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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是什麼

1979

1981

2007

2011

2012
聯合國決議通過公約

公約生效 立法院制定公約施行法

立法院院通過
總統簽署 開始施行公約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是聯合國第二大公約，CEDAW確立規則，
賦予國家有義務在性別平等的基礎上，實踐政治、法律、工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
動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平等。

• 主動簽署國際人權公約，是臺灣用「人權」與世界做朋友的方式，目前我國已簽署五大公
約，分別是CEDAW公約、兩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以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和
國際上的民主國家同行。

NOW



1979

1981

2007

2009

2012

聯合國決議通過

公約生效 第一次臺灣國家報告

立法院院通過
總統簽署 施行法生效

• CEDAW從交織性出發，連結城鄉、族群、勞動、階級、世
代等當代人權議題，消除人類社會的各式性別交叉歧視。

• 2007年由總統主動簽署CEDAW，2012年1月1號CEDAW
施行法生效，從此，臺灣有義務跟進世界性別人權趨勢，
提升國民在資源、地位、機會的平等條件。

• 2019年世界人權日，立法院回應兩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及
第三次CEDAW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NOW

CEDAW是臺灣的人權外交

2019

2022

第四次臺灣國家報告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



CEDAW是臺灣的人權外交

1.

2.

3.

不歧視 → 禁止歧視

形式平等 →實質平等

個人義務 →國家義務

• CEDAW公約目前全世界共 189 個國家加入，是第二大人權公約，兼具規範性（normative）與

改革性（reformative）的特色，是一個國際共通的對話平台。

• 臺灣加入此行列，CEDAW的性別人權精神因此貫穿在各領域法律與政策，CEDAW有三大精神：

國家義務包括尊重、保障、促進和實現四層次

（CEDAW一般性建議25/4以及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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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條文一窺CEDAW關注的領域



從國際到地方的性別人權

• 四年一次CEDAW國家報告，五院院長、國家
人權委員會主委及政務委員全程出席。

• 民間倡議團體也積極參與公約的在地審查，
搭配歷次「國家報告」提出「影子報告」
（country reports and shadow reports）
供國際人權專家平行審查。

• 人權公約為普世規範，而民情文化略有差異，

因此從聯合國到某一國、某一城市落地生根，

仰賴政府研擬符合「在地需求」的措施。

• 高雄身為南方性別議題重鎮，將CEDAW公約

精神在地深化，實踐普世人權在地化的核心

關懷，全球化數位時代的「國際經驗、在地

實踐」（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Central 中央 Local 地方

2022年臺灣CEDAW第4次結論性意見發表，左三為來自韓國的
申蕙秀Heisoo SHIN主席、左四為羅秉成政委（取自行政院性平處）



從國際到地方的性別人權

• 行政院依據CEDAW施行法訂定「性別平等業

務輔助獎勵計畫」，促進各縣市業務經驗交流。

Central 中央 Local 地方

• 促進實質平等、消除交叉歧視的方式，取決於

各地市政府和市議會的人權意識。

2023年6月26日高雄市議會成立性平委員會，
中為康裕成議長（取自高雄市議會）



CEDAW公約在高雄
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大港起風湧的人權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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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高雄重工業的背景，奠定1980年代起一系列的環保公民運動，如後勁反五輕、美濃反水
庫、南方綠色革命等，在地人權脈絡伴隨城市發展而來。

高雄幅員涵蓋農村、漁村、文教區及商業區，市民圖像呈現漢人、客家人、原住
民族、新住民（110年底統計高雄人口佔全國11.31%為全國第二）等多元面貌。
多元族群、性別、職業、城鄉、地理環境是高雄發展人權的基礎。

1.

1930年代

1960年代

2010年代

亞灣5G創新園區日治時期發展重工業

加工出口區（現科技產業園區）

產業轉型之間，以海港城市的
基礎建設為底蘊。2.

高雄是一座人權城市，立足臺灣，眺望國際

臺灣的政經資源長期重北輕南，而高雄自2010縣市合併後，致力消除城鄉落差、逐步
推展都市建設，自2010年代起承辦多起國際性、全國性大型活動，讓世界看見高雄。

3.

4.



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 人權的歷史河流像愛河滋養整座高雄，奠定高雄「人權城市」的根基。

• 無論是長照、終身教育、公共參與、親職平權、性別友善空間、消除城鄉資源落差、
性別職業隔離、新住民女性培力、醫療區域平權等，高雄市府跨局處研擬措施，致力
消弭CEDAW公約所謂交叉歧視造成之多重不利處境，打造移居、永續、平等的城市。

高雄是一座人權城市，立足臺灣，眺望國際

世運主場館
旗津勞動女性紀

念公園（2004更名）
捷運美麗島站

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

戰爭與和平紀念

公園主題館
蓮池潭五里亭



大港起風湧的人權燈塔

1947

1950s

1973

1979

2004

2009

國內第一場大型軍事鎮壓高雄306事件，原址部分現改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並於二樓規劃 306 事件常設展。

