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2021年11月會議-

金融業具體推動作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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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消除對婦
女㇐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

母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守則」
• 集團各公司應遵循國際

人權公約



㇐、落實性別平等與
遵法企業文化(續)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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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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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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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建立女性友善工作環境

預防及處理員工性別歧視、
職場霸凌等事件

母公司第㇐金控
109年獲頒「TCSA臺灣企業永續獎-性別平等獎」

第㇐銀行
通過110年「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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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控及銀行董事⾧、總經理皆為女性

董事成員女性9位高於全體 金控平
均2位
副總經理共8名，其中3名為女性
總稽核亦為女性。

二、性別平等
組織結構&決策層級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本行董事會、經營決策委
員會及人事評議委員會等
組織中，女性人數皆超過
1/3。

本行董事會、經營決策委
員會及人事評議委員會等
組織中，女性人數皆超過
1/3。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女性委員比例不得少於
1/2。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女性委員比例不得少於
1/2。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本行董事會、經營決策委
員會及人事評議委員會等
組織中，女性人數皆超過
1/3。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女性委員比例不得少於
1/2。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56%56% 44%44%

52%52% 48%48%

高階主管高階主管
(254人)(254人)

主 管主 管
(1,525人)(1,525人)

員 工員 工 40%40%60%60%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56% 44%

52% 48%

高階主管
(254人)

主 管
(1,525人)

員 工 40%60%

赴任國外機構赴任國外機構

30%30% 70%70%

赴任國外機構

30% 70%

第㇐金控/銀行
董事⾧

第㇐金控
總經理

第㇐銀行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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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控及銀行董事⾧、總經理皆為女性

董事成員女性9位高於全體 金控平
均2位
副總經理共8名，其中3名為女性
總稽核亦為女性。

二、性別平等
組織結構&決策層級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確保女性有公平的機會
參與各決策組織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本行提供公平競爭的職場，
落實性別平權

赴任國外機構

第㇐金控/銀行
董事⾧

第㇐金控
總經理

第㇐銀行
總經理

企業
文化

組織
結構

薪資
待遇

教育
訓練

家庭
平衡

孕育
措施

職場
安全

6



三、推動性別平等
薪資待遇結構

同值同酬
原則敘薪

考績與薪酬
相連結

公平合理
考核機制

公開透明
晉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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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性別平等
薪資待遇結構(續)

全體員工
平均薪資性別差距

106,256

全
體
員
工

106,225

男
性
員
工

106,279

女
性
員
工

(新臺幣元/月)

54元/月

(新臺幣元/月)

10,034元

本行差距僅不到百元，顯見本行薪
資給付本著公平、合理原則，不因
性別影響。

本行女性主管平均總薪資略高於男
性主管，亦顯示本行管理階層平均
薪資不受性別所影響。

109年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
男女平均薪資差

距9,645元/月

179,775

全
體
管
理

174,372

男
性
管
理

184,406

女
性
管
理

管理階層
平均薪資性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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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薪酬高低取決
於個人表現不因性
別而有差異具體落
實在管理層



四、促進性平之教育與
訓練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訓練的對象包含全體員工及各級主管，
由上而下、由內而外，全面提升性別平等意識或權益。

非主管職
80.25%

主管職
19.74%

2020年參與性別平等教育訓練
共7,178人(男性2,887人、女性4,291人)

參訓人數
男性：645
女性：772

男性
45.52%女性

54.48%

參訓人數
男性：2,242
女性：3,519

男性
38.92%女性

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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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性平之教育與
訓練(續)

為落實性別平等，所有管理課程皆未區分男女，具備管
理潛質及需求者皆可參加。

自辦訓練 外部參訓

卓越領導營
實體課程

(98人)

管理大師講堂
線上課程
(1,456人)

男性
45.92%

(45人)

女性
54.08%

(53人)

資料期間：2020.01~2021.06

男性
46.15%

(6人)
女性

53.85%
(7人)

男性
45.05%
(656人)

女性
54.95%
(800人)

為持續提升管理能量，不定期
派員參加行外機構領導管理類
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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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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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工作與家庭
平衡職場氛圍

1.平衡工作與家庭友善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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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工作與家庭
平衡職場氛圍(續)

2.全薪假及天數優於法令

註1：新進員工到職當年度比照勞工請假規則給薪。
註2：以病假及事假計算共計44天。
註3：併入事假14天計算。
註4：喪假給假天數因親屬別有所不同。

事假 14 天
病假 30 天
家庭照顧假 7 天
生理假 1天/月
安胎假 44天
防疫照顧假 14天
志工假1 天

(註1)

(註1)

(註1)

(註1)

(註2)

