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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

1.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981 年CEDAW 正式生效

CEDAW 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

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CEDAW目前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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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99.5.18
100.6.8

101.1.1
施行

95.7.8
公約函送立法院

99.5.18
行政院函送

CEDAW施行法草案

100.5.20
立法院三讀通過

總統公布

96.2.9
總統批准頒發加入書

96.1.5
立法院議決

總統批准頒發加入書

5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第1條 落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

第3條 相關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其解釋。

第2條 公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第4條 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
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第5條 機關應確實依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
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

第6條 每4年提出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國家報告。

第7條 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保障性別人權規定定所需經費

第8條 本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相關法規及行政措施之檢視。

第9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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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締約國義務

第二部分
政治和

公共生活

第四部分
法律與婚姻

第五&六部分

公約執行與運作

1.3 CEDAW規範重點

第三部分
教育、就業、
經濟和社會福利

歧視的定義

消除歧視義務

保障基本人權自由

參政權

參與國際組織

國籍權

教育

就業

衛生保健

經濟和社會福利

法律平等

婚姻與家庭生活

CEDAW委員會
及其運作

國家報告

委員會年度報告

其他條約效力
暫行特別措施

改變性別偏見

禁止婦女賣淫

農村婦女

其他條約效力

公約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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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採購法規範重點

採購法係因應我國申請加入WTO政府採
購協定(GPA)所制定，與國際接軌且與先購協定(GPA)所制定，與國際接軌且與先
進國家之作法一致，於88年5月27日施行
迄今。

採購法主要規範我國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工程、財物及勞
務採購之作業程序。務採購之作業程序。

8



1.4 政府採購法規範重點

108年5月22日總統修正公布採購法修正條文，
計增修21條，修正重點包括不良廠商停權制度
之精進，例如：之精進，例如：
 第101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歧視婦女……，情節重大
者」，將「歧視婦女」，修正為「歧視性別」；

 增訂機關審酌「情節重大」應考量因素，包括機關所
受損害之輕重、廠商可歸責之程度、廠商之實際補救
或賠償措施等情形；

 增訂機關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前，應給予廠
商陳述意見的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
小組」認定廠商是否構成停權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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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總則
§1~17

政府採購法強調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

第2章招標
§18~44

第3章決標
§45~62

第4章履約管理
§63~70-1

第5章驗收
§71~73-1

第7章罰則
§87~92

第6章爭議處理
§63~70-1

第8章附則
§93-114§87~92§63~70-1 §93-114

相關規定包括監辦、稽核、利益迴避、等標期、廠商資格、技術規格、
押標金、保證金、底價、廠商家數、電子採購、採購專業人員制度、採
購人員倫理準則等，並授權訂定42部子法規範相關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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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基本原則

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
能，確保採購品質(第1條)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
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第2條)

技術規格之訂定，在目的及效果上不得不當
限制競爭(第26條)限制競爭(第26條)

廠商資格之訂定，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
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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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採購法與CEDAW之關係

採購法屬經濟性之法律，在落實CEDAW
各部分規定較直接關聯者為有關經濟與
就業方面之平等權。

因採購機關面對參與採購之廠商，其型
態多屬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
法人、機構或團體，就與性別之關聯性
，係以促進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創造友，係以促進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創造友
善職場之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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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與性別政策有關規定與措施

採購法101-1-14
歧視性別情節重大者，全國機關拒絕
往來1年

鼓勵友善職場廠商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評分鼓勵友善職場廠商

扶助中小企業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評分
範本，鼓勵機關納入採購評選考量

明定中小企業每年實際承包或分包之
政府採購金額須達一定目標比率

增訂促進性別平等工作權益保障之契
約條款

廠商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通函機關注意落實性別

修訂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廠商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
法情形，應通知該採購機關依法處理

工程會於採購專業人員訓練之課程教
材納入性平有關內容加強採購人員訓練

通函機關注意落實性別
平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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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vs性別平等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4款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機
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構成歧視性別情節重大者，將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停權1年，停權期間不得參加全國各機關採購(含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4款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機
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構成歧視性別情節重大者，將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停權1年，停權期間不得參加全國各機關採購(含府採購公報停權1年，停權期間不得參加全國各機關採購(含
小額採購)，亦不得作為分包商。
府採購公報停權1年，停權期間不得參加全國各機關採購(含
小額採購)，亦不得作為分包商。

【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訂有廠
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駐勞工，應落實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
治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相

【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訂有廠
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駐勞工，應落實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
治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相

勞動部已建置【違反勞動法令事
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機
關可利用該系統查詢廠商是否有

勞動部已建置【違反勞動法令事
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機
關可利用該系統查詢廠商是否有治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相

關規定。另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均訂有廠商對於履約所僱用之
人員不得有歧視性別之情事。

治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相
關規定。另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均訂有廠商對於履約所僱用之
人員不得有歧視性別之情事。

關可利用該系統查詢廠商是否有
違反性別平等法令情形哦 !
關可利用該系統查詢廠商是否有
違反性別平等法令情形哦 !

