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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中華民國（臺灣）第 3 次國家報告 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2018年7月20日

▧ 刻板印象

▧ 26. 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政府採取措施來消除社會、
文化、習俗中具歧視性之性別刻板印象，包括於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提出相關政策和措施；
然而，審查委員會關注對女性及其社會家庭角色
的刻板態度持續存在，導致女性在許多領域中仍
處弱勢，亦經常導致女性遭受性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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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點，在政府與審查委員會對話過程中，審
查委員會注意到，政府意識到其所推動具打破歧
視性性別刻板印象之計畫較為零散。

▧ 審查委員會特別關注： (a) 對教育選擇之影響及
女性和男性家庭與家務責任分工不平等； (b) 媒
體中持續存在刻板印象，特別是廣播媒體、社群
網絡、廣告，且自律並不足以解決此等問題；且
(c) 缺乏系統性計畫解決各種形式之刻板印象，
此等刻板印象來自對婦女及女孩的負 面態度，
尤其是針對特定不利處境族群，導致多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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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

(a) 採取全面性策略並落實具協調性之政策，以修
正或消除歧視婦女的父權態度和性別刻板印象，
尤其是針對不利處境族群之女性。此策略應包括
政策措施，如媒體和其他領域之公眾教育活動，
以促進尊重婦女平等和尊嚴，亦應具備鼓勵女孩
和男孩於非傳統領域接受教育和求職之計畫，同
時採取行動以確保暴力指控調查和 暫行特別措
施之公正客觀，以協助消除因性別刻板印象而導
致之職業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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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b) 使相關人員及單位參與其中，並運用其他
創新措施於媒體及廣告中加強描繪正面、非刻板
印象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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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

▧ 定義與重要性：

▧ 游美惠(2018)在〈性別刻板印象與性暴力〉一文中，引述
王瑞香（2000）的文字，介紹Kate Millett的立論指出：

在一個婦女可享有教育、財源、民權與政治權的社會（如
美國）裡，父權制度仍然繼續存在的的過程，使婦女接受
她們的次等地位，透過社會化，兩性自動順從且自然地表
現出所規定的氣質、角色、地位等原因，在於社會藉性別
角色刻板化。倘若女性摒棄她們的女性氣質，不屈從，展
現不同於傳統的女性形象與作為，則可能招來各方勢力用
強迫方式來使其女性就範。在充滿威脅與恫嚇的父權制度
下，刻板印象便成為性暴力的重要肇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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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刻板印象，社會對於生理男性女性、不同性
取向、跨性別者都有一組系統性的簡化僵化的認
知、看法，表現在對待、描述、推論、互動行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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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X

▧ 牛津英語詞典(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2019年第一季新收錄了中性的
「他」

▧ Ze/Zir:用來作為中性的第三人稱單數受格代名
詞/所有格形容詞，對應主格代名詞Ze。z不是h
也不是s，所以沒有固定性別的聯想；

▧ Hir(受格）:是取him與her的元素而成

▧ 以前，我們走過he or she(他或她)、s/he(他/
她)、單數they、泛指she(以she當成男女皆可的
泛指） (曾泰元，關鍵評論網，20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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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稱謂都中性，
女人工作穿著還必須「很女人」！

▧ 強迫女性穿高跟鞋是性別歧視、性騷擾」日本上
萬女性聯屬#KuToo對高跟鞋說不。

▧ 截至2019年6月4日下午，已有近2萬名日本女
性在線聯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政府禁止公司把
高跟鞋納入職員著裝規範，廢除女性在工作期間
必須穿高跟鞋的陋習。請願書由自由作家石川優
美（Yumi Ishikawa）發起。她說，她在殯儀館
做兼職工作時必須穿著不舒服的高跟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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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於2005年，日本政府鼓勵企業關掉辦公樓的空調以
節約用電，而當時開始改變數十年來男性職員「必須打領
帶」的規範。

▧ 對比於20190509新聞報導，日本推出不分男女性別的制
服款式。岡山縣業者起頭，讓性別不安症、跨性別族群的
學生能夠有更多選擇。該店開始製作女用長褲，本是為因
應天氣較寒冷的冬天，但近年受LGBT議題備受關注，故
訂單有逐年成長的趨勢。在2016年的展示活動上，菅公
制服打破原本的「男左前、女右前」西裝外套衣襟設計，
推出拉鍊式的西裝外套。同市另外一家「蜻蜓制服」

（TOMBOW）也在2016年發表不分男女性別的西裝外套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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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要「端莊」?

▧ 台灣過去也有女校學生為了穿著短褲而非裙裝上
學抗議表意的事情。

12



Hundreds of women stage leggings protest march after letter to local 
newspaper sparks outrage Independent Monday 24 Octo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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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窮究當事人性別性取向!

