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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性別組成與勤務分析 

113年 8月 

壹、 前言 

消防法第一條明定，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

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另依消防法第十六條：各級消防

機關應設「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統籌、調度、管制及聯繫救災、

救護相關事宜。因此，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下稱指揮中心)係消防

局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之勤務運作核心，勤務執行良

窳，均與指揮中心之成員組成、訓練、執勤技巧與運作息息相關。 

指揮中心派遣員之工作為受理本市一一九報案電話及消防局勤

務出勤派遣與管制、紀錄各項救災、救護及為民服務案件、協調聯

繫相關權責單位…等，其勤務時間為 24小時值勤制度；而在聯合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三部份第十一條所列項

目如下： 

一、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

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的權利。 

二、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三、 享有相同就業的權利，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準。 

四、 享有相同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一切服務的

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包括實習培訓、高等

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 

五、 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 

權利，在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 

六、 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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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或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享帶薪度假權利。 

七、 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機能

的權利。 

本文嘗試透過性別分析主題「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派遣員性別組成與勤務分析」，並以現有指揮中心 52名派遣員

進行統計，透過分析派遣員學經歷、消防總年資、外勤年資、派遣

員年資、婚姻狀況、是否生育小孩、居住區域、語言檢定、是否申

請過育嬰留職停薪…等指標，瞭解本局勤務派遣是否因性別而對受

理派遣件數、派遣調度效率、受理報案電話時話語親切度、勤務及

生活管理…等表現有所影響，並經由客觀之統計數據進行分析，進

而消除性別在指揮中心派遣員是項工作上的差異，據以提昇兩性消

防人力投入派遣員之意願。 

貳、 性別統計分析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消防工作，消防員的工作係需要兼

具專業與大量體力，火場的威脅不會因為性別而有不同待遇，但受

限於社會大眾對消防工作既定印象，常忽略其實女性消防員與男性

消防員接受相同的專業訓練，扮演同樣的角色，卻刻板地認為女性

消防員僅能執行與勝任相對有限的消防任務。但是無論在消防工作

之內勤或外勤單位，亦或是預防火災、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等各項

勤、業務，如確保在事實上機會和待遇平等的基礎上，兩性在執行

上述勤業務表現應能具有相同表現與績效。 

依 112年本局人員名冊顯示，目前總共有 140名女性同仁分派

於內外勤各單位服務，而本局指揮中心 112年男性派遣員為 43人、

女性派遣員為 9人，女性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17.3%，另統計 110年

指揮中心派遣員男女性別比例分別為男性派遣員為 40人，女性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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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 9人，女性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18.4%，而 111年男性派遣員為

42人，女性派遣員為 8人，女性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16%(如圖 1)： 

圖 1 110-112年派遣員男女比例 

依圖 1所示，雖然女性派遣員人數變動不大，惟女性派遣員人

數仍為少數且所占比率略為下降，顯見兩性擔任派遣員一職仍存在

差異性。因此，藉由「年齡」、「學歷」、「消防總年資」、「外勤年

資」、「派遣員年資」嘗試瞭解派遣員之組成與從事消防工作經歷，

再由「婚姻狀況」、「是否生育小孩」、「居住區域」、「語言檢定」、

「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等指標分析兩性擔任派遣員之差異。 

首先統計以 10歲為年齡組距，並分為 20~29歲、30~39歲、

40~49歲及 50歲以上，共計 4組，經分析派遣員年齡 20~29歲所占

比率為 9.6%、30~39歲所占比率為 36.5%、40~49歲所占比率為

48.1%及 50歲以上所占比率為 5.8%(如圖 2)： 

圖 2 依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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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 2所示，可以明顯得知派遣員年齡大部分集中於 30~49

