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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是國內唯一的輻射與核能安全的管制機關。

國內核能電廠、輻射防護、核電廠緊急應變和輻射災害事故以及放射性廢棄物安

全的監督，都是原能會重要的管制工作，同時也要負責推動原子能科技發展和應

用。因業務屬性較為獨特，進用人員又以理工科系為多，故一直是男性多於女性，

性別不均現象非常明顯。隨著時代演進，傳統觀念逐漸改變，女性在就學科系所

的選擇不再侷限於過去的文法商科，選擇理工或醫農的比率逐漸提升，因而原能

會(含所屬機關)的女性同仁比率已有逐年提升之趨勢。 

為瞭解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的性別比率，謹就 111 年職員官職等 13 項進行性

別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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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編制內職員(不含約聘)之官職等性別結構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 111 年共 992 人(男性 715 人 72.1%，女性 277 人 27.9%)， 

男性：特任 1 人 100.0%、簡任 127 人 82.5%、薦任 441 人 71.7%、委任 146 人

65.8%；女性：簡任 27 人 17.5%、薦任 174 人 28.3%、委任 76 人 34.2%。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核研所、放射性物料管理

局以下簡稱物管局、輻射偵測中心以下簡稱偵測中心)編制內職員(不含

約聘人員)111 年共 992 人，男性 715 人 72.1%，女性 277 人 27.9%，

男性職員之比率自 97 年 81.6%逐年下降，女性職員之比率自 97 年

18.4%逐年提升。茲就官職等男女性別結構統計分析如下； 

官職等男女性別結構：111 年共 992 人(110 年 969 人) 

特任：1 人男性 100.0%。 

簡任：共 154 人；男性 127 人 82.5%，較 110 年 135 人 84.9%，減少

2.4%；女性 27 人 17.5%，較 110 年 24 人 15.1%，增加 2.4%。 

薦任：共 615 人；男性 441 人 71.7%，較 110 年 432 人 72.5%，減少

0.8%；女性 174 人 28.3%，較 110 年 164 人 27.5%，增加 0.8%。 

委任：共 222 人；男性 146 人 65.8%，較 110 年 142 人 66.7%，減少

0.9%；女性 76 人 34.2%，較 110 年 71 人 33.3%，增加 0.9%。 

各級主管男女性別結構：111 年共 88 人(110 年 87 人) 

正副首長：共 10 人，男性 9 人 90.0%，女性 1 人 10.0%，近年持平。 

一級主管(處組室)：共 38人，男性 22人 57.9%，較 110年 23人 59.0%，

減少 1.1%；女性 16 人 42.1%，較 110 年 16 人

41.0%，增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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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主管(科)：共 40 人，男性 24 人 60.0%，較 110 年 22 人 57.9%，

增加 2.1%；女性 16 人 40.0%，較 110 年 16 人 42.1%，

減少 2.1%。 

非主管職員：111 年共 904 人(110 年 882 人) 

男性 660 人 73.0%，較 110 年男性 656 人 74.4%，減少 1.4%；女性

244 人 27.0%，較 110 年 226 人 25.6%，增加 1.4%。 

今(111)年本會二級以上主管(含一級主管及正副首長)共 88 人(男

性 55 人 62. 5%，佔全會總人數 992 人 5.5%；女性 33 人 37.5%，佔

全會總人數 992 人 3.3%)；若以母體分析，男性 55 人佔男性 715 人

7.7%，女性 33 人佔女性 277 人 11.9%；女性擔任主管之比率近 2 年

已多於男性。 

綜上，在傳統「男理工、女人文」刻板印象的影響下，理工相關科

系一向男性偏多，且層級越高，女性所占比率就越少之「管漏現象」，在

原能會持續努力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影響下，女性同仁已逐年增加，辦理

升遷時，在相同背景條件下，亦以少數性別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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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職員官職等性別比率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職員官職等性別比率 

 

 



 
 

5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各級長官及非主管官等性別比率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二級以上主管(含一級及正副首長)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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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之業務單位、本部及輔助單位性別結構 