冷戰下美國將臺灣視為中繼站，美軍駐台其一據點為高雄鹽埕。

旗津女工船難事件，罹難者多為未成年、女性、負責養家的旗津中洲當地人，事件揭
露了臺灣經濟起飛之下，勞工受到雙重剝削的歷史縮影。後以「二十五淑女墓」合葬。

世界人權日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訴求解除報禁、黨禁、國會
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接民選，是台灣民主歷程影響深遠的轉捩點。

「二十五淑女墓」更名「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去除性別汙名，正視受難者勞動貢獻。

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於捷運美麗島站設立幸福人權轉運站「人權學堂」。

高雄人權史

2015 高雄率全國首先以註記保障同性伴侶，早於司法院大法官釋憲，激發其他縣市跟進。

長照服務量及經費執行數位居六都第一（高雄10.2億元，高於台南4.9億元、新北4.8億元、

台中4.7億、台北3.1億元及桃園2.9億元），執行率六都第二。2017



性別

性傾向

族群

障礙

職業

城鄉

世代

環境

大港起風湧的人權燈塔

高雄發展人權
的交織性面向



綠色女性行動家的CEDAW行動

03
◆ 環保駕駛女力

◆ 女性環保志工領航員

◆ 旗山糖廠社區營造



駕駛女力，追夢自立

環保車輛 垃圾車 資收車 掃街車

女性駕駛總人數 11 6 1

有關CEDAW公約

第5條：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的偏見、習俗

第11條及一般性建議第13點：同工同酬的工作就業

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51點：促進女性參與勞動
市場，減少垂直及水平的職場性別隔離

第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48點：平等晉升、培訓機
會的同值同酬，消除性別薪資差距及職業隔離

環境女力

突破了刻板的性別職業想像，駕駛工作（尤其大型車）不再專屬陽剛男性。



環保志工

小隊總數 男性小隊長 女性小隊長 女性小隊長比例

611隊 361人 250人 40%

女性參與公共決策
社區女性透過志工參與公共事務、擔任地方事務領導者，
領導小隊獲頒卓越獎之女性小隊長逐年增加。

有關CEDAW公約

第７條：國家有義務保障民眾之政治與公共事務參與

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33點：有效落實增加女性於政治
及公共參與之代表性，特別是在各層級之決策以及公私機構、
企業中的領導職位



環保志工

志工領航員-帶動志願服務成效
獲頒績優志工獎的女性獲獎人逐年增加

111年度績優志工獎共15位，男性6位、女性9位（60%）

男性 女性

志工總人數
8,916人

（33.23%）
17,917人

（66.77%）

有關CEDAW公約

第７條：國家有義務保障民眾之政治與公共事務參與

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33點：有效落實增加女性於政治
及公共參與之代表性，特別是在各層級之決策以及公私機構、
企業中的領導職位



旗山糖廠社區-環保資收站

• 資源回收物分類教育課程

• 環保局對婦女進行環保教育

• 輔導糖廠社區媒合36位工作人員（男性11位、女性25位）

• 資收補助：整理並販售回收物，帶來當地高齡女性經濟收入

社區營造

有關CEDAW公約

第10條第e款成人教育

第34號一般性建議：針對農村婦女面對的環境系統性障礙，
提供教育、就業、水及衛生設施並增強經濟權能

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68至69點：天然災害中女性具特
殊脆弱性，尤其促進農村和原住民婦女有效參與行動策劃



旗山糖廠社區-銀髮日照
環保志工多元性服務於銀髮照顧工作

• 長輩齊聚一堂，白日一起活動與用餐，有助身心靈健康

• 對獨居或行動不便之老者提供「送餐到府」關懷服務

• 提高社區銀髮族的組織性並關懷照顧，此外，日照機構
中銀髮族女性比例較高

社區營造

有關CEDAW公約

第12條：保健健康權

第24號一般性建議：確保負擔照顧高齡配偶的高齡婦
女能享受保健服務，應付老齡化的各種身心障礙

第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60點：採取干預措施預確保
婦女普遍獲得各種高品質和負擔得起的保健服務



• 補助環保小學堂計畫推展環境教育

• 環境教育認證人員共7位（其中4位女性）

• 銀髮共榮：中高齡導覽人員共12位，其中含5位耆

老導覽員協助推動環境教育宣導，最高齡為83歲。

• 讓長輩老有所用，發揮「活到老，學到老」精神。

• 進而增添長輩內心的價值感，形成正向循環。

旗山糖廠社區-環教共學

社區營造

有關CEDAW公約

第10條第e款成人教育

第27號一般性建議：國家有義務消除消極的刻板印象，
改造對高齡婦女存有偏見和有害社會的文化行為模式

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68至69點：天然災害中女性
具特殊脆弱性，促進農村和原住民婦女有效參與行動策劃



環境與性別平等的行動家

永續高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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