歲，所占比率達 84.6%，尤以 40~49歲為最；而女性派遣員則分布

於 20~49歲之間。 

其次依教育程度分為高中、專科、二技或大學及研究所等四個

學歷類別進行統計，經分析派遣員學歷為高中程度者所占比率為

2%、專科程度者所占比率為 35%、二技或大學程度者所占比率為

40%、研究所程度者所占比率為 23%(如圖 3)： 

                  圖 3 依學歷統計 

依圖 3所示，得知派遣員教育程度大多為專科、二技或大學與

研究所，其中擁有二技或大學學歷為最，更有 23%派遣員之教育程

度達到研究所學歷；而女性派遣員教育程分布於專科、二技或大學

及研究所。 

再次以 5年為消防總年資組距進行統計，並分為 0~5年、6~10

年、11~15年、16~20年、21~25年、26~30年及 30年以上，共計 7

組，經分析派遣員消防總年資 0~5年所占比率為 17.3%、6~10年所

占比率為 1.9%、11~15年所占比率為 32.7%、16~20年所占比率為

32.7%、21~25年所占比率為 13.5%、26-30年所占比率為 1.9%，30

年所占比率為 0%(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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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依消防總年資統計 

依圖 4所示，得知約有 78.9%派遣員之消防總年資位於 11~25

年之間，其中尤以 11~20年之消防總年資為最。另外，有 17.3%派

遣員僅有 5年以內之消防總年資，顯見派遣員有一大部分係剛畢業

之新進消防人員；而女性派遣員消防總年資組距則位於 0-5年及

11-15年。 

又以 5年為外勤年資組距進行統計，並分為 0~5年、6~10年、

11~15年、16~20年、21~25年、26~30年及 30年以上，共計 7組，

經分析派遣員外勤年資 0~5年所占比率為 63.5%、6~10年所占比率

為 17.3%、11-15年所占比率為 13.5%、16~20年所占比率為 3.8%、

21~25年所占比率為 1.9%、26~30年及 30年以上所占比率為 0%(如

圖 5)： 

圖 5 依外勤年資統計 

依圖 5所示，94.3%派遣員之外勤年資在 15年以下，而外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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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在 5年以下之派遣員更達 63.5%，分析更可得知指揮中心近五年

大量補充剛畢業之新進人員；而女性派遣員外勤年資組距位於 0-5

年及 6-10年。 

最後以 5年為派遣員年資統計，並分為 0~5年、6~10年、

11~15年、16~20年、21~25年、26~30年僅 30年以上，共計 7組，

經分析派遣員年資 0~5年所占比率為 28.8%、6~10年所占比率為

21.2%、11~15年所占比率為 40.4%、16~20年所占比率為 9.6%、

21~25年及 26~30與 30年以上所占比率為 0%(如圖 6)： 

圖 6 依派遣員年資統計 

依圖 6所示，派遣員年資為 20年以下，其中年資 11~15年者所

占比率最高，所占比率達 40.4%，顯見目前指揮中心派遣員以年資

11~15年為主力；其次為 5年以下年資，具此資格之派遣員所占比

率為 28.8%，亦可得知派遣員之人員流動性頗高；而女性派遣員年

資均為 15年以下，其中以 0-5年最多。 

依「年齡」、「學歷」、「消防總年資」、「外勤年資」及「派遣員

年資」進行梳理，可得知派遣員之組成與消防工作經歷如下： 

一、 派遣員年齡集中於 30~49歲，尤以 40~49歲為最，依消防

員之經歷而言，正處於經驗最佳時期。 

二、 23%之派遣員繼續進修並取得碩士資格，顯見派遣員有充

足機會於忙碌工作之餘亦積極自我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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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近 80%之派遣員消防總年資為 11~25年，另有 17.3%派