111 年全會(含所屬機關)編制內職員及約聘人員共 1,067 人，業務單位 882 人

82.7%；本部及輔助單位 185 人 17.3%。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全會)共有 1,067 人，含編制內職員

992 人(男性 715 人 72.1%、女性 277 人 27.9%)及約聘人員 75 人(男

55 人 73.3%；女 20 人 26.7%)。 

業務單位：  

111 年全會計有 882 人(110 年 867 人) 

男性：697 人 79.0%，較 110 年 688 人 79.4%，減少 0.4%。 

女性：185 人 21.0%，較 110 年 179 人 20.6%，增加 0.4%。 

原能會：111 年 147 人(110 年 149 人) 

男性：108 人 73.5%，較 110 年 112 人 75.2%，減少 1.7%。 

女性：39 人 26.5%，較 110 年 37 人 24.8%，增加 1.7%。 

核研所：111 年 679 人(110 年 662 人) 

男性：545 人 80.3%，較 110 年 532 人 80.4%，減少 0.1%。 

女性：134 人 19.7%，較 109 年 130 人 19.6%，增加 0.1%。 

物管局：111 年 33 人(110 年 33 人) 

男性：29 人 87.9%，與 110 年持平。 

女性：4 人 12.1%，與 110 年持平。 

偵測中心：111 年 23 人(110 年 23 人) 

男性：15 人 65.2%，與 110 年持平。 

女性：8 人 34.8%，與 110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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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及輔助單位： 

111 年全會計有 185 人(110 年 177 人) 

男性：73 人 39.5%，較 110 年 77 人 43.5%，減少 4.0%。 

女性：112 人 60.5%，較 110 年 100 人 56.5%，增加 4.0%。 

原能會：50 人(110 年 44 人) 

男性：14 人 28.0%，較 110 年 13 人 29.5%，減少 1.5%。 

女性：36 人 72.0%，較 110 年 31 人 70.5%，增加 1.5%。 

核研所：119 人(110 年 117 人) 

男性：53 人 44.5%，較 110 年 57 人 48.7%，減少 4.2%。 

女性：66 人 55.5%，較 110 年 60 人 51.3%，增加 4.2%。 

物管局：9 人(110 年 9 人) 

男性：4 人 44.4%，較 110 年 5 人 55.6%，減少 11.2%。 

女性：5 人 55.6%，較 110 年 4 人 44.4%，增加 11.2%。 

偵測中心：7 人(110 年 7 人) 

男性：2 人 28.6%，與 110 年持平。 

女性：5 人 71.4%，與 110 年持平。 

綜上，業務單位(多為理工科系)男女性別不均現象仍明顯；另本部

及輔助單位(多為人文科系)之女性仍居多。 

對於男女不均現象，原能會持續辦理原子能科技科普展時，積極爭

取與各級學校合作，包括邀請國、高中生擔任解說服務員，及提供國小

生學習單，鼓勵學生參與科普學習，以提升學生對原子能資訊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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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業務單位官職等性別比率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本部及輔助單位官職等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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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業務單位、本部及輔助單位官職等性別比率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業務單位、本部及輔助單位官職等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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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申請育嬰、侍親及家庭照顧假性別統計 

111 年全會申請育嬰、侍親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共 202 人，男性 134 人

66.3%，女性 68 人 33.7%。 

111 年全會申請育嬰、侍親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共 202 人，男性

134 人 66.3%，女性 68 人 33.7%；其中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共 20 人，

男性 7 人 35.0%，女性 13 人 65.0%；申請侍親留職停薪共 3 人，男性

1 人 33.3%，女性 2 人 66.7%；申請家庭照顧假共 179 人，男性 126

人 70.4%，女性 53 人 29.6%。 

綜上，近幾年育嬰、侍親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均有人提出申請，

育嬰及侍親留職停薪以女性居多，家庭照顧假以男性佔大宗，整體(202

人)仍以男性居多(134 人 66.3%，女性 68 人 33.7%)；惟若以母體分析，

男性 134 人，佔男性總人數 770 人 17.4%；女性 68 人，佔女性總人數

297 人 22.9%，女性比率高於男性比率。 

      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員工申請育嬰、侍親及家庭照顧假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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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員工申請侍親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員工申請家庭照顧假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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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能會與物管局之業務單位同仁領有專業證書(明)性別統計 