參閱工程會108年8月23日工程企字第1080019269號函(公開於
網站https://gov.tw/N6P) 14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及第
103條規定「歧視性別情

節重大」，停權1年

○○美術館人力委
外業務承包廠商，
面試派遣人員時要
求交驗孕證明，經
勞工主管機關認定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裁罰NT$10萬元，法裁罰NT$10萬元，
並經機關依政府採
購法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停權1年。



育嬰假
侍親假

友善性別
(含多元性

別)

健康
促進

企業
托兒

彈性
工時

彈性
工作
地點

員工協助
方案



某中小企業資本額1千萬元，營業項目包括管理顧問、會議
及展覽服務、市場研究及⺠意調查業等，員工135人，採取
企業責任相關措施，在政府採購市場多有斬獲，以109年為
例，計得標14件採購案，總得標金額近1億2,400萬元。

員工性
別比率

94人(70%) 41人(30%)
 建立品質訓練系
統

 鼓勵員工進修
 給予進修補助

 帶領員工關懷社
會，例如舉辦關
懷更生人公益活

人才
培育

社會
關懷

員工
關係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
傾聽員工需求

 員工旅遊與聚餐補
助

 彈性工時
 居家上班

懷更生人公益活
動、淨灘活動等

 企業托兒(與幼
兒園、美語補習
班簽署企業優惠
合作方案)

培育 關懷



政府採購評選文件之性別平等措施

工程會訂定之「建築工程會訂定之「建築
物工程技術服務採購
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
範例」於「規劃設計
之功能說明」之評選
項目載明：規劃設計
作品必須說明之內容
包含性別友善環境。包含性別友善環境。



年度
總計 男 女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1 9,726 100% 4,953 50.93% 4,773 49.07%

102 9,059 100% 4,619 50.99% 4,440 49.01%

取得採購專業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統計表

102 9,059 100% 4,619 50.99% 4,440 49.01%

103 8,550 100% 4,180 48.89% 4,370 51.11%

104 8,502 100% 4,122 48.48% 4,380 51.52%

105 8,215 100% 4,031 49.07% 4,184 50.93%

106 8,120 100% 3,952 48.67% 4,168 51.33%

107 8,777 100% 4,268 48.63% 4,509 51.37%

108 8,395 100% 3,974 47.34% 4,421 52.66%108 8,395 100% 3,974 47.34% 4,421 52.66%

109 7,129 100% 3,272 45.90% 3,857 54.10%
110 9,107 100% 4,406 48.38% 4,701 51.62%
111 11,924 100% 5,641 47.31% 6,283 52.69%
平均 9,750 100% 4,742 49% 5,00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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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採購專業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統計圖

103年起每年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之性別比率出現交叉，女性超
越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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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政府採購業務與性平政策
有關作為

貳

2.1 CEDAW法規檢視

CEDAW國家報告

2.1

2.2

2.3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CEDAW法規檢視

2.3

2.4 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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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EDAW法規檢視

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第8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
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
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3年內(101年
1月1日)，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
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工程會依限完成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命令
42項及行政規則15項之檢視，檢視結果均符
合CEDAW，並經行政院性平處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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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EDAW國家報告
我國98年第1次撰寫CEDAW國家報告，未涵蓋
政府採購議題，第2次報告首度納入採購法促
進女性企業性別平等方面相關政策措施，針
對CEDAW第11條有關消除婦女就業歧視，包括
：

 採購法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歧視性別情節重
大者，應依法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全國各機
關拒絕往來1年。關拒絕往來1年。

 各類採購約範本明訂禁止歧視性別，應落實CEDAW
施行法、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
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23



行政院於100年12月19日函頒

2.3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權力
決策
與影

就業
經濟
與福

教育
文化
與媒

人身
安全
與司

健康
醫療
與照

人口
婚姻
與家

環境
能源
與科與影

響力
與福
利

與媒
體」

與司
法

與照
顧

與家
庭

與科
技

103年辦理情形/104年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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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

