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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專業應變人員之性別結構，不
僅反映本縣在性別平等政策推動下的落實情形，也關係到災害應變現場之人
力配置與實質參與權益。在我國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及消除對婦女㇐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精神下，分析宜蘭縣毒化物專業應變人員的性別
分布狀況，有助於了解性別在環境安全與公共衛生領域參與的現況與差異，
並作為未來政策規劃與性別友善職場建構之重要依據。

貳、統計資料與方法 

　　本次分析係針對 114 年度由宜蘭縣政府環保局綜合計畫科其委託辦理
廠商（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之「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
頭管理查核計畫」中，所督導登載之毒化物專業應變人員名冊進行統計整理
與分析。
　　為深入瞭解登載人員之性別分布與社會結構特性，本計畫於 114 年 1
月 7 日透過宜蘭縣區域聯防群組發布訊息，採線上問卷方式實施調查，調查
對象為目前已登載於宜蘭縣轄內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系統中之
人員。問卷內容涵蓋六大項資訊，包括性別、登載級別、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及有無子女等，旨在全面瞭解轄內專業應變人員的性別與社會結構
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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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分析結果 

㇐、應變人員性別統計：
　　問卷結果顯示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男性 72 人
比例為 76%，女性 23 人比例為 24%，登載情形仍以男性為主，如圖 1 所示。

圖1、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載人員-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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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人員年齡統計：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年齡層方面，調查結果（如表 1、圖 2）以 41-45 歲
為最多（男性 24 人，女性 6 人），其次依序為 36-40 歲、31-35 歲，顯示
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的年齡層主要以中、壯年為主。

表1、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各年齡層性別分析
性別/年齡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55歲 56~60歲 56~60歲 61~65歲

男 1 12 19 24 8 4 3 0 1

女 4 5 2 6 3 3 0 0 0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 56~60 歲 56~60 歲 61~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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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載人員各年齡層男性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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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變人員登載級別統計：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級別方面，調查結果如表 2、圖 3，登載等級包含通
識級、操作級、技術級、專家級、指揮級，其中通識級專業應變人員主要工
作為事故通報，登載人員性別比例男性 49%（20 人）、女性 51%（21
人），符合性別平等精神；而通識級以上級別主要負責執行事故除污、止漏、
危害風險評估、指揮等現場工作，登載人員性別比例男性 96%（52 人）、
女性 4%（2 人），顯示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級別
通識級以上大多由男性執行現場處置工作，存在較大的性別差異，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

表2、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各級別設置及性別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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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等級性別分析圖

四、應變人員教育程度統計：
　　宜蘭縣登載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教育程度，調查結果
如圖 4，顯示登載人員主要為學士以上合計達 81%（77 人），其次依序為
五專 10%（9 人），高中 1%（1 人），高職 7%（7 人），國中 1%（1
人）。

圖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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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5 所示，應變人員教育程度大多落在碩士、學士，其中碩士佔
27%（共 26 人，男姓 20 人；女性 6 人）、學士佔 53%（共 50 人，男姓
36 人；女性 14 人）。

圖5、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教育程度-性別分析

五、應變人員婚姻狀況統計：
　　宜蘭縣登載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婚姻狀況，調查結果
如圖 6、圖 7 顯示登載人員婚姻狀況大多為已婚比例達 68%（共 65 人，男
姓 54 人；女性 11 人），未婚佔 32%（共 30 人，其中男姓 18 人；女性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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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婚姻狀況

圖7、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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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變人員有無子女統計：
　　宜蘭縣登載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有無子女，調查結果
如圖 8、圖 9，顯示登載人員有無子女狀況大多有子女比例達 62%（共 59
人，其中男姓 48 人；女性 11 人），無子女佔 38%（共 36 人，其中男姓
24 人；女性 12 人）。

圖8、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有無子女

圖9、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有無子女-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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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略及建議 

　　為符合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 條第 1 項（男女
平等原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條及（CEDAW）37 號㇐般性建議（第
28 點、第 53 點），因此制定下列各實施方式：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項目臨場輔導訪查：計畫期間每次輔導訪查須
依輔導訪查單內容項目執行並應作成紀錄，針對運作廠商運作狀況提出改善
措施並持續追蹤改善狀況，關注列管業者場（廠）教育訓練，鼓勵女性員工
多多參與。

二、無預警測試：針對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達分級運作量廠商，邀
聘專家學者辦理現場輔導訪視或進行現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無預警測
試（模擬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發生狀況），並針對工廠通報、廠方自救
與應變、防護裝備與器材選用提出相關改善建議與措施，鼓勵女性員工加入
應變編組，參與實際演練。

三、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宣導活動：協助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以及環保相關宣導活動，課程休息時間撥放性別平等相
關宣導影片，強化參與業者 CEDAW 理念。

四、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廠商應變人員教育訓練，鼓勵業者安排女
性員工參與實作課程訓練，加強如個人防護裝備穿著及應變器材熟練度與毒
災事故應變反應能力。

五、督導轄內專業應變人員相關事項：督導轄內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等級及人
數符合法令規範並每年度完成再訓練課程（含通識級專業應變人員），除追
蹤業者在訓練報名情形外，因運作場所安全係全體員工，鼓勵業者多安排女
性員工報名專業應變人員訓練課程，提升員工防災意識及應變能力，並登載
為專業應變人員協助廠內事故應變。

六、配合辦理轄內區域聯防組織演練、毒化災演練（兵推及實兵），基於男
女平等，鼓勵業者安排女性員工參與相關演練，讓女性員工享有平等的參與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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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性別差異可能原因：
1.傳統職場性別分工影響：毒化物相關應變工作涉及現場操作、裝備操作與
高風險情境，社會普遍認為此為男性職能，致使女性參與意願與機會受限。
2.教育與職能訓練管道不足：女性從事化學、環工或職業安全領域之教育或
訓練機會仍相對較少。
3.職場制度與文化因素：缺乏性別友善之職場制度，如彈性訓練時段、家庭
照顧支援等措施，也可能限制女性進入與持續參與此專業領域。
　　本次統計分析顯示，宜蘭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中女性占
比明顯偏低，反映傳統性別角色期待及制度設計上仍存有性別落差。為達成
性別平等目標，應從培訓制度、職場文化與政策設計三方面著手，逐步改善
現況，建構性別友善的專業應變體系，讓女性人力在環境安全與災害應變領
域中發揮更大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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