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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是科學的主角之一，化學教育與研究更是人類科技研究極重要的一環，其成果也對人類影響甚鉅。與此同時，性別平等則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指標，也
是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因此，當前世界科研社群的首要關注之一，便是如何提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以及如何將性別觀點納入科技研究。甚至許多歐美重
要科研期刊，已經將性別因素的檢核列為投稿文章的審核項目之一。可見，追求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發展的重要方向。

  臺灣學界與政府聯合擔任推手

我國政府是由行政院長主持的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為首，以「性別主流化」為名，推動各類施政與政策的性別平等；並由其中的「環境、能源、科技」小組負責
推動科技政策的性別平等。故此，科技部自民國年以來，每年除了徵求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外，另額外徵求「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由研究人才自行發想其專業領域與
性別面向的關連。至民國年為止，已補助了件計畫。

但是，這種自由發想、自由投件的形式，可能過於鬆散，缺乏系統性的作為，投件數量顯然不夠，也尚未超越傳統「研究型」計畫的想像。因此，民國年起，
科技部另行委託「規劃型」計畫，全國僅徵求一件，第一期計畫委託淡江大學吳嘉麗教授的研究團隊於民國至年三年期間執行，除了統合資源，蒐集相關統計，並建立
角色典範之外，也辦理了許多以「女性科技人才培育」為目的豐富精彩的活動，以促進女性參與科技。經過第一期計畫之後，科技部為了避免規劃型計畫包山包海，目
的過於龐雜，因此從年起，特將「女性科技人才培育」為目的計畫區隔出來，另行徵求以辦理人才培育活動為主的（類）計畫，而原先的「規劃型」（類）計畫則聚焦
在政策規劃相關的研究。類計畫全國仍僅徵求一件，經科技部評審後，委託筆者及研究團隊執行，名稱為「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亦即第二期的三
年計畫。不同於一般研究型專題計畫，此計畫主要是協助科技部進行「規劃」工作，具有行政協助的功能與意涵，目的在引進學界的力量，針對如何將性別平等精神納
入科技研究，對政府部門提出建議，因此可以視為學界與政府部門聯手，推動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

  「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

目前，筆者主持的「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已經進入第三年（民國年月至年月）。該計畫以「性別化創新」與「性別平衡」為兩大核心主軸，希望以
「科技部性別辦公室」的雛形，協助探求國家科技研究性別平等政策的走向，並協助修訂國內性別與科技專題研究重點。計畫內容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性別化創新」
（，簡稱，其意涵與案例將於後面說明）部分以「推動性別分析納入科技研究及創新」為主題，先進行科技部歷年（民國年）性別與科技專題研究計畫之資料蒐集與分
析，包括歷年徵求書重點之流變、歷年通過計畫之性質與研究重點、計畫主持人專業背景分析等。所得結果有助於推動成立性別化創新種子團隊，徵求並媒合科技學者
及性別學者，組成跨領域團隊，進行國內科技研發的性別創新案例發展及研究。第二，「性別平衡」（意為科技參與的性別平衡）部分以「鼓勵並培育女性科技人才」
為主題，目前已蒐集美國及歐盟促進性別平衡的相關機制與政策（含各大學機構），瞭解其鼓勵培育女性科技人才上的作法和成效，希望透過參考國外作法，研擬出適
合國內各學術機構採用之政策建議。除此之外，計畫第三部分以「建立維護統計資料庫與分享機制」為題，從使用者的角度建置國內性別科技資訊平台（見圖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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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前期官方網站、資料庫網站，進行維護及改善，並納入歐盟與其他各國的性別科技相關統計資料，以進一步了解臺灣與世界趨勢的異同。最後，「性別與科技推動
政策規劃與行政協助」部分則包含協助科技部進行性別主流化及性別平等政策綱領相關篇章之推動事宜、協助科技部檢視（即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法規及國家報告相關事宜、協助科技部規劃與輔導相關活動之徵求與辦理、以及每年規劃辦理科技部「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成果討論會」，邀請該年度執行過性別科技
計畫的研究者與會，報告成果並分享交流，並於會中辦理推廣「性別化創新」的工作坊（見圖二）。

本文以下篇幅，即簡述該計畫目前為止的多項重要成果中的二項，期望關心國家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讀者，一起投注更多想法。

圖一：「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網站首頁

圖二：年高雄「性別化創新與科技研究」工作坊

  「性別化創新」中文網

首先，本計畫建置了「性別化創新」（）中文網（見圖三，網站：），該網站內容豐富，非常實用，不僅提供國內科技學者進行性別相關研究的案例，也簡介
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等概念，以及如何進行性別分析的方法。性別分析意指針對學術研究的性別面向進行分析，不僅成就了非常多科學、醫療、工程、環境方面的科技
創新研究實例，更刷新了我們對科技知識以及健康生活的認識，甚至對於有志於性別研究的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也是非常有用的資源。

「性別化創新」是「性別化的科技創新」的縮寫，其核心意涵為「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的創新發展」，就是在科技的研發過程中，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
性別（）的分析視角，促成科學技術與知識的革新。此一名詞為史丹佛大學科學史學者於年所創，年出版同名專書，年同時在歐盟以及史丹佛大學成立推動性別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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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與網站。筆者執行「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時，積極與聯繫，並獲得翻譯授權，成功於年將中文版上架。中文版是除了英文原版外，世界上第
四個成功上架的翻譯版本。性別化創新可以說是國際上性別與科技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而性別分析可以具體協助科技知識的創發，其分析範圍包含科技研究主題優先
性、研究對象選擇、機構安排與文化、語言與理論架構重整等。

例如：一、科學教科書中，應避免利用性別刻板印象或者暴露女性的示例來進行教學；二、研究者應辨別幹細胞特性的性別差異，以改變幹細胞治療的臨床準
則；三、缺血性心臟疾病（）納入性別化創新的概念後，重新定義的病理生理機制，改變了過去男性中心的臨床標準造成婦女誤診和診斷不足的現象；四、過度以女性
為標準的骨質疏鬆症診斷規範，應建立評估男性風險的模型，以照顧歐美因骨質疏鬆造成髖部骨折患者中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並且，病人醫療條件和治療方式與骨質疏
鬆性骨折有關，特別是男性；五、膝蓋問題需要「去性別化」（），因一般人容易將膝蓋問題與女性關連在一起，故年代已有廠商開始生產所謂的「性別限定」（）膝
蓋，直接針對女性促銷，但這樣缺乏證據且過度依賴生理性別的醫療服務，反而忽略了身高比性別更適合作為選擇膝蓋的參考依據，甚至，某些所謂「雌性」膝蓋不見
得適用於一些女性，但卻非常適合某些男性。除了上述案例，該中文網也已經開始累積臺灣的案例（見圖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前往查詢。

由此可見，性別化創新不必然只對女性有利，而是對包括男性的所有性別皆有利。並且，「性別化創新」並不是指「為女性發展更有效的美白產品」或「為男
性發展更長效的威而剛」之類鞏固現有性別關係與性別秩序的研究，相反地，它是「為了移除科技工程領域人員、文化、內容性別偏差而有的轉化作為」（）。因此，
減少性別偏差，改善性別關係，促進性別平等，才符合「性別化創新」的意涵。「性別化創新」也改變了性別研究與科技研發這兩大陣營的關係，使他們的合作通過
「性別化創新」此一平台成為可能。

圖三：性別化創新中文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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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性別化創新中文網之臺灣案例

  美國與歐盟促進科技領域性別平衡的作法

本計畫第二個重要成果則是蒐集美國與歐盟促進科技領域性別平衡的作法並加以分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曾在推動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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