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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含共同核心文件及專要文件) 

修正對照表 

共同核心文件 

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主計總

處 

25 表 12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說明：就業人數含「農業、林

業、漁業、牧業」、「工業」及「服

務業」等 3部門就業人數。 

表 12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說明：就業人數含「農業、林業、

漁業、牧業」、「工業」及「服務業」

等 3 部門就業人數。勞動力包括

就業人數與失業人數；勞動力參

與率係指勞動力人口占 15 歲以

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表 12請詳第 2頁) 

衛福部 32 依據 2016年第 12次家庭與生育

力調查顯示，20歲至 49歲已婚

女性及其配偶避孕實行率為

75.23％，較 2012年調查結果下

降 1.37個百分點。 

依據 2016 年第 12 次家庭與生育

力調查顯示，20歲至 49歲已婚女

性及其配偶避孕實行率為 75.23

％，較 2012年調查結果下降 1.37 

4.5個百分點。 

內政部 65 2020 年因暴力犯罪或其他嚴重

罪行(如殺人、搶劫、傷害和走

私)而被捕、受審、定罪、判刑、

執行之人數及比率(每 10 萬人)

分別為 1,260件、993件、859件

及 704件，發生率(每 10萬人口

件數)分別為 5.35件、4.21件、

3.64件及 2.99件，呈減少趨勢。

嫌疑犯 2017 年 1,910 人下降至

2020年 1,195人。 

2017 年至 2020 年因暴力犯罪或

其他嚴重罪行(如殺人、搶劫、傷

害和走私)而被捕、受審、定罪、

判刑、執行之發生件數及比率(每

10萬人)分別為 1,260件、993件、

859件及 704 707件，發生率(每

10 萬人口件數)分別為 5.35 件、

4.21件、3.64件及 2.99 3.00件，

呈減少趨勢。嫌疑犯 2017 年

1,910人下降至 2020年 1,195人。 

通傳會 7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獨立機

關，對於廣播頻道與電視播送頻

率的取得、電波頻率之分配，係

力求普遍均衡，俾保障廣播頻道

與電視播送頻率的平等取得機

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獨立機關，

對於廣播頻道與電視播送頻率的取

得、電波頻率之分配，係力求普遍

均衡，俾保障廣播與電視播送頻率

的平等取得機會。 

通傳會 13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促進弱

勢權益、保障多元文化，透過監

理方式，於相關法規中將廣電業

者促進性別平權、兒少保護與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促進弱勢權

益、保障多元文化，透過監理方

式，於相關法規中將廣電業者促進

性別平權、兒少保護與多元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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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元文化事項列為加分項目，並向

業者宣導國家人權保障重大政

策或法令。 

項列為加分填寫項目，並向業者宣

導國家人權保障重大政策或法令。 

外交部 157 我國於 2019 年 3 月舉辦「印太

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

話」，來自印太地區逾 10國80位

宗教界人士與人權團體代表與

會，美國國務院宗教自由無任所

大使布朗貝克（Sam Brownback）

專程來臺與會。另除遴聘我國首

位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我國自

2020 年起連續 5 年捐助美國國

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金」。 

我國於 2019年 3月舉辦「印太地

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來自印太地區逾 10 國 80 位宗教

界人士與人權團體代表與會，美

國國務院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

朗貝克（Sam Brownback）專程來

臺與會。另除遴聘我國首位宗教

自由無任所大使，我國自 2020 

2019 年起連續 5 年捐助美國國務

院「國際宗教自由基金」。 

司法院 72 表 28司法院大法官、院長、庭

長及法官性別統計 

 

表 28司法院大法官、院長、庭長

及法官性別統計 

部分欄位應無「–」，以空白呈現。

(表 28請詳第 2頁) 

 

表 12 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單位：％ 

   項目 
 

年別 

勞動力  失業率 

參與率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2017 58.83 67.13 50.92 3.76 4.00 3.45 

2018 58.99 67.24 51.14 3.71 3.89 3.48 

2019 59.17 67.34 51.39 3.73 3.85 3.58 

2020 59.14 67.24 51.41 3.85 3.92 3.76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就業人數含「農業、林業、漁業、牧業」、「工業」及「服務業」等 3 部門就業人

數。勞動力包括就業人數與失業人數；勞動力參與率係指勞動力人口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

比率。 

 

表 28 司法院大法官、院長、庭長及法官性別統計 

部分欄位應將「–」移除，保持空白。(「–」移除處，以反黃底標註) 

單位：人；％ 

年別 類別 性別 司法院 
最高法

院 

最高行政法

院 

高 等 法

院 

高等行政法

院 

智慧財產法

院 
地方法院 

2017 大法官 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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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 5       

