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3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作業規劃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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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 ，作為婦女人權憲章。

CEDAW架構

30條條文

第1-5條：
總論歧視之
定義與國家
應負之責任。

第6-16條：女性在各
個領域應享之權利：
參政、國際參與、國
籍、教育、就業、健
康、經濟、社會福利、
農村婦女、法律及婚
姻。

第17-30條：明
訂國家報告提
交、審查過程
及CEDAW委員會
組成與功能。

一般性建議

對特定條文的解釋及
CEDAW委員審查締約國
報告時觀察到的問題，
可擴大公約範圍，使
CEDAW內涵可與時俱進。
目前已頒訂了37個一般
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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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CEDAWCEDAWCEDAW之核心概念之核心概念之核心概念之核心概念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國內推動CEDAW過程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立法院通
過我國簽
署CEDAW。

•總統頒布
簽署加入
書。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立法院通過
「CEDAW施行
法」，自2012
年1月1日起施
行。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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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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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辦理初次國
家報告發表
暨專家諮詢
會議。

首創國內辦理國首創國內辦理國首創國內辦理國首創國內辦理國
際公約國家報告際公約國家報告際公約國家報告際公約國家報告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國內推動CEDAW過程(續)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檢視各級政府
機關主管之法
律、法規命令
及行政措施，
持續列管修正
不符合CEDAW
之案件。

•撰寫第2次國
家報告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
•辦理第2次國
家報告國外
專家審查暨
總結意見發
表會。

•召開「審查
各機關對
CEDAW總結意
見初步回應
會議」。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函頒
「CEDAW教
育訓練及成
效評核實施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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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 函頒「CEDAW第
29號至第33號
一般性建議法
規檢視計畫」。

• 函頒「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作
業計畫」，開
始撰寫第3次國
家報告。



國內推動CEDAW過程(續)

•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通
過CEDAW施行法後，把聯合國
婦女人權監督機制落實於臺灣，
意義非凡。

• 邀請國外審查委員來臺之審查
機制，不僅獨步全球，也代表
臺灣主動遵守國際規範，響應
全球重視婦權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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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EDAW第3次國家報告

7



CEDAWCEDAWCEDAWCEDAW第第第第3333次國家報告撰寫依據次國家報告撰寫依據次國家報告撰寫依據次國家報告撰寫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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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第18
條及CEDAW施
行法第6條規定

CEDAW第3次
國家報告作業

計畫



CEDAWCEDAWCEDAWCEDAW第第第第3333次國家報告撰寫過程次國家報告撰寫過程次國家報告撰寫過程次國家報告撰寫過程

成立CEDAW國
家報告秘書處

辦理國家報告
撰寫人員訓練

提交國家報告
初稿

民間團體座談
會、公聽會

國內專家審查
會議

定稿會議

性平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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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CEDAWCEDAWCEDAW第第第第3333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

共同核心文件

以兩公約第2次國
家報告共同核心文
件內容為基礎，並
將資料更新至2016
年底止。

條約專要文件

以CEDAW第1條至第
16條之架構，呈現
2013年至2016年間，
新制(修)訂之法律、
行政措施推動進展。

針對第2次國家報
告總結意見，說明
已落實之作法及成
效，或無法落實之
原因及困難。



2015年修正《家庭暴力防治法》將年滿16歲以上未同
居親密暴力被害人及目睹暴力兒少納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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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
性別暴力
防治

第5條
避免媒體
性別歧視

第9條
國籍權

CEDAWCEDAWCEDAWCEDAW第第第第3333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

2016年修正「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
則」。

2016年修正公布《國籍法》，先許可外國人歸化再補提
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外籍配偶申請歸化無須提供財力證
明；符合要件者，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由5年降至3年。

第10條
多元性別
平等教育

自2014年起，每年5月17日發布「國際反恐同日」新聞
稿；2015年訂定「中小學教科書性別平等教育—性別
偏見檢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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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平衡家庭
與工作

第12條
女性健康
權益

CEDAWCEDAWCEDAWCEDAW第第第第3333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次國家報告重要內容概要

� 2015年修正《勞動基準法》，增訂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
終止之時間。

�推動「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2017年至2020年)」。

�2016年完成「婦女健康政策(草案)」之研議。
�2016年施行《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第15條
司法中落
實性平

司法院建置引用CEDAW之裁判檢索資料庫。法官培訓與在職
進修均安排CEDAW相關課程。

第16條
多元性別
權利保障

�大法官釋字第748號公布後，行政院組成「同性婚姻法制研
議專案小組」。
�於2017年底前針對涉及身分之相關法規、措施及文件上涉
及性別部分，以增列第三個性別選項為方向研議。



叁、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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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成立成立成立國國國國際審查委員會際審查委員會際審查委員會際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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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5位。

� 基本條件：曾任或現任聯合國
CEDAW委員(有實際審查經驗)。

� 成員須包含曾參與我國國家報
告審查之委員，及新加入之委
員。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專家專家專家專家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專長

地域
性別



國國國國際審查委員會成員際審查委員會成員際審查委員會成員際審查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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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soo
Shin

（大韓民
國）

Violeta
Neubauer

（斯洛文
尼亞）

Bianca 
Pomeranzi

(義大利)

Niklas 
Bruun(芬

蘭)

Silvia 
Pimentel

(巴西)

主席

副總統具名邀請委員名單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提交國家
報告

提交NGO
報告

委員提出
問題清單

回復問題
清單

國際審查會前
說明會

國際審查會議
暨發表記者會

結論性意
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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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審審審查會議議程查會議議程查會議議程查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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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宴

開幕式

審查會議

擬具結論
意見

總結意見發
表記者會

歡送午宴

7月15日

7月16日

7月16日、17日

7月18日、19日

7月20日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意見後續追蹤意見後續追蹤意見後續追蹤意見後續追蹤

• 時間：2018年8月至2020年12月
• 辦理方式：
1.成立「落實CEDAW第3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專案小組」。
2.確認總結意見之各機關分工(含立法、司法、考試及

監察四院、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及性平處)。
3.辦理後續追蹤會議，徵詢相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意

見，研擬後續施政。
4.每半年追蹤辦理情形，以落實總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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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落實落實落實CEDAWCEDAWCEDAWCEDAW
促進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讓世界更美好讓世界更美好讓世界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