至 111 年原能會及物管局之業務單位同仁領有專業證書(明)共 163 人，男性

125 人 76.7%，女性 38 人 23.3%。 

原能會及物管局之業務單位目前未領有專業證書(明)大多為新進人

員，而領有專業證書(明)共 163 人(含約聘人員，不含正副首長、主秘及

駐外人員)，男性 125 人 76.7%(近 10 年介於 76.4%~82.1%)，女性 38

人 23.3%(近 10 年介於 17.9%~23.6%)。 

若以母體分析，原能會及物管局業務單位同仁男性共 136 人，領有

專業證書(明)共 125 人 92.0%(近 7 年介於 89.4%~93.8%)；女性共 42

人，領有專業證書(明)共 38 人 90.5%(近 7 年介於 86.8%~97.2%)；原

能會仍將持續鼓勵同仁取得證照。 

               111 年原能會及物管局業務單位領有專業證書(明)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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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能會及物管局近年業務單位領有專業證書(明)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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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能會核發輻射從業人員專業證書性別統計 

至 111 年原能會核發輻射從業人員之輻射專業證書共 7,367 人，男性 5,417

人 73.5%，女性 1,950 人 26.5%。(統計基準為「當年有效數」) 

輻射防護從業人員專業證照分「輻射安全證書」及「輻射防護人員

認可證明書」兩類，「輻射安全證書」係操作人員位階，「輻射防護人員

認可證明書」係管理人員位階，性質不同，各司其職。 

輻射防護從業人員不分性別，均應完成專業課程訓練後，報考輻射

防護專業人員測驗及格並完成在職訓練後，方能取得上開證照，且證照

每 6 年必須取得固定訓練積分認證後始得換發，輻射作業涉及自身及作

業環境之輻射安全，故對證照取得及換發之要求，並無性別之差異。 

此外，許多報考輻射防護專業人員測驗及格人員係應屆畢業生，囿

於職涯規劃及換照訓練積分認證之壓力，未投入輻射作業亦不一定會申

請核發證照。另「輻射安全證書」及「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明書」依規

定每 6 年應檢據繼續教育積分時數辦理換照；以過去資料分析，部分證

照屆期者因退休、離職、調職或工作性質已無需使用該證照，且相關訓

練機構、學會、公會舉辦之繼續教育積分課程需繳交報名費，證照換發

亦需繳交規費，故未申請換發，屆時俟需要時，再補齊訓練積分後申請

換發。 

領有輻射專業證書(含輻射安全證書及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明書)之

輻射從業人員共 7,367人(男性 5,417人 73.5%，女性 1,950人 26.5%)，

較 110 年 6,731 人增加 636 人(男性增加 473 人，女性增加 163 人)，

其中男性 5,417 人 73.5%，較 110 年 4,944 人 73.5%一致，女性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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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6.5%，較 110 年 1,787 人 26.5%一致。 

其中輻射安全證書共 4,874 人(男性 3,829 人 78.6%，女性 1,045

人 21.4%)；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明書共 2,493人(男性 1,588人 63.7%，

女性 905 人 36.3%)。 

就歷年數據發現近年輻射防護從業人員領取專業證照之女性比率

有逐年增加之趨勢，而近兩年(110 年、111 年)趨勢則持平。原能會亦

針對男女歷年之統計數據，另製作圖表並提出分析，就分析結果提出具

體建議，並呈現於游離輻射應用與管理統計年報，放置於外網，供民眾

參閱。亦將持續鼓勵女性輻射從業人員積極參與原子能相關訓練，提升

輻射防護之專業能力，以提升職場上參與重要工作或決策之機會。 

   111 年核發輻射從業人員專業證書(當年有效數)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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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能會核發核子反應器設施持照運轉人員性別統計 