▧ 爭議女領隊秀身分證 高調嗆網友駁變性 蘋果日報

2017/03/21 登山獲救百岳女領隊是「白凜」少年？ 她否
認

▧ 自由時報 2017-03-19 23:07〔記者許國楨、歐素美／台中報導〕空
中勤務總隊今天救出登山差點失溫女領隊張詠芸，但卻傳
出張女疑就是曾兩度略誘少女離家，綽號「白凜」、喜愛
男扮女裝的張姓少年，但張女表示，並非變性人，曾與男
扮女裝的「陳雅潔」（張姓少年假冒）共事，也因陳造成
很大困擾，所以後來自己成立雪玥花登山隊，從事登山領
隊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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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是女？不應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

2017/3/24蘋果即時論壇 蔡瑩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跨性別小組負責人）

前兩天，登山女領隊因帳篷燒毀而尋求協助下山的新
聞，引起多家媒體報導。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即使該領
隊未經申請就登山，新聞內容卻主要著墨於當事人的性別；
一時之間，與事件本身無涉的當事人性別，竟成為社會注
目的焦點。我們不解，究竟登山事件與性別身份的關聯何
在？一個人是什麼性別，又為何需要社會大眾和新聞媒體
花心力討論？

……我們都知道，在性別表現越多元開放的社會，性少數
越不需要隱藏身份；相反地，當社會中還有人需要隱藏其
性傾向或性別身分，正顯現了這個社會的不夠友善、包容，
仍然頻頻發生因著一個人的性別身份而出現的差別待遇，
也是促使性少數不願出櫃的原因。因此，不論當事人的性
別為何，沒有人必須跟社會交待自己的性向、性別狀態，
尤其當這件事又跟新聞事件本身無關。15



台灣女登山家詹喬愉 凌晨攻頂聖母峰20190527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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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習俗當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

▧ 女性禁止划龍舟，連登上觸摸都不行

▧ 過去習俗中認為女性是『不潔』之物，不僅會帶
來霉運，還會『嚇走龍氣』，所以為了『保平
安』，別說是女性不能划神聖的龍舟了，連登上
和碰觸都是絕對禁止的！而這種源自父權、對女
性極度歧視貶義的習俗，隨著性別平等觀念的推
動已逐漸淡化，但至到現在仍影響著女性參與龍
舟賽事的比例，甚至仍有部分地區禁止女性划龍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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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

▧ 龍舟世界錦標賽 女子國家代表隊加拿大多倫多的陳林瑞
玲（Arlene Chan）

▧ 台灣新聞媒體報導，以2014年自由時報「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端午比賽划龍舟」一篇為例(2014/05/07)

新聞中圖示為男性，臺灣比賽報導為提性別，但是文末龍
舟比賽Q&A第一題就是「女生可以參賽嗎？」
國際龍舟比賽分為男子組、女子組與混合組，主要是在槳
手的要求上，男、女子組都需為單一性別，混合組則要求
20人中至少要有8名女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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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與性暴力的關係

▧ 不當追求、過度追求

▧ 過度追求的性別事件調查案例當中，男性行為人常常認定
「我就是卯起來一直追、不放棄，她總有一天會接受我」、
「女生被熱烈追求，心中其實很高興，她們都只是不說出
來」；

▧ 其實，被行為人持續被騷擾，嚴重到必須就診看精神科醫
師。

▧ 對女性的刻板認知以及對男性的刻板認知，造成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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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影響家務分工，
地方政府想方設法改變文化

▧ 2017年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以記者會強調家務分
工重要，社會局也將性平觀念融入2018年世界
花卉博覽會，邀請全國民眾共同設計「性平花精
靈吉祥物」，可愛的「櫻櫻美代子」從近百件作
品中脫穎而出

▧ 2018嘉義市辦理「權權到位，家務分工不分說」

▧ 2017年新北市「修水電 Woman Can」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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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考：

▧ Harvells India家電廣告設計者構思 (Respect 
for women)

▧ 女人不是家電；引入家電，誰的責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Jf0mNMqos

 「家務分工 不是拜託 」說詞設計競賽；智慧機
器人幫手補位設計

 健康衛生與家務結合的宣導(健康檢查知識與家
務勞動勸說的結合）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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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與性暴力的關係

▧ 傷害同志家庭孩子的不是家長身為同志 而是外
界認識及友善的不足

▧

▧ 「我是擔心這些小孩子很可憐，會被其他人笑、
甚至是被欺負啦！」這狀況真的發生了，你覺得
問題是出在這個被欺負的小朋友身上，還是其他
那幾個嘲笑欺負他的小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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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女同志在公車上遭遇恐同暴力 震驚全英
國】