遣員為消防總年資僅有 5年以內之新進消防人員，顯見派

遣員工作內容困難度高、人員流動率高及資深人員升遷，

致晉用剛畢業之新進人員。 

四、 超過 90%派遣員之外勤年資在 15年以下，外勤年資在 5

年以下之派遣員更高達 63.5%，據此得知近五年大量補充

剛畢業之新進人員擔任派遣員。 

五、 派遣員以年資 11~15年為主力，所占比率為 40.4%，其次

為 5年以下年資，所占比率為 28.8%，顯見派遣員組成仍

相當程度倚重新進人員。 

為瞭解兩性擔任派遣員之差異，首先以派遣員之婚姻狀態進行

統計，經分析得知已婚狀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71%、未婚狀態派遣

員所占比率為 27%、離婚(1人)狀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2%(如圖 7)： 

圖 7 依婚姻狀態統計 

消防人員勤務輪休制度分為內勤及外勤二制度，內勤消防人員

比照公務人員早上 8時上班，下午 5時下班；派遣員係工作 24 小

時再休息 24小時，為勤一休一制度；依圖 7所示，有 37位派遣員

為已婚狀態，所占比率為 71%，顯見消防人員勤務輪休制度似未影

響家庭生活，亦或家庭生活配合消防勤務輪休制度並未有明顯影

響；而女性派遣員已婚及未婚人數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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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派遣員是否生育小孩進行統計，經分析得知有生育小孩

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65.4%、未生育小孩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34.6% 

(如圖 8)： 

圖 8 是否生育小孩 

由圖 8所示，推測派遣員組成因為有一大部分為剛畢業之新進

消防人員，所以雖然有 71%之派遣員為已婚狀態，但仍有 34.6%未生

育小孩；而女性派遣員則有 4名已生育小孩，5名尚未生育小孩。 

再次依派遣員居住區域統計，經分析得知有 19.2%之派遣員居

住於臺中市以外之縣市、13.5%之派遣員居住於北屯區、11.5%之派

遣員居住於南區、9.6%之派遣員居住於西屯區、7.7%之派遣員居住

於大里區，其餘 38.5%之派遣員則居住於臺中市其餘各區(如圖 9) 

圖 9 依居住區域統計 

由圖 9所示， 42.3%之派遣員居住於消防局駐地南屯區周遭，



9 
 

顯見工作地點之選擇仍為是否從事派遣員工作之重要考量；又指揮

中心派遣員之勤務輪休為工作 6小時、備勤 6小時，再工作 6小

時、備勤 6小時，之後再輪休 24小時，相較於外勤消防人員連續工

作 48小時，再休息 48小時，指揮中心派遣員之勤務作息亦吸引

19.2%居住於臺中市以外縣市之消防員選擇派遣員工作，顯見居住區

域之遠近並未具有兩性從事派遣員之明顯差異。 

又以派遣員語言檢定進行統計，經分析得知具英語檢定資格之

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67%、日語檢定資格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4%、台

語檢定資格之派遣員為 2%，另有 25%未具任何語言檢定(如圖 10)： 

 圖 10 依語言檢定統計 

由圖 10所示，高達 75%之派遣員具有相關語文檢定資料，英語

檢定為大多數派遣員所具備，另有派遣員具備英語及日語檢定合

格，顯見派遣員為提昇工作績效，均積極考取相關語文檢定證照；

與取得學歷資格相似，派遣員有充足機會充實自我，在進修方面未

有兩性從事派遣員之明顯差異；而大部分女性派遣員已經具備英語

檢定之證照。 

最後以派遣員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進行統計，經分析得知有

申請過育嬰留職停薪之派遣員所占比率為 9.6%，餘 90.4%未申請過

育嬰留職停薪(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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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由圖 11所示，有 5位派遣員申請過育嬰留職停薪，其中 3位男

