以有更具體明確的

說明。 

2.提及「自 107年度起將農田水利會年度性別平等

工作辦理成果納入業務檢查項目，以增進各農田

水利會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力量」令人期待。 

7.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本計畫尚無具體性別目標，但規劃單位表示已

於 108年度委託研究進行中，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

標及衡量指標，此一決心與成果令人期待，建議： 

1.委外研究可針對男女農民接收政令訊息管道的

習慣偏好有無差異，以及申請相關補助的態度與

經驗，進行系統性調查，作為未來訂定性別目標

之基礎。 

2.本計畫可針對提升水利會營運管理（改制官派

後）如何兼顧性別平等，擴大諮詢並列入性別目

標。 

3.本計畫可針對「農田水利會營運改善如何兼顧促

進農村性別平等」列入性別目標，並透過擴大參

與討論方式形成目標方向。 

8.執行策略之合宜性 

本計畫有初步規劃的執行策略，惟為達成性別

目標需要訂定相關之執行策略，建議： 

1.除了依據過去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增加就

業人數、教育及訓練活動、業務宣導及說明會等

執行面的性別統計分析資料外，本計畫研擬決

策過程的性別參與情形，也建議提出更具體的

說明，例如前述的委外研究是其中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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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前面建議水利會營運改善如何同時促進

組織性別平權，又如何結合社區性別平等與公

益，若為此舉辦諮詢會議或討論會，也可以擴大

農村婦女、婦團、性別專家的參與討論。 

9.經費編列或配置之合宜性 

本計畫表示目前尚無性別目標或存在回應性

別差異需求事宜，故無相關經費編列，惟先行編列

委託辦理計畫中一個工作項目，檢討本計畫之性別

目標，並持續辦理抽樣調查，建立衡量標準、目標

值及績效指標；辦理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等

事宜，建議： 

1.宜編列性別平權在農田水利建設業務之檢討、分

析及推廣經費，以持續檢討性別目標及訂定執行

策略，並將相關成果辦理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經由相關場所或媒介大力推廣與宣導，俾利落實

性別平權的精神於農田水利建設相關業務。 

2.宜編列性別平權之教育訓練經費，將性別平權友

善性的工程作法，落實於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

及興辦，從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各階段

宜注意之事項，經由教育訓練辦理資訊傳遞及觀

摩。 

10.綜合性檢視意見 

1.本計畫已經進入第六期，也進行了多次性別影響

評估，並有許多與促進性別平等有關之承諾。因

此現在的性別影響評估已經不是毫無線索之推

測，而是可以提供多年來施行經驗之統計，作為

檢視依據。 

2.本計畫執行過程將迎接水利會改制升格的重大

變化，因此在水利會營運改善此一工作項目方

面，除了原訂的財務改善之外，也可納入更多的

性別平等的想像和目標，以服務更多農民與農村

社會。 

研提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計畫者對於性別平等專家學者主要意見

辦理計畫內容修正及說明如下： 



4 

 

1.農田水利建設工程為男性、女性皆可參與投標及從業的工作，計畫

業務內容主要為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之

更新改善、農地重劃、推廣現代化灌溉設施、提升農業灌溉用水利

用效率及水質維護、農田水利會營運改善、擴大灌溉服務等業務，

辦理灌溉排水路、農水路之興辦、更新改善，及灌溉用水水量、水

質之維護、管理，以提升農業灌溉用水利用效率，其受益人為農田

水利會會員農民、灌區外農民、臨近居民及全體國人。 

2.性別平等並非本計畫主要目標，但已在執行作法上有實質促進性別

平等之配套考量，除持續統計申請補助施設管路設施農民男女性別

比例外，並於業務說明會時鼓勵女性農民參加，在農田水利設施更

新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時，考量女性與男性農民使用便利性、安全性

及友善性，並加強工程督導，以提升工程建設品質。 

3.在年度計畫推動過程中利用業務會議或會勘的機會，將向各執行單

位宣導，請多多邀請女性農民參加業務說明會，並於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時，考量女性與男性農民使用便利性、安全性及友善性；另擇

取辦理成效良好的個案辦理宣導，以落實有益於農田水利建設性別

平權的觀念及作法，並於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提出報告及檢討，

逐步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於農田水利建設。 

4.對於本計畫性別目標將於 108 年底前訂定完成，並擬定衡量標準、

目標值及績效指標，逐年檢討、統計及分析，並爭取編列性別平權

在農田水利建設業務之檢討、分析及推廣經費，以持續檢討性別目

標及訂定執行策略，經由相關場所或媒介大力推廣與宣導，俾利落

實性別平權的精神於農田水利建設相關業務。 

5.另爭取編列性別平權之教育訓練經費，將性別平權友善性的工程作

法，落實於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及興辦，從規劃、設計、施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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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各階段宜注意之事項，經由教育訓練辦理資訊傳遞及觀摩。 

6.關於是否能夠搭配農村婦女或照顧者所需要的服務擴大參與討論，

並邀請農村婦女團體、代表來決定，尚需檢討與規劃其需要性，本

計畫主要是工程建設，比較不涉及農村婦女團體、代表，比較涉及

當地農水路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