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領引言：何碧珍

共容。共榮

推動女性決策參與



主講人：何碧珍

◎民間參與：台灣展翅協會 副理事長

◎政府參與：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委員

◆桃園市、基隆市、苗栗縣性平會/婦權會委員

◆衛福部地方縣市婦女業務推動輔導團 輔導委員

◆國家婦女人才庫性別主流化、CEDAW 推薦講師

◆衛福部、經濟部、客委會…等 性平專案小組委員

◆中央部會及地方縣市性別影響評估 參審委員

◎重要經歷：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研究員（95~106年）



女性的公共參與路徑
英國學者薩瓦基（Mike Savage）和薇茲（Anne Witz）指出，女
性主義者影響國家的方法有三種:

1.國家之外
意指組織各種社會運動和草根團體，對國家監督施壓。

2.透過國家
意指結合立法或行政部門，推動法律與政策改革。

3.進入國家
a.個別層次介入，如擔任公務員、政務官、立法民代。

b.結構層次介入，如參與各類女性意見決策平台。

上述三種途徑必須分進合擊，相互支援，才能發揮加乘效

應，有效達到性別實質平等的目的。



●民間婦運--體制外倡議
◆第一階段：1979年美麗島事件起後

女性民代、婦女權益法案、民間婦團

●國家性平--體制內推動

◆第二階段：1997年建置台灣性別機制

◆第三階段：2007年台灣簽署CEDAW

◆第四階段：2016年台灣選出女性總統

台灣女性公共參與--四階段/兩分野



從公共參與到決策參與

善用
國家性別機制

人資

量/質

議題
深度/廣度

開創提升



全國22個地方縣市

性別平等業務：
性平友善環境+性平發展

●社會+人事+主計+研考

婦女福利業務：
婦女權益+婦女培力

●地方政府社會局（處）

中央政府（行政院+四院）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34部會機關

女性公共參與大平台--性平機制

婦女福利業務 性別平等推動



行 政 院

教育部
性平專案小組

衛福部
性平專案小組

各部會
（性平專案小組）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地方政府
教育局/處

各級學校

性平委員會

地方政府

社會局/處--婦女科

‧地方政府婦女服務中心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地方政府

●性別平等委員會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會

性別平等處

101年起

國家性平機制

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

各部會
（性平專案小組）



召集主持：縣市首長

地方業務代表
〈局處首長〉

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

社會處

衛生處

教育處

勞工處

警察局…等

法學專家

性別專家

教育領域

家暴防治

兒少保護…等

婦女

兒少

老人

身心障礙

少數族群

社區營造…等

地方性平會/婦權委員會—民主組合



性平會/婦權會（類舉）

家庭
與社會
參與
小組

教育
媒體
及文化
小組

性別主
流化推動
小組

社會處
教育處
民政處
衛生局
產發處
文化局

教育處

行政處

文化局

民政處

社會處

警察局

衛生局

社會處

教育處

民政處

地方性平/婦權委員會—2/3層級運作

健康
醫療
及環境
小組

衛生局
社會處
教育處
都發處
環保局
工務處

人身
安全
小組

社會處

人事處

主計處

研考處

社區婦參小組/區公所



螞蟻雄兵—由民間婦運到國家性平
◎性別機制：各式委員+執行人員

●縣市婦權會/性平會（性平辦公室〉

●各局處性平執行小組+性別聯絡人+性平窗口

●教育系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級學校性平會

●社會系統--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新住民服務業務聯繫會報

--其他相關業務聯繫會議/彙報

◎性別比例：任一性別至少1/3比例

-- 22縣市--至少爭取到3000人次的女性公共參與機會

--漸進式推展（1/4 1/3 40％ 50：50）



●性平小組聯絡人、窗口聯絡人、業務承辦人。

●職責：1）擔任局處性別業務之聯絡窗口。

參與內外系列會議，彙報及整合資源。

2）協助局處業務性別議題之推動。

彙整局處業務之性別亮點計劃，包括性

別統計、預算、性別影響評估…等。

3）提供性別主流化之諮詢。

--擔任局處性別主流化之專家諮詢。

--協助推動局處業務之性別主流化。

推動尖兵--性別議題聯絡人（中央+地方）



提升地方性平機制功能

1.推薦委員--推薦專業及參與度高之各式委員

2.觀摩學習--邀請地方團體代表，列席觀摩

3.議題討論--不定期召開彙報，凝聚共識

4.策略提案--結合委員/局處，加強提案

5.主題培力--善用主題培力，連結資源

6.議題追蹤--追蹤會議記錄及落實狀況



1.了解及善用地方性平運作機制

2.發掘及培養專業的地方機制委員

3.強化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運用能力

4.加強委員議事能力：如--行政組織、議事

規則及提案技巧、地方政策議題動向

5.長期關注地方性別統計及趨勢變化

加強女性公共參與及決策能力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5. 人身安全與司法

6. 健康、醫療與照顧

7. 環境、能源與科技

性平政綱七大領域 五大核心議題

1.推動三合一之托育公共化

2.提升女性經濟力

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4.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5.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地方縣市：OOO性別平等政策推動方針（類舉）



促進女性公共參與之策略

雙向進行
公部門

性平機制、局處單位

民間單位
婦團、社造、工會…

1.法律+行政規定+推薦拔擢

2.獎勵+考核+榮譽

3.培力+教育+典範傳承

4.設定議題提供補助申請



1.如何避免地方性平推動機制弱化及虛化？

2.如何促進局處單位的性平議題合作？

3.如何加強性平機制系統人員的推展能力？

4.目前碰到最大困難是甚麼，期待中央如何奧援？

討論提綱：



性別 是每個人一輩子的學習！

性別平等 是社會群體永遠的課題！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