111 年領有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共 158 人，男性 155 人 98.1%，女性 3

人 1.9%。 

核子反應器設施持照運轉人員執照分為運轉員執照及高級運轉員

執照，原能會自 97 年開始統計至 111 年，111 年領有核子反應器設施

運轉人員執照者共 158 人(運轉員 76 人 48.1%，高級員轉員 82 人

51.9%)。 

111 年領有執照共 158 人(男性 155 人 98.1%，女性 3 雖領有執照

減少 3 人，人 1.9%)，較 110 年領有執照共 162 人(男性 159 人 98.1%，

女性 3 人 1.9%)，人數雖有略減，惟男女之比率未變動。 

目前國內設施運轉人員以男性為主，本會仍將持續鼓勵台電公司提

供女性積極參與原子能相關訓練及考照之機會，以提升女性取得證照比

率。 

                111 年核發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當年有效數)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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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能會核發專業證照(證明書)及執照性別統計 

111 年領有輻射從業人員專業證照(證明書)及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共

7,525 人(男性 5,572 人 74.0%，女性 1,953 人 26.0%)。 

111 年領有輻射從業人員專業證照(證明書)及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

執照共 7,525 人(男性 5,572 人 74.0%，女性 1,953 人 26.0%)，較去年

6,893(男性 5,103 人 74.0%，女性 1,790 人 26.0%)增加 632 人；原能

會將持續透過不同管道適時鼓勵女性參與相關訓練，以提升持照之比率。 

   111 年原能會核發專業證照(證明書)及執照性別統計(統計基準「當年有效數」) 

      

原能會近年核發輻射從業人員專業證書(證明書)及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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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電廠運轉值班人員性別統計  

台電公司目前計有 148 名運轉值班人員，男性 146 人 98.6%，女性 2 人 1.4%。 

台電公司目前計有 148 名運轉值班人員(男性 146 人 98.6%，女性

2 人 1.4%)，其中核一廠 38 人(均為男性)、核二廠 50 人(男性 49 人

98.0%，女性 1 人 2.0%)、核三廠 60 人(男性 59 人 98.3%，女性 1 人

1.7%)；目前核二、三廠各有 1 位女性運轉值班人員，原能會仍將持續

請台電公司鼓勵女性同仁參與訓練並完成相關測驗，加入運轉人員行列。 

                111 年核電廠運轉值班人員性別統計 

 

 

 

 

 

 



 
 

19 
 

9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通過英語檢測性別統計 

至 111 年通過英語檢測共 501 人，男性 359 人 71.7%，女性 142 人 28.3%。 

在全球化國際趨勢下，公部門的人力資源也同步國際化，而邁向國

際化社會，英語能力是必要的溝通工具，為培育具全球視野且瞭解國際

趨勢之公務人員，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原能會向來鼓勵同仁學習英語，

積極拓展參與國際組織、會議及活動，擴大視野、吸收新知及提升專業

知識，與世界接軌。 

同仁除利用公餘時間進修英語課程，亦運用其他英語學習網站等數

位學習網，精進英語能力，至目前(111 年)原能會暨所屬機關(含約聘人

員)通過英語檢測人數共 501 人(男性 359 人 71.7%，女性 142 人 28.3%)，

佔總人數 1,067 人(男性 771 人 72.3%，女性 296 人 27.7%)47.0%。 

111 年若以母體分析，男性 359 人，佔男性 771 人 46.6%，女性

142 人，佔女性 296 人 48.0%。 

近年原能會同仁通過英語檢測之比率有逐年提升之趨勢，雖然男性

通過英語檢測人數較多，但若以母體分析，女性48.0%高於男性46.6%，

可供派員出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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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通過英語檢測性別統計 

 

 

                   全會(含原能會暨所屬機關)近年通過英語檢測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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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科技計畫主持人及聯絡人性別統計 