性與 2位女性，3位申請過育嬰留職停薪之男性派遣員占男性派遣

員比率為 7%，而 2位申請過育嬰留職停薪之女性派遣員占女性派遣

員比率為 22.2%。因此女性派遣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未因勤務而有

所限制，即使懷孕女性派遣員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勤務上會彈性

調整如下： 

一、 一般同仁上線 12小時，懷孕同仁上線 10小時。 

二、 無深夜勤勤務(0-6時)。 

三、 夜間值勤最晚至 22時。 

四、 值勤時段：早班 8-12時、14-18時、20-22時，晚班

12-20時、6-8時。 

依「婚姻狀態」、「是否生育小孩」、「居位區域統計」、「語言檢

定統計」、「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進行爬梳，可得知派遣員之家

庭生活與學習進修如下： 

一、 派遣員已婚狀態所占比率為 71%，其中 4位女性派遣員

已結婚。 

二、 65.4%派遣員已生育小孩，其中 4位女性派遣員已生育。 

三、 19.2%派遣員居住於臺中市以外縣市，其中包括 2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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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員，占女性派遣員比率為 22.2%，顯見居住區域之

遠近未具兩性從事派遣員之明顯差異。 

四、 高達 75%派遣員具有相關語文檢定資料，其中女性派遣

員有 7位英語檢定合格、1位日語檢定合格，顯見在進

修方面未有兩性從事派遣員之明顯差異。 

五、 有 2位女性派遣員申請過育嬰留職停薪，占女性派遣員

比率為 22.2%；即使懷孕之女性派遣員未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勤務上仍會適當調整，協助有需求之女性派遣

員。 

藉由「派遣員的組成與消防工作經歷」及「派遣員之家庭生活

與學習進修」進行梳理，賡續瞭解本局勤務派遣是否因性別而對受

理派遣件數、派遣調度效率、受理報案電話時話語親切度等工作表

現而有所差異；首先以 112年度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與平均受理時

間(秒)(派遣員受理報案電話後，到派遣消防車或救護出勤所需之時

間)進行統計，經分析得知男性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為 3,320件報案

電話，而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為 3,654件報案電話；另分析案

件受理時間得知男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為 30.5秒，而女性派遣員

平均受理時間為 32秒；又為較能反應差異化比例原則，將男、女性

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和時間與全部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和時間之比

例間距[(男、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全部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

全部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及[男、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全部派

遣員平均受理時間]/全部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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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平均受理時間(秒)、差異百分比 

由圖 12所示，依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分析，女性派遣員受理件

數較男性派遣員多 334件，比例達 10%，惟男性派遣員中有 4位小

隊長專責管控受理案件進度，鮮少上線受理報案案件，扣除小隊長

後，男性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 3,660件。因此，性別在平均受理件

數並無顯著差異；又依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分析，女性派遣員受理

時間較男性受理時間多 1.5秒，比例達 5%，惟扣除 4位小隊長後，

男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 33.62秒。因此，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

間反而較男性派遣員有效率，其縮短比例達 4.8%。 

再彙集 110-112年派遣員被民眾檢舉投訴案件進行受理報案電

話時話語親切度統計，經分析得知 110年共有 3件被檢舉投訴案件

(均為男性派遣員)、111年共有 12件被檢舉投訴案件(其中 9件為

男性派遣員、3件為女性派遣員)、112年共有 5件被檢舉投訴案件

(其中 3件為男性派遣員、2件為女性派遣員)(如圖 13)： 

圖 13 110-112年被檢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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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3所示，總計 20件檢舉投訴案件，案件類型有「受理案