(註3)

婚假

喪假

流產假

14 天

21 天
最高

7 天

8 天

5 天
8 天
最高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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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



各項彈性工時措
施給予同仁照顧
家庭更多支持

五、推動工作與家庭
平衡職場氛圍(續)

3.平衡家庭與工作

1. 晚10分鐘上班不用請假
2. 早10分鐘下班不用請假
3. 可以早1小時上班或延後

1小時下班。
4.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1小時
5. 請假以1小時為單位。

1.全薪防疫照顧假14天。
2.實施居家上班。
3.分流上班，減少搭乘
4.大眾運輸群聚風險。

工作時間彈性 疫情期間支持員工
照顧家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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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工作與家庭
平衡職場氛圍(續)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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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兼顧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

休假旅遊補助方案

休閒活動補助

推廣體育文康活動

休滿7天領5,000、10天
7,500、14日10,000元。
休滿7天領5,000、10天
7,500、14日10,000元。

成立26項體育文康社團，
開放員工(含退休)及眷屬
參與。

成立26項體育文康社團，
開放員工(含退休)及眷屬
參與。

三節文康自強活動(每
人每年預算逾1.5萬元
三節文康自強活動(每
人每年預算逾1.5萬元

14

旅遊補助逾10
年，國銀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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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工作與家庭
平衡職場氛圍(續)

5.體育文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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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育嬰假(留停)
任職滿六個月育嬰留停。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享有優惠存款、優惠貸款福利外，
同時保障晉升權益。

復職時以回復原職為原則，同仁如有需求，協助派任至鄰近
分行俾利接送、照護孩童。

各年度申請育嬰留停人數各年度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109109

108108

107107

1212

77

77

14.81%14.81%

8.33%8.33%

7.95%7.95%

6969

7777

8181

85.19%85.19%

91.67%91.67%

92.05%92.05%

8181

8484

8888

男性男性
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

女性女性
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 合計合計年度年度

各年度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109

108

107

12

7

7

14.81%

8.33%

7.95%

69

77

81

85.19%

91.67%

92.05%

81

84

88

男性
人數 百分比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合計年度

六、執行友善孕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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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友善孕育措施
(續)

2.提供友善孕育假別

安胎假產 假

陪產假產檢假

提供病假及事假共計
44天，薪資照給。
(法令病假為半薪、事假不
給薪)

妊娠未滿3個月流產
者，均給予產假7天。
(法令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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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友善孕育措施
(續)

3.提供育兒津貼及相關補助

結婚+育兒㇐次領31萬元
幸福再加溫

1. 結婚津貼2人領6萬元(同為員工)

2. 育兒津貼生雙胞胎最高領30萬元
3. 「孕期交通補助」1萬元
4. 彈性工作時間

5. 員工居家上班方案

6. 子女教育補助金

7. 托兒補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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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友善孕育措施
(續)

完善哺集乳室設備 確保孕婦職場安全
落實母性保護計畫
(妊娠中/分娩後)

落實友善孕育措施
「第㇐好孕包」(妊娠中)
「第㇐媽咪包」(分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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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

1.訂定職場性騷擾防治政策措施及事件處理機制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調查處理辦法

內部公告
申訴專線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

等相關申訴管道公布於佈告欄

官網公開揭露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
設置規定、處理程序及調
查原則等均予以詳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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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續)

2.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提供騷擾事件後續協助

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

• 性騷擾防治及處理程序納入新進員工訓練或法規教育訓練課程、各
項基礎業務訓練課程。

• 定期檢附訓練教材發文宣導。
• 加強主管人員對性騷擾防治與處理之認知。

後續協助方案

• 張老師專線心理諮商、本行醫護人員後續之追蹤與關懷。

• 依受害者意願調整服務單位

• 協助受害者聘僱律師提出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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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續) 企業

文化

組織
結構

薪資
待遇

教育
訓練

家庭
平衡

孕育
措施

職場
安全

協助員工減壓

各年度使用心理諮詢服務人數各年度使用心理諮詢服務人數

108108

109109

~110/8~110/8

44

1313

2020

5%5%

14%14%

29%29%

8080

7979

4848

95%95%

86%86%

71%71%

男性男性
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

女性女性
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

8484

9292

6060

使用人(次)數使用人(次)數年度年度

各年度使用心理諮詢服務人數

108

109

~110/8

4

13

20

5%

14%

29%

80

79

48

95%

86%

71%

男性
人數 百分比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84

92

60

使用人(次)數年度

員工「心理諮詢服務」
-張老師

22

全額行方負擔 建構員工
工作生活家庭全方位後盾



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續)

