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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是什麼？



CEDAW是性別人權的國際公約

CEDAW全名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
聯合國第34/180號決議通過，1981年正式生效，發展至今
已不僅是「消除形式歧視」的目標，更是從性別人權來消除
各型態的歧視，打造性別平等的生活環境。

臺灣2007年主動簽署CEDAW，2009年完成第一次國家報
告，此後，有義務每四年完成CEDAW臺灣國家報告。

簽署聯合國的公約，代表臺灣人權立國的決心，以人權建立
國際上友好交流，更於2019年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成
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CEDAW是性別人權的國際公約

CEDAW序言提到：締約國有義務保證

「男女平等享有一切政經、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

從1981年發展至今，CEDAW委員會從1991年起每年透過
「一般性建議」將跨領域的新興人權議題納入討論，

也就是說

CEDAW已不只關注婦女／性別議題……



CEDAW公約從性別出發，連結城鄉、族群、勞動、階級、世代等人
權議題，希望改善民眾受多重歧視的處境（例如：因家庭照顧需求而
離開職場的婦女、障礙婦女、單親爸爸、偏鄉獨居長者等），打造一
個實質平等的社會環境。

CEDAW三大原則：平等、消除歧視、國家義務

形式平等
（formal equality）

•法律上限制

實質平等
（substantive equality）

•社會上機會、結果

•用合理差別待遇培力弱勢

•消除多重歧視

暫行特別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CEDAW第4條

•糾正過去歧視所致

後果並提供補償



CEDAW三大原則：平等、消除歧視、國家義務

呼應《世界人權宣言》平等和免於歧
視的基本人權。

CEDAW鼓勵各國用保障名額、增加
預算、降低門檻等矯正式差別待遇，
消除各項社會偏見，改善社會長期以
來基於偏見的資源分配不均，也就是
第4條「暫行特別措施」。

研考會目前於補助各機關公民參與與
專案計畫時，已特別註明若有融入性
平觀點或意識，將優先補助。

性別

性傾向

族群

階級

職業

城鄉

障礙別

世代

社會面向
交互關係



CEDAW與臺灣人權外交

台灣CEDAW第3次國家報告國際人權專家及國內官員
（取自行政院性平處）



臺灣CEDAW的自主承諾與在地審查

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簽署公約後，以國法化方式產生國
內法律效力，並發展出臺灣獨有的在地審查模式，邀請
CEDAW委員會退休人權專家來臺審查、做出具體建議。

 目前臺灣已簽署五大人權公約，分別是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兒童權利公約》（CRC）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1979 聯合國

通過CEDAW

1982

CEDAW委員會

2007 

臺灣簽署

2009 臺灣

初次國家報告

2013

法規檢視

2020 國家

人權委員會

2022第四

次國家報告



各國民情不同，來自聯合國的人權價值
必須從在地習俗文化來發展符合地方需
求的人權措施。

不僅在公部門內部推動，政府也積極和
學界、企業、在地組織合作推動適合在
地的平權措施，來完成CEDAW賦予國
家的保護、尊重、實現、促進人權義務
（CEDAW公約第2.4.5.7條）。

例如：各場館性別友善廁所方便民眾育
兒或顧老、提升女性公共事務機會。

聯合國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立足亞洲，放眼世界



百年高雄
永不止步



高雄，一直在前進

高雄以重工業起家，硬體的優勢為產業轉型大加分，
近年，硬體建設與文化軟實力讓高雄躍上國際城市。

從1960年代設計加工出口區（現科技產業園區）到
2018年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開幕，產業接軌、兼
容的發展動態，呈現出新舊融合的海港城市底蘊。

高雄是一座擁有多元族群、性別、職業、城鄉背景的
城市，是我們發展人權的基礎，市府盡力維護市民不
分老幼、性別特質、文化背景、社經地位的福祉，邁
向永不止步的高雄。



高雄，一直在前進

高雄幅員廣闊，涵蓋農村、漁
村、文教區及新興商業區等生
活型態，市民圖像呈現原住民
族、新住民人口全國第二、客
家、閩南人等多元族群面貌。

身為南方人權議題重鎮，高雄
期許促進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
機會和平等（CEDAW第7條、一

般性建議第23點），民眾對於政
治及公共事務的投注，體現國
際人權城市的精神。



回顧高雄性別人權當代史

1930年代日本殖民時期南進基地

1950年代冷戰美軍駐台據點

1947年國內第一次大型軍事鎮壓高雄306事件

1973年旗津加工出口區女工船難事件

1979年世界人權日的「美麗島事件」 

以上歷史事件標誌出高雄作為重工業龍頭帶動臺灣經濟起飛
的同時，累積文化歷史的集體記憶，人類的歷史教訓成為民
主啟蒙養分，人權的歷史河流像愛河滋養整座高雄。



港口之都，航向未來

高雄港都身為臺灣國際窗口，2015年
成為國內第一個以註記保障同性伴侶
之都，往後，市府對長照、親職平
權、性別職業隔離現象、月經平權、
性別友善空間、城鄉資源、新住民、
同志權益、疫情下的弱勢家庭等國際
時事議題採取措施。

2010年成立全國唯一、亞洲第二以勞
動為主題的勞工博物館。

2023 首創「顧老加托育」一條龍措施
促進市民生活工作平衡，積極實踐 

CEDAW 公約的國家義務。

國家義務

實質

平等

不歧視



港口之都，航向未來

如今，跟隨國際浪潮，從重工
業到5G資訊園區、從「形式平
等」到多元交織的「實質平
等」，高雄從未停止硬體／軟
體同步更新的模式，高雄具有
發展當代人權城市的深厚基礎

