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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 

臺中市政府整體資安專職人力性別分析 

113 年 8 月 

壹、前言 

 113 年行政院性別圖像資料顯示，2020 年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各領

域畢業生女性比率，「教育」占 70.3%，「藝術及人文」占 68.8%，

「資訊通訊科技」占 29.5%，「工程、製造及營建」僅占 18.9%，仍

存在「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隔離現象。經統計，本府資安專職

人員的男女比率亦與上述趨勢相同。 

 對此，行政院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推動策略的「教育、媒體

與文化」面向說：「建構性別平等的教育制度及友善的學習環境，改

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並確保不利處境者，均能享有平等的學習

及受教育的權利。」本文分析本府資安專職人員的性別比率以及不

同性別間各面向的差異，並提出解決方案，期望能提升本府資安專

職人員的性別平等。 

貳、性別統計分析 

 一、調查對象 

  本府 113 年在 B、C 級機關的資安專職人員共有 52 人，本 

  研究共調查其中的 44 人，其中男性有 34 人占 77.3%，女性

  有 9 人占 20.5%，其他性別者有 1 人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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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受訪者性別人數 

 

 

 二、職等 

  在受訪者中，屬於國考錄取人員者，男性共有 31 人，女性 

  則共有 8 人，都是以七職等為主。其中，男性有 22.6%在六

  職等以下，而女性都是在七職等以上。 

圖 2 各職等男女比率 

 
 

 三、年齡 

  在受訪者中，男性的平均年齡為 43 歲，女性則為 42.4 歲。



3 
 

  男性以 36-40 歲最多，占 23.5% (8 人)，接著依序為 51-55 

  歲及 41-45 歲；女性則較為平均，在 31-35 歲、36-40 歲、 

  41-45 歲及 51-55 歲各占 22.2% (各 2 人)。至於其他性別者 

  共 1 位，年齡在 30 歲以下。 

圖 3 各年齡男女比率 

 

 

 四、年資 

  在受訪者中，男性的平均公務年資為 11.9 年，女性則為 14.3

  年。其中，男性有 20.6%公務年資未滿 5 年，而女性的公務

  年資都是在 5 年以上。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其公務年資

  未滿 1 年。 

  在受訪者中，男性的平均資安專職人員年資為 3.5 年，女性

  則為 3.7 年。而無論男女，都有大約 4 成的比率年資在 5 年

  以上。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其資安專職人員年資未滿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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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公務年資男女比率 

 
 

圖 5 各資安專職人員年資男女比率 

 
 

 五、資訊處理職系 

  在受訪者中，男性有 85.3% (29 人)是資訊處理職系，而女 

  性則僅有 55.6% (5 人)。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非資訊處

  理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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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資訊處理職系的男女比率 

 
 

 六、資安業務占比 

  在受訪者中，男性的資安業務占比以 50-80%最多，而女性 

  則以 80-100%最多。此外，男性有 20.6%資安業務占比低於

  50%，而女性則都在 50%以上。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其

  資安業務占比為 50-80%。 

圖 7 各資安業務占比男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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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每週加班天數 

  在受訪者中，男女的每週平均加班天數皆為 1.8 天，且男女

  的加班天數皆以 1-2 天為主。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其加

  班天數是 0 天。 

圖 8 各加班天數男女比率 

 
 

 八、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證書的取得情形 

  在受訪者中，男女各有 1 人未參加過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證書

  (以下簡稱資安證書)考試，而其他性別者共 1 位，亦未參加

  過考試。而已參加者過資安證書考試者，幾乎都已取得資安

  證書(僅 1 位男性尚未取得)。此外，僅參加 1 次考試即取得

  資安證書的比率，男性為 72.7% (24 人)，而女性則為 62.5%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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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僅參加 1 次考試即取得資安證書的比率 

 
 

