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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聯合國第34/180號決議通過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3大核心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30條文       其中16核心條文規範基本權
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

38個一般性建議       持續新增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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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1979）

§1-6 定義歧視、國家義務

§7-9 政治及公共參與

§10-11 教育、就業

§12-14 經濟、社會生活、

健康、鄉鎮發展

§15-16 法律、家庭

一般性建議（1986-）

■ 與時俱進納入跨領域新興

議題，例如長照、移工、網

路／數位性別暴力

■ 邀請專家撰寫一般性建議

講義，培訓中央地府人員

臺灣國家報告（2009-）

自主承諾、在地審查

■ 國內專家諮詢指導小組

■ 邀請曾任聯合國CEDAW

委員會的人權專家來臺審查

■ 民間團體提出「影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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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原則

禁止歧視

直接歧視
性別而作的區別、限制，足以

妨礙基本人權自由（第1條）

間接歧視
看似中性，實際產生歧視效果

（一般性建議28/16）

交叉歧視
受到性別、族群、城鄉等多重

不利處境的群體須特別保障

實質平等

機會、資源的

平等地位

暫行特別措施

矯正式／補救式的差別待遇，改

善長期資源不均，加速實現實質

性別平等（第4條第1項）

國家義務
落實到公部門、

私人與企業

促進實現：創造有利性別人權實

現的法律、政策



2007
主動簽署

2009
初次國家報告

2011
內國法化

2013
全面法規檢視

CEDAW施行法
明確規範政府機關 

應配合推動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我國性別平等工作 
推動最高指導方針

CEDAW在
臺灣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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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四次臺灣

CEADW國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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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平處吳秀貞處長於CEDAW第4次國家報告發表記者會

2022年臺灣CEDAW第4次國家報告（圖片來源：行政院性平會網站）

2022第四次CEDAW國家報告提及
臺灣近年 3 個亞洲第一

201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排名

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

2020年女性立委比率突破4成。



歷史事件人權啟蒙

・1947年高雄306事件

・1973年旗津女工船難

・1979年美麗島事件

・性別與人權意識躍進

立足在地推動平權

・2013年率先推「母嬰親善停

車位及坐月子到宅服務」

・2015年首先提供陽光伴侶註

記，保障同性伴侶權益

・地方影響中央，實踐CEDAW

接軌國際放眼未來

・從重工業到5G資訊園區，   

保存農、漁村在地特色

・接納多元的性別族群樣貌

・讓所有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

都受到重視和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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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促進組（社會局、原民會）

人身安全組（警察局）

就業安全組（勞工局）

健康維護組（衛生局）

社會參與組（民政局）

環境空間組（都市發展局）

教育文化組（教育局）

1997年「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立，每屆次27位委員，
包含17位性別專家學者及10位市府代表，按專業分為七大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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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性別統計數據觀察

2-2 國際公約的建議

2-3 推動的策略



家庭
生活

就業
情形

1.107年至111年高雄市女
性勞動參與率成長1.2個
百分點

2.同時期申請就業保險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女性申請人
數是男性4.5倍 

15歲以上有偶(含同居)
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
時間為4.41 小時，是
配偶及同居伴侶的３倍

休閒
參與

107年至111年本市
親職講座女性參與
人數是男性1.5倍

性別統計數據觀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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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即便投入職場，仍然為照顧工作
的主要負擔者

男性家長使用社會資源的性別落差

家庭照顧工作的性別不平等

2-1 性別統計發現什麼？



建議政府增加易取得、可負擔之公營
托育服務，使育兒責任公共化，協助
雙親兼顧家庭和工作並參與公共事務。

改變傳統性別角色的社會和文化行
為模式；改善育嬰假制度並提供父
親育兒誘因，使婦女的工作權不致
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

■ CEDAW第11條第2項C款 
■ 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52至53點
■ 第四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49至52點

■  CEDAW第5條、第11條第2項C款
■  第21號一般性建議 
■  第四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52點

國際公約的建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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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普及化的托育服務

2 育兒和工作的平衡

3 家務共同分擔

鼓勵男性和男孩參與家務，依各國國情推動家人共
同分擔家事責任；提供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社會
保護政策，並肯定婦女無償家務勞動對國家發展的
貢獻，量化其國民生產總值。

■ 第17號一般性建議
■ 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26至27點



檢視回應家庭

需求，建構全

面性支持資源

減少照顧工作

不平等，促進

家庭性別平權

核心目的
硬體
環境

活動
設計

觀念
倡議

三
大
面
向
實
踐

推動的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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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近且多元選擇
坐月子到宅服務
社區公托、企業托兒
首創定點計時臨托
一學區一日照

社福場館空間改善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男廁增設尿布台

建立友善共通指引
從使用者及陪同者需求
改善哺集乳室空間設置

回應需求
鄰近設點
硬體升級

社會住宅共融生活
托兒／托老／身障等據點

社區家庭互助生活



調
整
計
畫
執
行

達
到
政
策
目
的

育兒資源中心 父幼日活動
定期辦理
每月1-2次

鼓勵男性家長
陪同子女參加

倡議均等親職
鼓勵男性參與

建立照顧工作專業形象
男性保爸獎
男性照顧員

納入業務評鑑
加分機制

公部門主動翻轉
照顧單一性別化

調整參與對象

=
「照顧男不難」男性單親支持服務
看見男性尋求
社會支持落差

全國唯一
男性單親家園

社福資源再配置
性別平等的實踐

強調目標群體

擴大服務對象

推動的策略2-3 



推動的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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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結合民間團體
深化性平內涵翻
轉民眾觀念

專業人員

全體管控要求
接受性平課程
議題內容多元 合作單位

定期規劃辦理導
入新興議題
激化創新服務

提升性別
敏感度

內化落實
CEDAW



接下來 我們可以再做些什麼

看見不同處境婦女的
交織性需求

(例如：對無償從事家庭照顧工作的高齡
婦女提供必要支持、偏鄉女性就業支持)

改善照顧責任單一性別化
現象，推動融入性別、族
群、世代觀點的親職平權

 CEDAW措施



多元化照顧

生活工作平衡

共享性別人權

 永續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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