女性所占比

率 
25.0       

院長 

男 2 1 1 5 1 1 15 

女      2  8 

女性所占比

率 
- - - - 66.7 - 34.8 

庭長 

男   10 3 40 6 3 93 

女   3  28 4  74 

女性所占比

率 
 23.1 - 41.2 40.0 - 44.3 

法官 

男   35 8 196 26 6 623 

女   20 5 153 16 8 692 

女性所占比

率 
 36.4 38.5 43.8 38.1 57.1 52.6 

2018 

大法官 

男 15       

女 5       

女性所占比

率 
25.0       

院長 

男 2 1 1 6 1 1 17 

女      2  6 

女性所占比

率 
- - - - 66.7 - 26.1 

庭長 

男   11 3 41 3 2 96 

女   4  31 4 1 71 

女性所占比

率 
 26.7 - 43.1 57.1 33.3 42.5 

法官 

男   34 7 190 30 7 624 

女   18 5 164 17 6 711 

女性所占比

率 
 34.6 41.7 46.3 36.2 46.2 53.3 

2019 

 

大法官 

男 15       

女 5       

女性所占比

率 
25       

院長 
男 2 1 1 5 2  17 

女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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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所占比

率 
- - - 16.7 33.3  26.1 

庭長 

男   8 3 43 4 2 93 

女   3  29 3 1 76 

女性所占比

率 
 27.3 - 40.3 42.9 33.3 45.0 

法官 

男   36 5 184 30 7 637 

女   21 6 173 18 5 71.3 

女性所占比

率 
 36.8 54.5 48.5 37.5 41.7 52.8 

2020 

大法官 

男 15       

女 5       

女性所占比

率 
25.0       

院長 

男 2 1 1 3 2  14 

女    3 1 1 8 

女性所占比

率 
- - - 50.0 33.3 100.0 36.4 

庭長 

男  7 2 50 4 2 84 

女  4  18 3 1 88 

女性所占比

率 
 36.4 - 26.5 42.9 33.3 51.2 

法官 

男   33 4 181 30 4 636 

女   22 7 190 19 8 707 

女性所占比

率 
 40.0 63.6 51.2 38.8 56.7 52.6 

說明：1.資料來源：司法院。 

            2.司法院大法官含優遇大法官；院長含副院長。 

            3.法官含優遇法官及候補法官。 

            4.〝-〞表比率為 0。 

 

專要文件 

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通傳會 2.46 《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規劃

介接各部會之作用法，協力各

部會處理網路爭議內容為原

則，各主管機關認定網路內容

違法時即通知平台業者下架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草案係

參考歐盟「數位服務法(DSA)」草

案，規劃介接實體社會各部會職

權及各作用法處理違法內容，並

以兼容自律、他律、法律等公私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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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爭議內容，若平台業者未下

架，則依各法令主管機關相關

法令裁罰，並擬以強化自律及

他律的作法，包括提升業者處

理違法資訊之透明度及可問

責性，引入第三方事實查核機

制。 

力概念為原則，對網路中介平臺

業者課予責任及義務，強化平臺

問責及資訊透明度，並規劃相關

救濟機制，保障數位基本人權，建

立安全可信賴之數位環境。 

勞動部 5.15 表 5-1職前訓練參訓人數–按

職群類別分(2017-2020) 

商業類合計數據為 39717。 

 

表 5-1 職前訓練參訓人數–按職

群類別分(2017-2020) 

商業類合計數據為 39,717。 

(表 5-1請詳第 8頁) 

中選會 7.2 2018 年村(里)長選舉女性當

選人比率 16.6％(表 7-3)，較

2014年 14％呈現上升趨勢。 

2018 年村(里)長選舉女性當選人

比率 16.6 16.7％(表 7-3)，較

2014年 14％呈現上升趨勢。 

表 7-3 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

選人數-按性別分，修正女性當選

人數據。(表 7-3請詳第 9頁) 