3.提供員工夜間工作安全友善措施

1   24小時保全人員駐守

2   門禁及錄影設置

3   單㇐進出口管制

4   休息室

提供免費特約車隊、自行返家者另提供交通津貼，並設有安全回報
系統，指派專人主動關懷確認員工夜間返家安全。

5   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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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續)

3.提供員工夜間工作安全友善措施(續)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健康檢查(每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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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行性平友善之
職場安全機制(續)

申訴案件調查小組 處理程序

組⾧

人事行政副總

資方代表

4名

人資處處⾧等

4名總行單位

主管

勞方代表
工會指派3名

理事⾧為當然

委員，另指派

2名工會成員
接獲通報
(書面、電話、專用信箱)

人資處會同勞
方代表調查

會議表決不法
侵害是否成立
及建議處置方
式

4.執行暴力預防措施

企業
文化

組織
結構

薪資
待遇

教育
訓練

家庭
平衡

孕育
措施

職場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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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房養老-『安心貸』
逆向抵押貸款業務

 台灣已邁向「高齡化社會」，為協助銀髮族在退休後財務能夠獨立，不增加子女奉養負擔，第㇐銀
行於2016/3/30開辦以房養老-『安心貸』業務，近來受媒體及報章雜誌報導影響，民眾接受度愈來
愈高，本行近二年承貸件數及金額皆呈倍數成⾧。

 本行承作案例中女性占比達56%，70歲(含)以上者占比達59%，90歲以上者達16戶(4%)，並有定期
關懷機制，由分行同仁致電或親訪客戶。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9月 合計

核貸件數(件) 34 25 26 53 124 138 400

件數成⾧率(%) - -26% 4% 104% 134% 79%(註) -
核貸額度

(新臺幣百萬元) 180.84 316.75 186.91 485.86 930.16 847.052,947.57 

核貸額度
成⾧率(%) - 75% -41% 160% 91% 55%(註) -

表1：安心貸業務歷年承作情形

註：2020年1-9月同期新承作77件、核貸額度546.16百萬元，受疫情影響略緩

人數占比 核貸額度

女性 56% 16.33億元
男性 44% 13.15億元
合計 100% 29.48億元

表2：男女承作比例

年齡分布 占比

未滿70歲 41%

70歲(含)~80歲 32%

80歲(含)~90歲 23%

90歲以上 4%

合計 100%

表3：年齡分布比例

【安心貸小故事】

 某分行客戶林奶奶(81歲)僅自己㇐
個人，平日未與子女同住，在承
作本行「以房養老」業務後，與
分行同仁成為好友，不定期至分
行走動，人也因此變得更開朗、
更有活力。

 某分行客戶陳女士(65歲)膝下無子
女，申辦本業務的主要目的除了
照顧自身外，也將每月所撥資金
捐作公益，造福更多需要的人。

 本行積極向民眾推廣高齡相關知識
及趨勢，除於營業單位懸掛布條及
張貼行銷海報外，更走入老人服務
中心、社區樂齡大學及老人福利會
等機構辦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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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安養信託承作情形
第㇐銀行因應高齡化趨勢，積極響應政府政策，自2016年高齡者及身心障
礙者財產信託評鑑開辦，每年皆名列前茅，自2016年起共拜訪全國多家安
養/養護機構推廣安養信託，充分展現第㇐銀行為企業社會責任所盡之心力。

1,402 

2,808 

4,452 

6,968 

9,646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年度

累
安養信託餘額(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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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生活無虞
安養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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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生活無虞
安養信託(續)

可依委託人需求客製化設計

定期給付
於年月起，每月、季、半年、年支付元予受益人。

特殊給付
本信託存續期間內，得檢附收據向受託人請款。如：醫療費
用、安養院費用等收據。

信託監察人設立及其權限之設定：

信託監察人，並非強制項目，可依委託人需求選任信賴之親友
(可多個或順位)並彈性設定其權限: 1.信託契約變更、解除及終
止2.信託財產之投資運用 3.特殊給付之確認 (可複選)

身障
醫療
教育
平權

以房
養老

安養
信託

微型
保險

創業
貸款

公益
關懷
雙語

35



身障
醫療
教育
平權

以房
養老

安養
信託

微型
保險

創業
貸款

公益
關懷
雙語

36



四、微型保險當靠山
小愛展現大力量

緣起~~

為響應主管機關推廣微型保險之政策，第㇐銀行保險代理人處於2017年4月起
代理第㇐金人壽微型保險商品，並配合第㇐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於花蓮門諾醫
院舉辦偏鄉義診活動