▧ 5月30日清晨，28歲擔任空服員的吉摩內特
（Melania Geymonat）與29歲的女友克莉絲
（Chris）一起搭乘雙層巴士，坐在巴士的上層。
接著，巴士內來了一群15至18歲間的青少年，
這群青少年在發現兩人是同志伴侶後，立刻開始
對他們性騷擾，並要求他們現場接吻給其他人
「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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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素來被譽為世界上最開放的都市之一，但根
據警方的統計，倫敦LGBT社群遭受性別暴力的
案件，從2014年的1488件增加到2018年的
2308件，幾乎翻了一倍！而校園中針對同志的
霸凌與歧視，也始終居高不下。英國政府的研究
更發現，在英國超過三分之二的LGBT受訪者表
示，自己會避免和同性伴侶在路上手牽手，為的
就是擔心他人的「異樣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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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可以結婚真的不代表社會就足夠性別平等了

▧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已五年的英國，這幾年來因為
性暴力事件的增加，努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但
卻受到許多具宗教立場的「保守家長」各種阻撓
而近來這起震驚英國各界的恐同暴力事件，其背
後正可看出性平教育落實不足的影響...

26



臺灣案例

▧ 臺灣案例：

▧ 臺灣大學機械系2016年3月舉辦甄選入學筆試，其中有一
題20分的申論題要求考生以100字論述「工程師應盡的社
會責任，以及該社會責任所依據的自然的律」，引言指出
「社會中有許多的律，例如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家庭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組成，這是
社會和家庭的律」、「社會的和諧不能違反社會的律，雖
然有一些例外，但以下問題不討論例外的情況」。

▧ 台大學代會向教育部檢舉，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
定此題已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裁罰3萬元；台大打行政
訴訟抗罰，2019年5月31日新聞報導，台北地院行政法
庭認定裁罰有理，判台大敗訴。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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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院雖認定，出題與閱卷應是大學自治的範圍，
但講學自由、學術自由、大學自治並不能當做違
反其他憲法權利、人權公約、性平法等的正當法
律理由；學校尤應防止違反性別平等，不能因為
命題行為涉及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就不須接受
關於性平法的監督、調查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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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案例

台大藍佩嘉老師寄台北市陳情系統

▧ 您好

▧ 我是台北市民，昨天五月二十四日是臺灣正式開放同性婚
姻登記的日子。我也有朋友當天在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登記，
他們已經等了很多年，終於得到法律權利的保障，非常感
謝貴單位人員的協助。我對於台灣邁向更平等、公義的國
家，感到與有榮焉。
不過，當天下午四點半左右我去位於新生南路、和平東路
口的大安行政中心辦事，就在一樓戶政事務所的門口，等
電梯旁邊、面對大門右側的櫃台，聽到兩位穿著志工背心、
五六十歲女性志工的對話（而且她們是用很大的聲量說
的）：「年輕人真是亂七八糟，自古以來就是一夫一妻，
男的就該有男的樣子，女的就該有女的樣子，這樣給他們
亂搞，國家要變成什麼樣子....（以下跳針省略一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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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擔任政府窗口的志工，協助推動國家法制與

政策，不論自己的看法與立場為何，不應該在這樣的場合
發表公開的歧視言論，讓來登記的同志伴侶與家人聽到，
情何以堪，也違反了公務機關應依照憲法保障平等人權的
精神。
誠摯希望貴單位能夠全面加強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包括
對於志工的培訓。法條雖然通過了，我們距離文化轉型與
改變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請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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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調查

▧ 勵馨基金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12歲以上多元性別朋
友（LGBTQ＋）逾4成受過性別暴力對待。多元性別朋友
最期待的協助與資源，是保密與尊重當事人，避免因通報
而被出櫃（95.9%），有多元性別敏感度的求助系統
（95.8%），有經驗或熟悉保護案件處理的專業人員
（94.5%）；心理諮商（94.7%），親子溝通/關係協助
（87.8%）；人身安全計畫（86.25%），以及希望有司
法協助（86.1%）；解決就學相關問題（84.1%）；醫療
協助（83.3%）；多元性別的專業人員（81.6%）；家長
或家人協助（82.4%）；伴侶關係協助（81.3%）等。(中
央社，2019/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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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性別原本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性別認同障
礙」，屬於精神疾病症狀，但在2018年6月發
布的第11版《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
類》中，「性別認同障礙」改歸類在「性健康條
件」的「性別不一致」項目，不過日前在瑞士日
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上，跨性別自更新的第
11版《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中
除名，正式承認跨性別不是病。(20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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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 以上分享，對我們日常業務的意義是？

▧ 請討論：

1 以上分享，是否與妳的日常業務推動相關？如何
有關？

2 是否讓妳想到日常業務推動中哪些挑戰？請具體
描述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3 是否可能嘗試(與其他單位聯手)藉由設計，讓民
眾參與，並且帶回日常生活，持續發酵？

33



謝謝各位!

提問與討論

You can find me at:
telnh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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