內政部 7.3 為提升女性參政機會，內政部

積極輔導各主要政黨，2016年

起於發放補助金前，函請政黨

將補助金運用於辦理女性培

力課程；另擬具《政黨法》修

正草案，增訂政黨須提撥一定

比例之補助金用於女性培力

之規定。該草案業於 2020年 9

月函報行政院審查。 

為提升女性參政機會，內政部積

極輔導各主要政黨，2016 2018年

起於發放補助金前，函請政黨將

補助金運用於辦理女性培力課

程；另擬具《政黨法》修正草案，

增訂政黨須提撥一定比例之補助

金用於女性培力之規定。該草案

業於 2020 年 9 月函報行政院審

查。 

教育部 8.7 為提升女性參與體育事務，教

育部於 2016 年、2018 年將特

定體育團體(理、監事會)及各

委員會成員是否達到任一性

別不低於三分之一原則，列為

「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之

指標。2017年至 2020年(4年

1屆)特定體育團體理、監事會

及其各委員會女性擔任委員

之比率為 23.1％。2020年起函

發特定體育團體補助核定函

時，將董事或監事人員組成符

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

為提升女性參與體育事務，教育

部於 2016年、2018年將特定體育

團體(理、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成

員是否達到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

之一原則，列為「特定體育團體訪

評計畫」之指標。2017 年至 2020

年(4年 1屆)特定體育團體理、監

事會及其各委員會女性擔任委員

之比率為 23.1％。2020年起函發

特定體育團體補助核定函時，將

董理事或監事人員組成符合任一

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原則列入提

醒之宣導事項。教育部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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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原則列入提醒之宣導事項。教

育部持續推動女性參與體育

運動組織並擔任國際組織職

務，由女性擔任國際體育組織

職務之比率，則由 2017年 14.5

％增加至 2020年 16.1％。 

女性參與體育運動組織並擔任國

際組織職務，由女性擔任國際體

育組織職務之比率，則由 2017年

14.5％增加至 2020年 16.1％。 

勞動部 11.18 2019 年身心障礙女性就業者

每月經常性薪資為 2 萬 5,347

元，為全體女性就業者 3 萬

6,223元之 70％，高於 2014年

之 66％；身心障礙就業者之性

別比較，女性為男性 2萬 9,628

元之 85.6％，高於 2014 年之

83.2％。 

2019 年身心障礙女性就業者每月

經常性薪資為 2 萬 5,347 元，為

全體女性就業者 3萬 6,375 6,223

元之 69.7 70％，高於 2016 2014

年之 64.1 66％；身心障礙就業者

之性別比較，女性為男性 2 萬

9,628 元之 85.6％，高於 2016 

2014年之 78 83.2％。 

勞動部 11.39 為促進職場性別平權，受僱者

得依法請生理假(每月 1日，全

年請假未逾 3日不併入病假之

生理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

假計算)、產假(8週)、安胎休

養請假(請假及薪資計算，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產檢假

(5 日全薪)、陪產假(5 日全

薪)、育嬰留職停薪、哺(集)乳

時間(每日 1小時)、減少或調

整工作時間、家庭照顧假(全

年最多 7日，薪資計算依各該

事假規定辦理)等各項促進工

作平等措施。據調查，2017年

至 2010 年事業單位同意員工

申請或有提供前開措施之比

率，各項均有提升，2020年大

部分措施已達 8成，其中安胎

休養、產假及家庭照顧假更達

9成以上。 

為促進職場性別平權，受僱者得

依法請生理假(每月 1日，全年請

假未逾 3 日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

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產假(8 週)、安胎休養請假(請假

及薪資計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產檢假(7 日 5 日全薪)、陪

產檢及陪產假(7日 5日全薪)、育

嬰留職停薪、哺(集)乳時間(每日

1 小時)、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

家庭照顧假(全年最多 7日，薪資

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等各

項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據調查，

2017 年至 2010 年事業單位同意

員工申請或有提供前開措施之比

率，各項均有提升，2020 年大部

分措施已達 8成，其中安胎休養、

產假及家庭照顧假更達 9成以上。 

衛福部 12.9 為提升身心障礙女性就醫環

境之可近性，2021年調查 217

家預防保健乳房 X光攝影醫療

機構，其中提供乳房 X光攝影

無障礙友善服務醫療機構計

為提升身心障礙女性就醫環境之

可近性，2021 年調查 217 家預防

保健乳房 X 光攝影醫療機構，其

中提供乳房 X 光攝影無障礙友善

服務醫療機構計有 205 家(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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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有 205家(北區 81家、中區 55