件流程處理不當」、「受理案件態度不佳」、「掛電話」…等，男性派

遣員被檢舉投訴 15件，所占比率 75%，女性派遣員被檢舉投訴 5

件，所占比率 25%，惟指揮中心男性派遣員計 39位(未列小隊長)、

女性派遣員 9位，因此，每位男性派遣員被檢舉投訴平均為 0.38

件，而女性派遣員被檢舉投訴平均為 0.55件，明顯高於男性派遣員

被檢舉投訴比率；消防工作一般給人較陽剛的印象，勤務內容也相

對具有權威性，因此，民眾刻板印象大多認為男性較能勝任消防工

作之各項勤務，包括指揮中心之派遣員，而女性派遣員在受理報案

電話時，勢必遭遇民眾嚴苛挑戰，必須較男性派遣員有更多耐心與

專業展示，讓民眾能安心接受其服務或線上各種緊急救護指導。 

參、 規劃&目標 

一、 預期成果 

經統計女性消防員進入指揮中心擔任派遣員原因，

有「初任消防員即派任」、「生涯規劃」、「增加人生經

歷」、「家庭因素」及「自認不適合外勤」…等因素；而

擔任派遣員後覺得該職位最困難的部分為「案件變數因

子太大」、「精準派遣的壓力」、「報案人難以溝通」、「及

生理時鐘調整」及「情緒控制」…等。相較於男性派遣

員進入指揮中心擔任派遣員五花八門的原因及擔任該職

位最困難的部分，女性派遣員的原因與自覺困難部分相

對集中。 

又透過「性別」、「年齡」、「學歷」、「消防總年資」、

「外勤年資」、「派遣員年資」等指標進行分析，得知目

前派遣員之組成仍相當程度倚重新進消防人員；其次在

「婚姻狀況」、「是否生育小孩」、「居住區域」、「語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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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等指標上並無顯著差

異；最後在「派遣員平均受理件數、平均受理時間」與

「110-112年被檢舉案」指標中得知兩性派遣員在派遣

勤務量上並無顯著差異，而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較

男性派遣員更有效率，能更快速受理民眾報案電話並指

派分隊出勤，惟每位女性派遣員被民眾檢舉投訴 0.55

件，顯著高於男性派遣員 0.38件，顯見在消防局指揮中

心派遣員一職之差異化處境及不公平對待係來自社會大

眾，而非消防局內部體制與組織架構。 

為確保男女派遣員享有相同權利與工作保障(包括甄

選標準、進修與培訓)並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在評定工

作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消除民眾對女性派

遣員專業度疑慮，依上述統計分析之結果回饋本局強化

或修正相關勤務規定，努力建構友善兩性之工作環境，

順遂兩性具平等機會擔任派遣員職位。 

二、 發展可供選擇的方案 

本文依 13項分析指標嘗試找出兩性擔任指揮中心派

遣員之差異，據以擬定可供選擇方案，消除兩性擔任派

遣員之隔閡；再檢視目前兩性擔任指揮中心派遣員相關

法規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2-115)」、「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綜整

發展可供選擇的方案如下： 

(一) 方案一、強化派遣員教育訓練：依消防總年資及

派遣員年資分析資料顯示，新進人員具有興趣從

事派遣員工作，也有大量新進人員擔任派遣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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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以目前指揮中心派遣員組成相當程度倚重

新進人員。為消除兩性派遣員於執行勤務工作時

之差異並使其儘速融入指揮中心，期透過強化教

育訓練，消弭前述評估指標落差。 

(二) 方案二、滾動式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作業規定：透過 13項分析指標瞭解兩性

於指揮中心擔任派遣員職位之差異性，並據以滾

動式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

業規定，消弭前述評估指標落差。 

(三) 方案三、改善執勤環境及休憩空間：透過改善指

揮中心派遣員執勤環境及休憩空間，使兩性派遣

員能無縫融入指揮中心，在生活與值勤上均無性

別之隔閡與差異。 

三、 分析方案並選擇建議 

擬定出「強化派遣員教育訓練」、「滾動式修正臺中

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及「改善執

勤環境及休憩空間」三項發展可供選擇的方案，又三項

可供選擇之方案均有不同的目標和策略，因此，依所擬

定之方案逐一進行修正改善，期待儘可能消彌兩性於職

場之不平等，逐年建構與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一) 方案一：強化派遣員教育訓練 

由分析可得女性派遣員平均受理時間較男性派遣員

更有效率，能更快速受理民眾報案電話並指派分隊

出勤，惟被民眾檢舉投訴案卻高於男性派遣員，顯

見在消防局指揮中心派遣員一職之差異化處境及不

公平對待係來自社會大眾。因此，藉由強化派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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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增加女性派遣員受理案件之技巧，提昇報