 九、工作上最常遇到的困難或壓力 

  關於工作上最常遇到的困難或壓力，本研究列出以下 8 項讓

  受訪者選擇(複選)： 

1. 非本科背景，學習資訊技術和工作所需技能時感到困

難。 

2. 兼辦其他非資安業務，無法專注在資安專職工作上。 

3. 單位的預算或資安人力編制不足，業務繁重。 

4. 單位的人員異動頻繁，缺乏熟悉業務的資深人員。 

5. 需面對資安威脅與承擔資安風險，工作負荷與壓力大。 

6. 有些業務缺乏長官或同仁的支持，推動或執行困難。 

7. 需時常加班，工作時間長，影響家庭生活和休息。 

8. 請假期間沒有人可以代理工作，有緊急情況時會被叫

回。 

  數據顯示，男女的前三大困難或壓力皆依序為第 2 項、第 5

  項以及第 3 項，且其比率皆高於 50%。然而，女性尚有第 1

  項並列第三，而男性較無此項困難(僅 8.8%)。此外，第 2 

  項的比率也是女性較高。這些可以和先前的「資訊處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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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資安業務占比」以及「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證書的取得

  情形」合起來做分析，推知女性資安專職人員由於較不具本

  科背景，她們考取資安證書以及從事資安工作時較易遭遇困

  難，因此她們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及努力才能勝任資安工 

  作，才會在「資安業務占比」項目給予較高的比率。 

  至於其他性別者共 1 位，其困難或壓力有第 1 項、第 2 項、

  第 3 項、第 4 項及第 6 項。 

圖 10 受訪者工作上最常遇到的困難或壓力 

 
 

參、規劃&目標 

 綜合以上本府資安專職人員的各項性別統計分析，本局提出 3

項建議方案，包含由各機關編列資訊處理職系的員額(方案 1)、由

各機關鼓勵同仁進修(方案 2)、鼓勵公務人員以「現職公務人員調

任辦法」取得調任資訊處理職系的資格(方案 3)，分析詳如表 1。因

方案 1 和方案 3 現階段較難達成，本局建議採用方案 2。 

 關於評估機制，本局擬以測驗評估資安專職人員是否具備資安

事件應變處置之相關知識，以了解其是否具備應有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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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案分析表 

 

方案 1 

(由各機關編列資

訊處理職系的員

額) 

方案 2 

(由各機關鼓勵同

仁進修) 

方案 3 

(鼓勵公務人員取

得調任資訊處理職

系的資格) 

方案內容 

由於特定機關未編

列資訊處理職系的

員額，造成許多行

政類職系的人必須

擔任資安專職人

員。若能讓此員額

編列為資訊處理職

系，讓適當的人才

來擔任資安專職人

員，可降低女性被

指派資安工作時覺

得工作困難的情

形。 

盤點非資訊處理職

系之女性資安專職

人員，鼓勵優先參

訓資安職能相關訓

練或課程。 

鼓勵不同職組的公

務人員持續進修，

取得相關學分，以

符合調任資訊處理

職系的資格，在取

得資格的過程中即

會累積一定的資訊

與資安能力。同時

透過較高的專業加

給提供誘因，讓適

當的人才來擔任資

安專職人員，並提

升女性名額，使女

性願意並有能力從

事資安工作。 

資源需求 

現行較難新增員

額，若於既有員額

調整恐形成排擠效

應，較缺乏誘因。 

本局開設之資安專

業訓練課程將優先

錄取女性資安專職

人員。 

須由中央訂定政策

統一辦理。 

預期效益 

若各機關可配合執

行，將可讓適當的

人才來擔任資安專

職人員，但實務上

各機關執行有困

難。 

藉由對非資訊職系

之女性資安專職人

員提供優先參訓名

額，提升專業能

力。 

根據本府先前調

查，有意轉職人數

不少，惟政策尚未

正式公布，可以視

為長期目標，並同

時建議中央對女性

提出更高誘因。 

 

肆、結語 

 由於本府女性資安專職人員較不具資訊背景，她們從事資安工

作初期會較為辛苦。本局建議盤點非資訊處理職系之女性資安專職

人員，鼓勵優先參訓資安職能相關訓練或課程，希望能讓非資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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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女性增加資訊素養，賦予其從事資安工作的能力，進而提升本

府資安專職人員的性別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