行政院102年10月28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l03至l06年度)

工程會
配合訂
定「推
動性別
主流化

充實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資料庫之
女性專家學者人數(截至112年5月24日止，資料

庫女性人數735人(111年為705人)，已達112年成長目標
值2.5%。

提升「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審議小
主流化
執行計
畫」

提升「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審議小
組」之女性委員比率(工程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資料庫審議小組」110年及111年委員人數8人，男性4人、女性
4人，已達男女性別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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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企業承包政府採購統計分析參

3.1 女性企業結構分析

女性原住民廠商參與政府採購情形

3.2

3.3

各類女性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情形

3.1 女性企業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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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各類企業家數統計表

•企業代表人身分證號碼的第 1 個
阿拉伯數字作為判別性別依據。

若該企業代表人為法人或外國人，

因無法區分性別，在統計時未將

3.1女性企業結構分析

全部家數 中小企業 大企業

企業
家數

1594301 100% 1577962 100% 16339 100%

女性企業

589,147家

因無法區分性別，在統計時未將

其納入。

•表中所稱「女性企業」，指公司

或商業之法定代表人為女性。

•資料來源：2022中小企業白皮書

(p.57)

家數

女性
企業

589147 36.95% 586304 37.16% 2843 17.4%

男性
企業

1005154 63.05% 991658 62.84% 13496 82.6%

女性中小企業

586,304 家

(99.52%)

女性大企業

2,843家

(0.48%)

女性中小企

業

(98.8%)

589,147家

(36.95%)

男性企業

1,005,154家

(63.05%)

女性企業家數分布比率圖 27



110 年中小企業家數行業分布
(按企業主性別)

資料來源：2022中小企業白皮書(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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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各類女性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情形

1 2 3

女性企業 女性中小
企業

符合一定條
件之女性企業
中小企業

指依商業登記法
及公司法登記之
企業，其法定代
表人為女性之得
標廠商。

指依商業登記法
及公司法登記之
企業，其指法定
代表人為女性且
決標公告之「是
否為中小企業」

指中小企業之法定
代表人為女性，且
該企業符合下列要
件之一：
(一)女性持有股權

或出資額須達否為中小企業」
選取「是」之得
標廠商。

或出資額須達
二分之一以上。

(二)依法登記之負
責人及關係人
二分之一以上
為女性。

29



表3.1 各類女性企業每年得標件數及金額
統計表

年度

年度決標
件數及金額 女性企業 女性中小企業 符合⼀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

總件數 總金額 件數 件數
比率 金額 金額

比率 件數 件數
比率 金額 金額

比率 件數 件數
比率 金額 金額

比率

106 156,723 9,967 44,387 28.32% 3,196 32.07% 43,522 27.77% 2,913 29.22% 35,714 22.79% 1,732 17.38%

單位：件/新臺幣億元

106 156,723 9,967 44,387 28.32% 3,196 32.07% 43,522 27.77% 2,913 29.22% 35,714 22.79% 1,732 17.38%

107 154,172 11,534 46,038 29.86% 3,009 26.09% 44,212 28.68% 2,275 19.73% 34,690 22.50% 1,554 13.48%

108 165,562 11,269 49,923 30.15% 4,705 41.75% 47,750 28.84% 3,806 33.77% 37,394 22.59% 2,600 23.07%

109 128,687 10,968 37,729 29.32% 2,806 25.59% 36,064 28.02% 2,125 19.38% 27,986 21.75% 1,439 13.12%

109 173,382 14,612 51,210 29.54% 3,610 24.70% 48,899 28.20% 2,816 19.27% 37,974 21.90% 1,872 12.81%

110 165,911 13,955 49,350 29.74% 3,654 26.18% 47,262 28.49% 2,468 17.68% 36,549 22.03% 1,507 10.80%

111 171,059 20,811 49,446 28.91% 2,897 13.92% 47,590 27.82% 2,384 11.46% 38,219 22.34% 1,659 7.97%

平均 164,468 13,691 48,392 29.42% 3,512 25.65% 46,539 28.30% 2,777 20.28% 36,757 22.35% 1,821 13.30%

30



圖3.1女性企業每年得標件數趨勢圖

女性企業得標件數自106年起呈逐年上升趨勢，
近年持平。

31



圖3.2 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件數趨勢圖

女性中小企業得標件數自106年起呈逐年上升趨
勢，近年持平。 32



圖3.3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
得標件數趨勢圖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6年統計期間，僅107
年及110年較前一年度下滑，大致呈上升趨勢。

