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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在臺灣

▪ 聯合國1979 年第  34/180 號決議通過的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

Convention onthe El iminat ion of Al l  

Forms of Discriminat 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 公約，核心精神是性別議

題的多元交織性（  intersect ional i ty ），

連結城鄉、族群、勞動、階級、世代

等當代人權議題  ，消除人類社會建構的

各式性別交叉歧視。

跟 進 世 界 人 權 趨 勢

性別

族群

環境

城鄉

就業教育

保健

障礙

世代



CEDAW公約在臺灣

▪ 臺灣2007年主動簽署，2011年內國法化

產生法律效力，加入國際人權陣線。

▪ CEDAW施行法施行後，我國有義務每4年

進行CEDAW國家報告，迄今已完成四次

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及民間團體代

表審閱，變通邀請CEDAW委員會退休的

國際人權專家來臺，提出具體的審查建議。

一步步長出台灣 C E D A W 史

2022年臺灣第4次CEDAW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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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公私合作

1979

公約30條

1986起 一

般性建議（每年

更新）

2009起

臺灣CEDAW國

家報告（四年）



CEDAW公約在臺灣

▪ 2019年世界人權日成立臺灣「國家人權委員會」

▪ 2022年第四次CEDAW國家報告，五院院長及
人權委員會主委全程積極參與，國家報告提及
臺灣的三個亞洲性別人權第一：

 2019年排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性別不平等
指數（GII）

 2019年同婚合法化

 2020年女性立委比率突破4成。

文 化 人 權 做 外 交

2022年臺灣CEDAW第4次國家報告（取自行政院性平處）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CEDAW

永續生活



CEDAW公約在臺灣

《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

（ICCPR）

《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

（ICESCR）

《兒童權利公約》

（CRC）

《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

（CRPD）

臺灣已簽署五大國際人權公約

「這是人類史上最接近性別平權的時代，但也因為這樣，太容易被當成『已經夠平等了』，
所以可以放棄進步的年代。再進步一點，彷彿就要侵害了誰的基本權利。」

——劉芷妤《女神自助餐》， 2020



CEDAW公約在臺灣

▪ 普世人權應以本土文化為核心，融入各國日

常生活，實踐  Think global ly, act local ly  的

全球化趨勢。

▪ CEDAW公約原則揭示政府有保護、尊重、

實現、促進人權義務，更以CEDAW第4條

第1項暫行特別措施鼓勵締約國採取暫時、

合理差別待遇去「矯正」既有社會結構不平

等，積極改善國民在資源、地位、機會的不

利處境，建立實質的平等。

國 際 人 權 落 地 生 根

•矯正式／補救式

的差別待遇

•加速實現平等

•國家義務不只監

督公部門，更包

含非國家行為者

•打破公／私劃分

•例如臺灣民法破

除「法不入家門」

•從根本改善歧視

•例如冠夫姓、女

兒拋棄繼承

深入各國

文化習俗

涵蓋公、

私領域

鼓勵暫行

特別措施
（第4條第1項）

監督個人、

組織企業



港都文化的CEDAW精神

▪ 1920建市，從「打狗」正式更名「高雄」

▪ 1979年升格直轄市

▪ 高雄幅員廣闊，涵蓋農漁村、文教、商業區及軍營

▪ 居民具族群、性別、職業、城鄉多元背景

▪ 身為南方性別議題重鎮，市府秉持促進老幼、性別、
族群、文化背景、社經地位等平等價值，期許深化大
眾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擔任市民終身教育的後盾

