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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鵝是一位剛畢業就與愛情長跑多年
的學長結婚，步入婚姻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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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金小鵝專心在家中幫忙照顧身體不
佳的婆婆以及2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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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金小鵝的婚姻生活也過了12年，婚後生
活在外人看來一切幸福順利。有一天，一場大
學同學會邀請了金小鵝參加，她發現大學同學
各有成就。而自己長期待在家中侍奉婆婆及照
顧年幼的稚子，與社會漸漸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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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同學的建議下，金小鵝透過新北市志
願服務推廣中心媒合，參加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佈老樂活管理中心的志工服務隊擔任志工，服
務社區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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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志工生活的金小鵝，經由一次次的陪伴散步、
陪伴運動、陪伴購物、送餐服務等志工活動，從
原本只是個封閉的家庭主婦，漸漸地有勇氣能脫
下圍裙走出家庭、走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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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志工服務後，金小鵝
變得較為活潑外向，也在社區服務認識的朋友
介紹下，在社區發展協會擔任會務行政人員，
希望可以在就業方面尋求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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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於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歷練後，人緣
不錯的金小鵝，被票選為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
事，終於有機會參與協會的決策。一直不斷努
力的她，發現在協會中多半是男性掌握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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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鵝自認對於社區發展協會的貢獻、努力及專
業程度也不亞於男性，為什麼沒有辦法進入權力
核心，決定協會的決策呢？且為何理事長也多半
由男性擔任？ 

10 



在先生的支持下，金小鵝決定要參加協會的理事長競
選。也終於在協會同仁的支持下，以壓倒性票數當選

協會理事長，證明穿裙子的也可以當領導人， 

甚至表現得比男性更加優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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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或周遭人的經驗中，女性和男性參
與社區或公共事務的意願有否差別？此
情況在都會和偏鄉地區有哪些相同和相
異之處？ 

 

為什麼社區協會會員女多於男，理監事
卻多為男性？受到哪些文化觀念、家庭
分工或法律規範的影響？ 

問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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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為聯合國為促進男女平等權利平等，於1979年通
過之公約，其全稱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以下簡稱CEDAW )。 

 

 CEDAW的目標：消除對婦女之歧視，並確保男女在教育、
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
享有平等權利。 

 

 CEDAW內容詳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包含參與政治及公
共事務權、參與國際組織權、國籍權、教育權、就業權、
農村婦女權、健康權、社會及經濟權、法律權、婚姻及
家庭權等。 
 

 

 

 

 

CEDAW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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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三核心概念 

不歧視 

形式平等 

個人義務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摘錄自郭玲惠教授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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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摘要 

 
 
 

第一部分 

1 對婦女歧視的定義 

2 消除對婦女歧視的義務 

3 推動婦女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4 暫行特別措施 

5 社會文化之改變與母性之保障 

6 禁止販賣婦女與使婦女賣淫 

 
第二部分 

7 政治和公共生活 

8 國際參與 

9 國籍 

 
 
 

第三部分 

10 教育 

11 工作 

12 健康 

13 經濟與社會福利 

14 農村婦女 

 
第四部分 

15 法律之前的平等 

16 婚姻和家庭生活 (摘錄自官曉薇教授簡報) 

CEDAW 

法
條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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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委員會通過一般性建議 

 第1 號：締約國的報告 
 第2 號：締約國的報告 
 第3 號：教育和宣傳運動 
 第4 號：保留 
 第5 號：暫行特別措施 
 第6 號：有效的國家機制和宣傳 
 第7 號：資源 
 第8 號：《公約》第8條的執行狀況 
 第9 號：有關婦女狀況的統計資料 
 第10 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通過十周年 
 第11 號：履行報告義務的技術諮詢服務 
 第12 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13 號：同工同酬 
 第14 號：女性割禮 
 第15 號：各國防治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

滋病)的策略避免對婦女造成歧 視 
 第16 號：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 
 第17 號：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量與量化

及其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確認 
 
 

 

 第18 號：身心障礙婦女 
 第19 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20 號：對《公約》的保留 
 第21 號：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第22 號：修正《公約》第20條 

 第23 號：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24 號：《公約》第12條(婦女和保健) 

 第25 號：《公約》第4條第1款(暫
行特別措施) 

 第26 號：女性移工 
 第27 號：高齡婦女及其人權 
 第28 號：締約國在《公約》第2條之下的核心義

務 
 第29號：《公約》第16條的一般性建議（婚姻、

家庭關係及其解除的經濟後果） 
 第30號：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

的作用 
 第31號：與兒童權利委員會有關有害作法的第18

號聯合一般性建議 
 第32號：婦女的難民地位、庇護、國籍和無國籍

狀態 
 第33號：近用司法資源  詳細內容可參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CEDAW專區 16 