33(本文p.16)



圖3.4女性企業每年得標金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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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金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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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
得標金額趨勢圖

36



表3.2 各類女性企業平均每年得標家數統計表

年度 女性企業
得標家數(A)

女性大企業 女性中小企業 符合⼀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

得標家數(B) 比率(B/A) 得標家數(C) 比率(C/A) 得標家數(D) 比率(D/A)

單位：家

得標家數(B) 比率(B/A) 得標家數(C) 比率(C/A) 得標家數(D) 比率(D/A)

106 9,134 93 1.0% 9,041 99.0% 7,644 83.7%

107 11,037 192 1.7% 10,845 98.3% 8,840 80.1%

108 11,651 243 2.1% 11,408 97.9% 9,261 79.5%

109 10,253 224 2.2% 10,029 97.8% 8,153 79.5%

110 11,751 205 1.74% 11,546 98.26% 9,273 78.91%110 11,751 1.74% 11,546 98.26% 9,273 78.91%

111 12,078 203 1.68% 11,875 98.32% 9,802 81.16%

平均 1.74% 98.26% 80.47%

37(本文p.18)

女性企業中以中小企業占絕大多數，爰女性得標家數亦中小企業為主。



圖3.7 各類女性企業每年得標家數統計圖

自106年起至111年，女性中小企業得標家數逐年遞
增。

38(本文p.18)



表3.3 女性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件數統計表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單位：件

工程 12,282 12,165 12,312 13,112 12,094 12,232 12,366 25.55%

財物 16,966 18,545 20,294 20,406 19,613 18,679 19,084 39.44%

勞務 15,139 15,328 17,317 17,692 17,643 18,535 16,942 35.01%

合計 44,493 46,145 50,031 51,210 49,350 49,446 48,392 100.00%

39(本文p.19)

女性企業平均每年得標各類採購件數，以財物類最多，勞
務類其次，工程類較少。



圖3.8女性企業每年得標件數統計圖

女性企業得標件數以財物類最多，勞務類其次，工程類最低。工程類及
財物類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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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女性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統計表

年度

類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單位：新臺幣億元

工程
1,027.88 1,217.03 1,826.31 

1,503.94 1,486.45 1,333.17 1,399.13 39.84%

財物
1,668.50 1,247.95 2,207.14 

1,432.64 1,521.81 941.57 1,503.27 42.81%

勞務
499.74 544.23 671.08 

672.99 645.41 622.66 609.35 17.35%

合計 3,196.12 3,009.22 4,704.52 3,609.57 3,653.66 2,897.39 3,511.75 100%

41(本文p.19)

女性企業平均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以財物類最多，工
程類其次，勞務類較少。



圖3.9女性企業每年得標金額統計圖

女性企業於財物每年得標金額起伏較大，工程類微幅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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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件數
統計表

年度/類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工程 12,169 11,987 12,124 12,867 11,896 12,013 12,176 26.16%

單位：件

工程 12,169 11,987 12,124 12,867 11,896 12,013 12,176 26.16%

財物 16,749 17,854 19,420 19,439 18,752 17,998 18,369 39.47%

勞務 14,604 14,371 16,206 16,593 16,614 17,579 15,995 34.37%

合計 43,628 44,319 47,858 48,899 47,262 47,590 46,539 100.00%合計 43,628 44,319 47,858 48,899 47,262 47,590 46,539 100.00%

43(本文p.21)

女性中小企業得標件數以財物類最多，勞務類其次，工
程類最低。



圖3.10 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件數統計圖

各類採購每年得標件數趨勢，財物及勞務類件數微幅上升，
工程類件數無明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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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
統計表

年度/類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單位：新臺幣億元

工程 935.97 950.18 1,290.39 1,219.59 995.32 1,138.90 1,088.39 39.19%

財物 1,535.33 856.44 1,976.97 1,029.38 910.85 733.19 1,173.69 42.26%

勞務 441.30 468.82 538.64 567.10 561.55 512.03 514.91 18.54%

合計 3,018.60 2,382.44 3,914.00 2,816.07 2,467.72 2,384.11 2,776.99 100.00%

45

女性中小企業得標件數以財物類最多，勞務類其次，工程
類最低。



圖3.11 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統計圖

女性中小企業得標金額工程類及勞務類逐年微幅上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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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
各類採購件數統計表