• 照顧社會弱勢族群

•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第㇐
銀行

• 以經濟實惠的費率提
供弱勢族群買得起的
意外身故/失能保障

第㇐金
人壽

1.以實惠保費提供弱勢族群意外險保障
2.單㇐費率，職業等級1~6級都能投保
3.投保簡易、免體檢

弱勢族群禁不起意外事故
打擊，透過協助投保微型
保險，讓弱勢族群確保意
外發生時，家人有㇐筆保
險金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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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型保險當靠山
小愛展現大力量(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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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45

401

710

851

2017.4開辦至今，第㇐銀行與第㇐金人壽，已協助
包括：
台北市政府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財團法人廣青文
教基金會、台東東河鄉原住民…等弱勢族群投保。

2017年開辦至今，本行微型保險累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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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本行為協助女性、中高齡國民及設籍離島
居民發展微型企業，增加創業成功機會，
降低創業風險，提升勞動參與率，自民國
98年3月起辦理「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迄民國110年8月成功協助719人創業，貸
款金額達4.46億元(其中女性創業者人數占
比74%，貸款金額占比72%)，期間並獲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及勞動部頒發感謝狀，表
彰本行積極協助創業者創業初期資金籌措
及建構友善創業環境。

 獲貸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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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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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獲貸人數

人數 比例

身障
醫療
教育
平權

以房
養老

安養
信託

微型
保險

創業
貸款

公益
關懷
雙語

40



身障
醫療
教育
平權

以房
養老

安養
信託

微型
保險

創業
貸款

公益
關懷
雙語

41



42

「Wonderful星璨卡」
指定通路刷卡消費享2%現金回饋
(含原0.5%回饋，加碼1.5%每期帳單回
饋上限500元)

「媚儷鈦金卡」
單筆滿1萬元 0.7%回饋無上限
單筆1萬元以下 0.1%回饋無上限

因應女力經濟、網路交易及行動支付消
費比重增加，星璨卡以「愛自己‧創造
Wonderful璀璨幸福人生」為訴求，邀
約客戶申辦。

本產品統計至2021.10.24，流通卡數
81,087卡，女性持卡人佔比61%，今年
1~10月本卡累積簽帳金額22.9億元。

媚麗鈦金卡卡面為牡丹花代表富貴，搭
配雙面「類鈦金屬」特殊材質，展現時
尚、優雅的質感，推薦給媚儷名媛。

本產品統計至2021.10.24，流通卡數
7,739卡，女性持卡人佔比92%，今年
1~10月本卡累積簽帳金額3.8億元。



推動身心障礙公益措施
(CSR實踐)

項目 內容 執行情況

紅利點數
公益捐贈

卡友得以每1000點紅利
點數折抵60元捐贈給公
益團體。

第四季建置卡友紅利捐贈
公益團體平台

目前配合單位：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門諾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喜憨兒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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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ATM跨行提款手續費減免優惠：

為推行普惠金融，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金融服務，本行存戶且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者，得透過本行官網之「友善金融服務網」、郵寄申請書或
臨櫃申請ATM跨行提款手續費減免優惠，每人以申請㇐個帳戶為限，每月
得享有3次減免優惠。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

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
• 依視覺障礙者需求提供放大鏡或影印放大等相關文件，得選擇採用

「公證」或「見證人」方式辦理。
• 聽覺障礙者，透過書寫方式或其他手勢、唇型等肢體語言溝通。
• 受輔助宣告者申辦貸款，須取得其「輔助人」書面同意後始得受理。
• 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需求，提供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通知

核貸結果。

無障礙ATM服務：(截至2021/10/15止)
• 符合輪椅者使用台數為438台。
• 符合輪椅及視障者使用台數為15台。
• 於銀行公會網站無障礙專區提供本行友善金融服務網連結，查詢本行

可供輪椅及視覺障礙者使用之ATM設置地點。
• 視障ATM提供耳機孔之語音模式及點字說明讓視障民眾可以不借助他

人自行操作本ATM，以確保個人自主、自立及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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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關懷：

櫃員執行臨櫃關懷提問2020年成功攔阻詐騙共52案，計新臺幣(以

下同)1,555.6萬元；2021年1-9月成功攔阻詐騙共58案，計

2,525.3萬元。本行持續強化櫃員教育訓練，運用內政部警政署提

供案例及新聞報導最新詐騙手法，提升攔阻成效。

雙語分行：

為打造雙語金融環境，配合國發會推動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

圖及金管會推動本國銀行設置第㇐線服務櫃檯雙語環境及提供雙語

諮詢服務，本行自2019年起陸續於國內各營業單位建置雙語分

行，2021年11月底前將完成建置37家，預計每年建置25家雙語分

行，以提前在2028年前完成雙語化全覆蓋國內188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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