案民眾對女性派遣員之受理案件之專業度認同感。 

(二) 方案二：滾動式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作業規定 

指揮中心任務為掌握災害狀況，迅速傳達災情，提

高救災應變能力，提昇指揮、調度、管制、聯繫之

功能，發揮整體救災救護之力量，達到減少人命傷

亡及災害損失。因此，如何協助兩性派遣員儘速融

入指揮中心並使其在工作上享有公平的保障與對

待，係達成上述任務重要的關鍵因素；檢視該作業

規定內容得知派遣員係整個勤務運作之樞紐，而其

工作項目如下： 

1. 受理本市一一九報案電話及各項勤務派遣與管

制。 

2. 各項災情報告、查詢及相關業務權責單位案件

之通報聯繫。 

3. 各項救災、救護暨為民服務等案件之紀錄及相

關單位協調聯繫事項。 

4. 公務電話及各類傳真資料之處理。 

5. 通知新聞媒體、通報、錄影及其它應變執行事

項。 

6. 有(無)線電通訊器材之測試、操作。 

7. 大量進線或重大案件發生，協助處理各執行事

項。 

8. 隨同總執勤官出勤，協助災害應變作業。 

9. 受理緊急醫療救護申請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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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供緊急傷病諮詢。 

11. 線上指導救護人員緊急醫療處理。 

12.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及提供相關資料。 

依據男、女性派遣員之檢舉投訴案件數，針對特殊

救災、救護及為民服務案件、跨機關之通報聯繫等

較易造成民眾檢舉之工作項目，應由小隊長協助受

理及通報聯繫；其次，強化兩性派遣員受理派遣之

專業度與親切度，使民眾能感受到不管男性或女性

派遣員均擁有相同之受理案件及派遣專業能力。 

(三) 方案三：改善執勤環境及休憩空間 

持續改善男、女派遣員執勤環境及休憩空間，使其

能充份融入指揮中心，在生活與值勤上沒有生理上

之隔閡與差異，充份發揮所學並展現專業度。 

四、 執行方案所需溝通 

發展可供選擇之三項方案僅本機關權限即可執行、

修正與改善，未涉其他機關、跨局處與公所業務及民間

團體。因此，將本分析成果報告簽陳核可後，依下列事

項辦理改善： 

(一) 視需要修正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

業規定。 

(二) 強化教育訓練，提高兩性受理派遣之專業度與親切

度。 

(三) 完善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生活管理、執勤與休

息環境，提高兩性消防人力投入派遣員意願。 

(四) 落實保障兩性派遣員生育機能(育嬰假)之權利。 

為建立內部機制評估性別分析工作成果以及持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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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修正方式，藉由指揮中心每日均會舉辦之「勤前

教育」，除了辦理派遣員交接勤業務及前一日特殊

案件檢討，亦會針對是日勤務進行重點提醒；因

此，透過「勤前教育」此內部機制持續評估性別分

析工作成果以及隨時檢討方案一、方案二及方案

三，如有更符合實際需求且能提昇兩性於職場公平

對待、消彌兩性就業隔閡，可立即滾動式修正。 

肆、 結語 

本報告「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性別組成與勤務分析」

主要目的係希望透過參採「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

破除傳統刻板印象之就、創業限制，消除職業性別隔離，開拓

女性就業領域」，再依 13項指標分析指揮中心派遣員現況作客

觀之統計數據資料，瞭解兩性參與派遣員工作之差異並做分析

探討；又考量近年來女性投入消防工作有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故期盼可藉由三項擬定出之方案，逐年建構與營造性別友善職

場環境，並逐步朝向「富市台中、新好生活」之安全宜居城市

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