未來，高雄將持續努力研擬
CEDAW第4條暫行特別措施，
矯正結構性不平等問題，航向
更加宜居的海港都市

地理幅

員廣大

重工業 

基礎

族群

多元

重要人

權歷史



高雄市政府
推動公民參與計畫融入CEDAW



函頒本府112年度推動公民參與實施計畫，明列申請計畫
補助時，公民參與提案能融入性別平等意識或觀點者，
將優先核定補助。

公民參與計畫理念

CEDAW第7條政治與公
共事務參與：

(b)參加政府政策的制訂及其
執行，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
執行一切公務；

(c)參加有關本國公共和政治
生活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CEDAW一般性建議23/34：
組織有義務以性別比例均等
(gender-balanced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於其章程、在執行這些規
則和成員資格的組成方面表示它
們對性別平等原則的承諾，以便

充分平等參與及兩性貢獻。



建置網站



112年推動公民參與計畫案
共提報 25 件，其中 11 件本府申請補助經費，共計補助 300 萬。

機關 計畫名稱

三民區公所 城市觀察員：三民鐵道綠園道願景工作坊

六龜區公所 六龜之心老街景觀改造計畫

杉林區公所 「慢活文創．青銀共榮」推動公民審議計畫

湖內區公所 農會糧倉創生再利用工作坊

阿蓮區公所 強化韌性社區互聯網計畫

旗山區公所 「尋大圓潭的寶」

美濃區公所
美濃區廣林買菸場既有建築再利用工作坊-112年高雄市美濃區公所公民
參與計畫

美濃區公所 龍肚保甲會館創生再利用工作坊-112年高雄市美濃區公所公民參與計畫

運發局 高雄市區域型運動設施公民參與推動計畫

青年局 2023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及多元培力計畫

養工處 112年度全市公園及遊戲場新建及改造工程公民參與推動計畫



112年推動公民參與計畫案
共提報 25 件，其中14件無補助經費，由機關自籌經費辦理。

機關 計畫名稱

前金區公所 中高齡數位能力提升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公民參與研習計畫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促進青少年社會參與計畫-第二屆青年董事

水利局 推動高雄市政府水環境改善公民參與

農業局 高雄農村再生計畫審議之民眾參與

環保局 112-113年度環境影響評估案件管理暨環境教育宣導計畫

交通局 公車友善服務公民咖啡館

土開處 舉行高雄市第106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土開處 舉行高雄市第107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都發局 112年度高雄市社區營造實施計畫

客委會 美濃藝穗節-館，你的100種浪想活動融入雙語元素推動計畫

客委會 112年高雄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客語社區營造計畫輔導

警察局 112年社區治安會議實施計畫

教育局 高雄市社區大學公民參與計畫



公民參與計畫執行方式

函頒本府112年度推動公民參與實施計畫

促進市民不分性別、城鄉、世代的友善參與環境

計畫執行中適時導入性別平等與終身學習觀點 

基礎培力

工作坊
共識會議

世界

咖啡館
公民審議

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

平台

……更多

公共參與

方式



永安區公所「『永』享宜居『安』心幸福」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因應高齡化社會現況，邀請居民在專家學者
協助下一起勾勒社區永續發展的整備，產出
永安區多世代共生社區中心先期規劃案。



六龜區公所「讓橋的意象點亮六龜」
重點工程社區意識凝聚平台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依據內政部「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競爭型)」提
案爭取轄內重點工程，讓居民了解本區未來觀光景點及環
境營造規劃，由下往上方式凝聚共識並傳遞地方的期望。

CEDAＷ第四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67至68點、第34號一般性建議：

偏鄉的基礎建設、經濟機會和創新模式，適當的農村工業化計畫。



楠梓區公所「創造手作奇蹟」
「楠梓銀髮族金頭腦．老人福利參與式預算」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CEDAＷ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68至69點：
促進農村婦女有效參與行動策劃



志工共同腦力激盪，激發出適合長者的照護模式，共
辦理世界咖啡館2場、工作坊8場，專家數位遠距連線
產製本案科技化生活照護影片1支。

阿蓮區公所「大疫年代新照顧-數位遠距新生活」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CEDAＷ第四次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第67至68點：
消除農村的數位性別落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xoGSdTyu8


旗山區公所「尋大圓潭的寶」

大圓潭地區（圓富社區、大林社區、中
正社區等）居民共同從社區人文歷史及
文化脈絡尋找社區特色的集體記憶。

邀請樹德科大社工系老師、性別平等種
籽講師許震宇分享性別平等、性騷擾防
治等議題。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旗山區公所「尋大圓潭的寶」

大圓潭地區居民參與基礎訓練，其中桌長培
力課程，共26為學員受訓，選出8位桌長，
其中保障女性桌長4位（達50%）。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旗山區公所「百年山城 亮麗聚蕉」

基礎培力

課程

提案工作

坊及票選

拍攝紀錄片

公民審議

走讀

頂洲社區公民審議

勝湖社區公民審議



公民參與計畫預期效益

營造一個歡迎各式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環境！

邀推動公民參與相關業務時，主動檢視推動過程是否
納入性別及交織的人權議題探討。

落實CEDAW第7條政治與公共事務參與

避免一般性建議23/20所謂損害行為：(d)部分國家妨
礙婦女參與社區公共或政治生活的其他因素，包括：
婦女的行動自由或參政權受到限制、對婦女的政治參
與普遍存在消極態度，此外，部分婦女認為政治是令
人討厭的，因而避免參與政治活動。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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