家、南區 60家、東區及離島 9

家)，且國內計有 6台乳房 X光

攝影巡迴車、3 台子宮頸抹片

檢查巡迴車具備升降設備，可

供輪椅使用者上車並搭配人

員協助，以利其接受檢查，並

持續鼓勵醫療機構提供無障

礙友善篩檢服務。 

81 家、中區 55 家、南區 60 家、

東區及離島 9 家)，且國內計有 6

台乳房 X光攝影巡迴車、3台子宮

頸抹片檢查巡迴車具備升降設

備，可供輪椅使用者上車並搭配

人員協助，以利其接受檢查，並持

續鼓勵醫療機構提供無障礙友善

篩檢服務。 

衛福部 12.21 2020 年施行子宮完全切除術

人數為 1萬 4,332人，較 2019

年 1萬 5,093人數減少，2020

年及 2019 年施行子宮切除且

有身心障礙女性之人數分別

為 593及 656人。2020年施行

子宮完全切除術之主診斷，前

三名分別是子宮體之子宮內

膜異位症、子宮平滑肌瘤、子

宮壁內平滑肌瘤。 

2020 年施行子宮完全切除術人數

為 1萬 4,332人，較 2019年 1萬

5,093 人數減少，2020 年及 2019

年施行子宮完全切除且有身心障

礙女性之人數分別為 593 及 656

人。2020 年施行子宮完全切除術

之主診斷，前三名分別是子宮體

之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平滑肌

瘤、子宮壁內平滑肌瘤。 

衛福部 12.24 2020 年全國依法設置之哺集

乳室計 2,522家，完成設置率

達 100％；各地方政府自願設

置哺集乳室之場所，共有

1,190 處；高速鐵路列車及鐵

路對號列車均已設哺集乳室。

2020 年母嬰親善醫療院所達

157家，涵蓋全國 73.2％出生

嬰兒，2018年 6個月以下純母

乳哺育率已達 46.2％(2016年

44.8％)。 

2020 年全國依法設置之哺集乳室

計 2,522 2,513 家，完成設置率

達 100％；各地方政府自願設置哺

集乳室之場所，共有 1,190處；高

速鐵路列車及鐵路對號列車均已

設哺集乳室。2020 年母嬰親善醫

療院所達 157 家，涵蓋全國 73.2

％出生嬰兒，2018 年 6 個月以下

純母乳哺育率已達 46.2％(2016

年 44.8％)。 

衛福部 13.6 為確保國民年金保險及相關

津貼制度永續發展，國民年金

保險各項給付有隨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之機制，以保障領

取年金給付者之購買力，且國

民年金保險之財務每 2年精算

1次，據以檢討調整保險費率，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另

2019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為確保國民年金保險及相關津貼

制度永續發展，國民年金保險各

項給付有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之機制，以保障領取年金給付者

之購買力，且國民年金保險之財

務每 2 年精算 1 次，據以檢討調

整保險費率，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責任；另 2019年消費者物價指

數較 2015年上漲 4.0 3.97％，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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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點次 原公告內容 修正內容 

2015年上漲 4.0％，於 2020年

1 月 1 日起依法調高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及社福津貼給付

額度，以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依法調高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及社福津貼給付

額度，以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 

原民會 14.14 為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技藝傳

承及產業發展，透過原住民族

技藝研習中心提供原住民族

文化創意產業、休閒產業及農

產業等技藝研習訓練課程。

2017 年至 2020 年辦理原住民

族職業訓練培訓 2,670人次，

女性占 60.5％。 

為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技藝傳承及

產業發展，透過原住民族技藝研

習中心提供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

業、休閒產業及農產業等技藝研

習訓練課程。2017年至 2020年辦

理原住民族職業技藝研習訓練培

訓 2,670 2,075人次，女性占 60.5 

53.8％。 

司法院 15.16 針對易受交叉歧視之群體，司

法官學院開設包含「從 CEDAW

談跨國婚姻及新移民、跨性別

及同志的工作權」、「族群、階

級與性別議題─新移民女性

權益」、「原住民族文化與習慣

視野中的法律」等課程，未來

亦將持續辦理相關課程，藉由

多元、多面向的探討，提升所

屬人員對於各種交叉歧視的

問題意識，使司法成為所有不

利處境人民之後盾。 

針對易受交叉歧視之群體，司法

官學院開設包含「從 CEDAW 談跨

國婚姻及新移民、跨性別及同志

的工作權」、「族群、階級與性別議

題─新移民女性權益」、「原住民

族文化與習慣視野中的法律」等

課程，未來亦將持續辦理相關課

程，藉由多元、多面向的探討，提

升所屬人員對於各種交叉歧視的

問題意識，使司法成為所有不利

處境人民之後盾。 

 

[表5-1]職前訓練參訓人數–按職群類別分(2017-2020) 

  單位：人；％ 

年度 
性

別 

職群 

工業類 商業類 農業類 
醫事護理

及家事類 
藝術類 合計 

2017-

2020 

男 36,461 

(73％) 

11,990 

(30％) 

2,006 

(43％) 

18,216 

(18％) 

2,467 

(28％) 
71,140(35％) 

女 13,244 

(27％) 

27,727 

(70％) 

2,649 

(57％) 

82,636 

(82％) 

6,431 

(72％) 
132,687(65％) 

合

計 
49,705 

39717 

39,717 
4,655 100,852 8,898 203,827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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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選舉別 
候選人 當選人 

總計 女性 總計 女性 

2018 村(里)

長選舉 

14,960 2,671 7,744 

7,754 

1,286 

1,296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