年度/類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單位：件

工程 10,075 9,934 10,082 10,683 9,743 9,784 10,050 27.34%

財物 13,294 13,216 14,267 14,102 13,680 13,938 13,749 37.41%

勞務 12,345 11,540 13,045 13,189 13,126 14,497 12,957 35.25%

合計 35,820 34,797 37,502 37,974 36,549 38,219 36,757 100.00%

47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得標件數，以財物類最多，
勞務類其次，工程類最低。



圖3.12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各類
採購件數統計圖

勞務採購整體趨勢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48(本文p.23)



表3.8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
得標各類採購金額統計表

年度/類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比率

單位：新臺幣億元

工程 583.70 639.08 654.28 837.77 730.52 744.55 698.32 38.35%

財物 813.62 557.58 1,567.96 648.96 400.85 527.13 752.68 41.34%

勞務 334.63 357.65 377.98 385.06 375.50 387.52 369.72 20.31%

49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平均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以財物類最多，
工程類其次，勞務類最低。

(本文p.24)

合計 1,837.96 1,661.31 2,708.22 1,871.78 1,506.87 1,659.20 1,820.72 100.00%



圖3.13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每年得標
各類採購金額統計圖

符合一定條件之女性中小企業各類採購每年得標金額趨勢，
財物類起伏較大，工程類逐年緩升；勞務類趨勢平緩，無
明顯起伏 。

50



表3.9 女性原住民廠商得標件數及金額
統計表

年度
原住⺠廠商

得標件數
(A)

女性原住⺠
廠商得標件數

(B)

女性原住⺠
廠商得標
件數比率

原住⺠族廠
商得標金額

(C)

女性原住⺠
廠商得標金

額

女性原住⺠
廠商得標金
額比率(D/C)

單位：件/新臺幣億元

年度 得標件數
(A)

廠商得標件數
(B) 件數比率

(B/A)

商得標金額
(C) 額

(D)

廠商得標金
額比率(D/C)

106 2,950 1,076 36.47% 28.83 9.11 31.59%

107 2,403 1,059 44.07% 24.79 11.92 48.08%

108 2,215 936 42.26% 21.26 8.61 40.50%

109 1,519 640 42.13% 20.95 10.23 48.83%

51

109 1,519 640 42.13% 20.95 10.23 48.83%

110 1,332 470 35.29% 21.55 10.56 49.02%

111 1,913 741 38.73% 27.99 11.27 40.26%

平均 2,055 820 39.91% 24 10 42.45%

原住民廠商負責人之性別未明顯影響原住民廠商之得標件
數及金額比率。



年度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表3.10 女性原住民廠商每年得標各類採購件數
統計表

單位：件

工程類 386 349 267 180 177 656 336 

財物類 310 282 293 121 120 560 281 

勞務類 380 428 376 339 173 697 399 

合計 1,076 1,059 936 640 470 1913 1016 

52(本文p.26)

女性原住民廠商平均每年得標件數以勞務採購較多，其次
為工程採購，財物採購較少。



圖3.14 女性原住民廠商每年得標採購類別件數
統計圖

女性原住民廠商得標件數多屬勞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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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女性原住民廠商每年得標各類採購金額
統計表

年度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平均

工程類

單位：新臺幣億元

工程類 3.90 4.45 3.78 1.88 2.64 2.78 3.24 

財物類 1.76 4.18 1.65 5.24 5.83 5.43 4.02 

勞務類 3.45 3.29 3.18 3.11 2.09 3.07 3.03 

合計 9.11 11.92 8.61 10.23 10.56 11.27 10.28 合計 9.11 11.92 8.61 10.23 10.56 11.27 10.28 

54

女性原住民廠商平均每年得標金額以財務採購較高。



圖3.15 女性原住民廠商每年得標採購類別金額
統計圖

女性原住民廠商得標金額多屬財物採購，勞務類承攬金額
則呈現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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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CEDAW施行法自101年1月1日施行以來，工程會
從全面檢視政府採購法規，檢討相關政策措施，
對於可能存在之性別歧視，積極採取適當措施，對於可能存在之性別歧視，積極採取適當措施，
例如修訂各類採購契約範本，促使承攬廠商創造
友善職場就業環境，消除採購評選委員專家學者
建議名單資料庫之性別隔離情形及提高「專家學
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審議小組」之女性委員比例達
50%等。

工程會將持續辦理各類女性企業參與政府採購得
標件數、金額之統計工作，滾動檢討修正相關政
策措施、招標文件範本等，與相關部會橫向聯繫
溝通，期創造性別平等及健全政府採購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