（高雄是全國有最多文化類行政法人機關的城市喔！）

多 元 共 融 的 高 雄 市



港都文化的CEDAW精神

1947 受臺北二二八事件波及，為全台灣首個因該事件遭到軍事鎮壓的城市，其中部分原

址已改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並規劃306事件常設展，反思國族與家族集體歷史。

1950年代冷戰下美軍駐台，其一據點為高雄，戰時台美混血兒在國族、教育、文化、家庭

的權益，成為冷戰氛圍下鮮少受到關注的人權議題。

1973旗津女工船難事件，看見加工出口區帶動臺灣經濟起飛背後，基層勞動條件低薪、超

時、交通安全、童工等不人道條件，工殤受難者合葬「二十五淑女墓」於2004年更名「勞

動女性紀念公園」，標註性別及勞動人權意識躍進。

1979 高雄升格第二個直轄市；當年世界人權日發生「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

訴求解除黨禁和報禁，間接促使臺灣人民言論自由的意識覺醒，是臺灣近代人權轉捩點。

2010 高雄第一屆同志大遊行，時任市長陳菊出席表示積極支持；2015 高雄率先全國及釋

憲，以「陽光伴侶註記」保障同性伴侶權益；2021 駁二藝術特區打造全國最大彩虹地景。

人 權 城 市 的 根 基



高雄文化教育推廣
落實的CEDAW

▪ 原愛國婦人會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電影館

▪ 高雄市立美術館、兒童美術館

▪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於文化館舍的策展活動中融入CEDAW多元交織的精神，結合文資、設計、

藝術及主題書展等元素，創造多元觀展體驗，跨領域探討性別人權相關議題。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相關 C E D A W 內涵

第5條：採取適當

措施消除基於性別任

務定型產生的偏見、

習俗與一切其他作法

第3號一般性建議：有

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

訊宣傳方案，消除妨

礙女性在社會上平等

原則的偏見與習俗。

文化 

習俗

第13條C款：在性別平

等的基礎上有參與娛

樂生活、運動和文化

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公共

參與
第10條教育權Ｅ款：

確保在性別平等的基礎

上享有受成人教育的機會，

盡早縮短男女之間的教育

水平差距。

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

見第26至27點：消除社

會、文化、習俗的性別刻

板印象，如媒體和其他領

域之公眾教育活動，以促

進平等和尊嚴。

終身

教育

▪ 文化活動融入CEDAW多元交織精神，跨領域探討性別人權相關議題。

提供各年齡層的市民終身學習，亦提供長者擔任志工的社會參與管道。



▪ 原愛國婦人會館興建落成於  1922 年，當時興

建作為女性社交場域，舉辦演講、家事講習、音

樂會等社教活動，戰時則作為探望軍中傷患及退

伍軍人惜別、歡送之用。

▪ 首檔展覽特別策劃《Ms. Perfume 美力年代》以

當代女性創作為題，邀請跨領域女性藝術創作者，

以視覺、嗅覺、聽覺及互動手法探討當代女性創

作議題，於此充滿故事的百年歷史場景，以設計

與藝術能量回應女性角色，創造屬於自己的美力

年代。

原 愛 國 婦 人 會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2018年

文化局開始修復工程

◼ 2022年完成修復

（建築落成滿百年）



▪ 總館及分館辦理性別主題書展，將性別人權

CEDAW觀念傳遞至本市都會區及偏鄉地區，提

供民眾認識不同性別群體的生活樣貌。

▪ 111年至112年共辦理8場次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參與人數約9,238人。

高 雄 市 立 圖 書 館 一 區 一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圖為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及李科永分館、杉林分館及梓官分館辦理的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 位於高雄亞洲新灣區，以「館中有樹、樹中有館的懸吊式綠建

築文化地標」吸引全國民眾與文化界目光；明亮而穿透性的空

間規劃，提供民眾嶄新的閱讀經驗；市民自發性捐款成就了百

萬藏書目標，這是一座凝聚高雄市民愛與希望的市民圖書館，

引領城市轉型，打造城市永續發展的知識殿堂。

▪ 獲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標竿圖書館獎。

▪ 場館包含講座空間、主題書區、展覽區、多功能會議室、繪本

廣場以及café等多功能用途。導覽服務每日提供六個預約時段。

高 雄 市 立 圖 書 館 總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2023 NIGHT人尋味 東南亞主題書展