111 年科技計畫主持人共 10 人，男性 7 人 70.0%，女性 3 人 30.0%；計畫聯

絡人共 11 人，男性 7 人 63.6%，女性 4 人 36.4%。 

原能會為原子能安全主管機關，負責國內核電廠、核子設施及輻射

作業場所的安全監督，業務屬性較為獨特，且由於國內理工科尤其在核

能工程領域，一向都是男性多於女性，故全會男女性別比率懸殊，但女

性比率已逐年提升。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科技計畫主持人，均以專業為優先考量，且大多

為業務主管。111 年共有 10 項科技計畫(含 2 項重點政策計畫及 8 項一

般科技計畫)，計畫主持以男性居多計 7 人 70.0%，女性 3 人 30.0%。

另 10 項計畫的聯絡人，男性 7 人 63.6%，女性 4 人 36.4%。 

綜上，爾後在新計畫成立時，除專業考量外，在決策及執行階段，

鼓勵增加女性同仁參與比例，充分納入不同性別之經驗與意見，並強化

女性之領導與管理能力，若相同背景情況下，可優先考量資深之女性同

仁擔任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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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科技計畫主持人性別統計 

 

 

                         近年科技計畫主持人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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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科技計畫聯絡人性別統計 

 

 

 

                          近年科技計畫聯絡人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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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能會職員質性分析 

111 年原能會女性 71 人(不含政務副主任委員及約聘人員)，以原子能職系 24 人

33.80%為最多，其次為綜合行政職系 16 人 22.54%；男性 117 人(不含主任委

員及約聘人員)，以原子能職系 61 人 52.14%為最多，其次為電機工程職系 15

人 12. 82%。 

原能會女性 71 人(不含政務副主任委員及約聘人員)，專長領域背

景(職系)，以原子能職系為最多(24 人，佔女性人數 33.80%)，綜合行政

職系次之(16人，佔女性人數 22.54%)，其他依序分別為人事行政(8人)、

衛生技術(7 人)、會計審計(5 人)、廉政（4 人）、資訊處理(2 人)、工業

工程、化學工程、法制、機械工程及環資技術(各 1 人)等職系(共計 31

人，佔女性人數 43.66%)。 

另各單位女性，以秘書處為最多(為 14 人，佔女性人數 19.72%)，

綜合計畫處與輻射防護處次之(各 12 人，各佔女性人數 16.90%)。 

  女性職員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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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男性 117 人(不含主任委員及約聘人員)，專長領域背景(職

系)，以原子能職系為最多(61 人，佔男性人數 52.14%)，電機工程職系

次之(15 人，佔男性人數 12.82%)，其他依序分別為機械工程及綜合行

政(各 8 人)、土木行政(7 人)、化學工程(5 人)、衛生技術(4 人)、環資技

術(3 人)、人事行政、法制、工業工程、會計審計、電子工程、地質礦冶

(各 1 人)等職系(共計 41 人，佔男性人數 35%)。 

另原能會各單位男性同仁，以核能管制處為最多(44 人，佔本會男

性人數 37.61%)，核能技術處次之(22 人，佔男性人數 18.80%)。 

綜上，本會因業務屬性較為特殊，男性具理工背景的技術職系(多分

散於業務單位)，高於文法商之行政職系(多分散於輔助單位)。 

男性職員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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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原能會因業務屬性較為特殊(負責國內核能電廠、核子設施及

輻射作業場所的安全監督，業務屬性較為獨特)，故女性及男性具理工背

景的技術職系(多分散於業務單位)，高於文法商之行政職系(多分散於輔

助單位)，茲就本會各單位之職系人數及性別統計分析如下表。 

各單位職系人數及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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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能會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研發成果收入運用

計畫主持人性別統計 

111 年 9 項計畫主持人，男性 8 人 88.9%，女性 1 人 11.1% 

 原能會核研所係屬研發單位，每年均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管理會申請研發成果收入運用計畫，均由該所各功能組依提報原則

自由提出申請(一、優先型計畫：1.配合政策時效型計畫 2.屬研發成果管

理與推廣應用相關計畫(含採購重大設備者)  3.未來重要研發方向之相

關工作項目  4.申請額度以不超過壹仟萬元為原則。二、競爭型計畫：

1.具產業應用計畫 2.競爭型計畫不訂定額度上限)，先由督導副所長政

策審查，初步選定申請計畫後，再移送諮議會會議審查。 

111 年的計畫係於 110 年年底提出，由原能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申請研發成果收入運用計畫。經由該管理會複審會