CEDAW條文與一般性建議 

CEDAW公約乃聯合國於1979年通過，經過時代的演進，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為針對時代特定議題所
提出的解釋為一般性建議目的為可擴大公約的意義。
故公約條文猶如樹幹，而一般性建議則如同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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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推動CEDAW過程 

2007年1月   

•立法院通過我國簽署CEDAW  
 

2007年2月 

•總統頒布簽署加入書 

•透過友邦向聯合國秘書長送存加入書，未完成存放程序 

2011年 

•立法院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總統6月8日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摘錄自性平處CEDAW教育訓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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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推動CEDAW過程 

2012年   
•函頒「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  

2013年 

 

•檢視各級政府機關主管之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措施，計33,157件法

規及行政措施， 不符合CEDAW計228案，持續列管修正。 

•撰寫第2次國家報告 
 

2014、
2015年    

•辦理第2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 

•召開24場次「審查各機關對CEDAW總結意見初步回應會議」 

2015、
2016年  

•函頒「『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
評核實施計畫」，作為督導及指引本院所屬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擴大辦
理CEDAW教育訓練之依據。 

 (摘錄自性平處CEDAW教育訓練簡報) 

19 



    CEDAW第7條條文：「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在本國政治公眾事務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  

  與男性立於平等條件下： 

 (a)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中有選舉權，並在一切民選機 

    構有被選舉權。 

 (b)參與政府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並擔任各級政府 

    公職，執行一切公務。 

 (c)參與有關本國公眾和政治事務的非政府組織 

    和協會。 

 

 

CEDAW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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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c)：參與有關本國公眾和政治事務
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立法目的 

 (1)確保頒布有效立法使能夠防止對婦女 

     的歧視。 

 (2)鼓勵非政府組織及公共和政治協會採 

     用策略鼓勵 婦女代表及婦女之參與。 

第7條(c)立法目的 

21 



強調並延申公約第7條之意旨，即各締
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政治
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並確保婦
女在政治和公共生活方面享有與男性平
等的地位。第7條所規定的義務可擴大
到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領域。 

CEDAW第23號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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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號一般性建議：《公約》第4條
第1項（暫行特別措施） 

為消除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
並確保婦女在政治和公共生活方面享有與男
性實質平等的地位。 
 
建議各國採取更多臨時性特別措施（稱「暫
行特別措施」，諸如積極行動、優越待遇或
配額，以推動女性在教育、經濟、政治及就
業上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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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第4條第1項：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
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
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立標準；這些措施
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
用。 

 

 第4條第1項的目的是加速改善婦女狀況以實現事實
上或實際男女平等，尋求必要的結構、社會和文化
變革，以糾正過去和現在歧視婦女的形式與後果，
並向婦女提供補償。這些措施是暫行措施。(25/15) 

 

第25號一般性建議：《公約》第4條
第1項（暫行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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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婦女服務中心 

  －使婦女有走入社會 

      展現自我的舞台 

新北的推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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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以CEDAW核心概念出發  

服務網絡串聯 

婦團 

協力 

福利社區
化 

婦女團體培力 

溝通平台
建立 

知能培養 

中心性平宣導及服務 

性別教育 

宣導 

婦女/團 

交流 
資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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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性別意識培
力 

•從影片讀性別 

•從閱讀識性別 

•從分享聽性別 

 

婦女團體培
力 

•性別種子教師
培力 

•專業知能學習 

網絡交流平
台 

•知識平台 

•福利資源網絡
平台 

•婦團溝通平台 

新北女力舞
台 

‧女性議題策展 

‧女性藝文成果 

性別意識培
力 

•從影片讀性別 

•從閱讀識性別 

•從分享聽性別 

 

婦女團體培
力 

•性別種子教師
培力 

•專業知能學習 

網絡交流平
台 

•知識平台 

•福利資源網絡
平台 

•婦團溝通平台 

新北女力舞
台 

‧女性議題策展 

‧女性藝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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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銀行 

資源共享平台 

創新課程 

培養志工專才 

多元志工 

鼓勵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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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的推動(二) 

成立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多元發展 



 

志工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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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專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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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網站資源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CEDAW專區：http://www.gec.ey.gov.tw/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CEDAW資源網：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home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教育部人權教育暨資源中心： 
 http://hre.pro.edu.tw/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http://covenantswat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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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家婦女館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zh-tw/Home/Index 
 
 婦女聯合網站(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www.iwomenweb.org.tw/default.html 
 

 聯合國CEDAW網站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  

 
 

 新北市政府性別主流化專區 
 http://www.gec.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http://ge.sw.ntpc.gov.tw/ge/ 

 
 

CEDAW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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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CEDAW第7條的落實，希望
新北市的婦女大眾都可以 
 

         走出家庭 

                    走向社會 

                               活出自我 

落實CEDAW，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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