▪ 從飲食切入東南亞文化，多元平權融入日常。緬甸、越南、
印尼等多語主題選書，提供移工、新移民、新二代以及語言
學習者閱讀。

▪ 按2021年底統計，高雄新住民人口全國第二(11 .31%)，呼應
CEDAW第4次國家報告第44點新住民意識覺醒培力教育。

▪ 隨2016起推動「新南向政策」，本展提供市民培養族群文化
軟實力的社會資源。

高 雄 市 立 圖 書 館 總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高雄文學館1954年正式落成，為戰後高雄的第一棟圖書館，
2006年12月獲文化部認可為地方文化館，位在中央公園，1F
主題展覽室及文學書房不定期辦理高雄文學特色主題特展，
是學生、年長者、家管前往休憩獲取新知的好選擇。

▪ 舉辦 2023「新芽讀書會」導讀六本書籍，深化大眾閱讀。

▪ 每年舉辦「高雄青年文學獎」扶持在地青年創作，並於頒獎
活動舉辦一系列作家講座，供市民免費參加。

高 雄 文 學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高 雄 市 電 影 館 與 高 雄 電 影 節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高雄電影館是「高雄電影節」的主辦單位，

本館及內惟藝術中心皆設有電影院，身為行

政法人，相比於民間電影院，能夠隨時事、

議題策劃影展，提供更高強度的社會教育。

▪ 2019.02 紀念陳俊志

▪ 知名同志紀錄片導演陳俊志（1967-2018），
作品以同志生命故事反映時局，亦是作家以
及性別人權運動者，2018年因心因性休克於
家中離世。隔年，高雄電影館策展放映市面
上少見片源的四部短片，免費入場。



高 雄 市 電 影 館 與 高 雄 電 影 節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2023.09 女工青春影展

▪ 關於臺灣加工擴張時代，加工出口區女工的

勞動故事，透過影像故事，讓經濟起飛正史

中難以發聲的女性勞動者現身。



▪ 高雄市立美術館著重園區與美術館的整合，成為融合藝術、教育、自然、休閒的新式生活園地，
並強化當代藝術、建築、設計與社區營造之元素暨創意，提供在地與國際、藝術與生態的對話。

▪ 演講廳：每星期日舉辦高美講堂，亦開放場地租借。

▪ 美術資源教室：讓美術館成為學校美術教育之延伸，供學校、社區及其他公私立團體有效運用。

▪ 藝術研究室：提供12歲以上之民眾使用圖書、期刊、影音資料等美術類館藏。

▪ 空間設有哺集乳室，呼應CEDAW第4條第2項母性保護的特別措施。

高 雄 市 立 美 術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兒美館附屬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是全台首座以兒童為對象的公營美術館，以「請動手」的互動展示

及教育推廣活動為主軸，目前將近200位的兒美館志工。

高 雄 兒 童 美 術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入口處的變色龍公共藝術、大門口的沙坑、前方

的「腳印迷宮」與「藝術座椅」等設施與自然景

觀相結合，是親子與育兒家庭假日共學的最佳場

所。

▪ 培養藝術／美感教育，打破興趣的性別刻板印象，

拓展未來職涯選擇，呼應CEDAW第三次國家報

告第27點鼓勵男孩女孩於非傳統領域接受教育。

▪ STEAM教育（其中A即為藝術Arts）從小推廣。



▪ 高雄史博館為高雄重要歷史地標（部分建物為

1947年台灣首件軍事鎮壓306事件原址），

化身民眾認識高雄的重要入口，透過常態性展示

看見百年來高雄人的勞動身影以及城市、鄉村地

景的變遷，並以河、港、鐵路網絡為子題勾勒出

高雄從漁村到國際商港的百年城市脈動。

▪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以全臺唯一動畫演繹高雄

歷史，270度環景沉浸式劇場（下圖右）

▪ 策畫互動式展覽，提供在地人權的社會教育資源。

高 雄 市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高雄的文化教育推廣

◼ 2F 高雄306事件常設展

◼ 1F 大高雄歷史常設展



深 耕 地 方 文 化 ， 邁 向 國 際 人 權 城 市

「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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