議審查，最後核定 9 項計畫(5 項優先型、4 項競爭型)。 

綜上，研發成果收入運用計畫係公開由同仁自行申請，申請資格依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規定須達助理研究員以上，並經過層層審查，

整個審查機制公開透明，因核研所業務屬性特殊，男性人數向來多於女

性，故男性申請者居多，相對主持人男性亦佔大宗，未來仍將持續鼓勵

女性同仁多提出申請，並於計畫申請前以電子郵件再次提醒女性同仁多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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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111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研發成果收入運用計畫 

主持人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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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能會及物管局值勤人員性別統計   

111 年原能會及物管局值勤人員共 180 人，男性 139 人 77.2%，女性 41 人

22.8%。 

原能會設有核安監管中心，全年無休 24 小時監控國內核能電廠運

轉之重要安全數據、核電廠周圍及全國環境之輻射劑量值，先期掌握各

重要核設施之運作及輻射安全資訊，並做為全國輻射災害單一通報窗口。  

另為能掌握國際核子事故之資訊，該中心亦擔任我國與國際原子能

總署(IAEA)、美國及大陸之事件通報樞紐，每年定期(每季或每半年)進

行國際通訊測試，以確認雙向通報管道之暢通。此外，於核子事故發生

需成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核安監管中心為通報窗口，利用

完善通訊系統通報及協助動員相關部會人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

啟動相關應變機制。 

為執行監管及通報作業，需置值勤人員輪值，而值勤之同仁由原能

會各業務處及物管局之核能專業人員及約聘人員擔任。新進核能專業人

員，於完成該中心值勤專業訓練課程，得以見習或在職訓練方式擔任值

勤工作。 

雖然原能會各業務處及物管局之核能專業人員及約聘人員均須擔

任值勤之任務，但亦視同仁需要採取較彈性的做法(如：符合資格之同仁，

若因健康或家庭等特殊原因無法擔任值勤工作時，經專案簽准後免參與

值勤)。 

目前值勤任務編排分成上班日日班、上班日夜班及假日班三種，技

術職人員不分性別納入排班。上班日日班每值一人。上班日夜班及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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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每值二人，為符合資格之同仁擔任，111 年原能會及物管局業務單位

共 182 人，男性 140 人 76.9%，女性 42 人 23.1%。符合資格參與值

勤共 180 人，男性 139 人 77.2%，女性 41 人 22.8%。若以母體分析，

男性 139 人，佔男性總人數 140 人 99.3%；女性 41 人，佔女性總人數

42 人 97.6%。 

                  111 年值勤人員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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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原能會近年女性比率雖有逐年提升之趨勢，但男女性別比率仍非常懸

殊，為了要破除「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刻板印象，運用「原能會輻務小站」

臉書粉絲頁，透過「鐳女郎 職業輻射傷害」的歷史事件之貼文，喚起大眾對女性

勞工權利及職業安全的重視及女性應該擁有健康安全之工作環境意識；並藉由介

紹太空站低重力、高宇宙射線的環境，對男、女性太空人之健康研究，沒有證據

顯示存有性別差異。因此無論是理學、工程、航太等領域，性別不是考量的因素，

鼓勵女孩們應該勇敢追夢。另自製「國際女性科學日」、「國際婦女節」、「無論性

別為何，未來都有無限可能」，傳達無論性別為何，不要存有性別框架，自由發展，

未來都會擁有無限可能。 

原能會暨所屬機關男女之結構雖存有不均現象，但一直努力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並不會因性別而影響到升遷、出國受訓或參與國際會議及值勤等相關業務，

讓同仁不分性別都享有相同發展的機會與權利，並確保少數性別的代表可在相關

決策機制之中，有發聲的權利與權力，減少性別落差或是其他面向的不平等狀況，

期能澈底落實性別平等政策，實現性別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