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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2022年性別發展報告

全球性別差距指數

經濟參與和機會(次指數)

教育程度(次指數)

健康和生存(次指數)

政治賦權(次指數)

全球性別鴻溝依然巨大，尤其以政治權力及經濟參與的性別差距最明顯，
全面實現男女平等至少還要再等1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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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倡議2030年全球性別平等

永續發展目標2030年全球性別平等 50-50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

聯合國2015年永續發展目標第5項為「促成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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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1979年通過婦女

人權法典CEDAW

• 第7條：締約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

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

對婦女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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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2020~2025性別平等策略

終結性別暴力

挑戰性別刻板印象

弭平照顧工作的性別差距

促進決策及政治參與之性別平衡

縮小性別薪資及退休金落差

平等參與各經濟部門

提出關鍵目標及行動，
期使歐洲於2025年
邁向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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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性別平等

與氣候行動

增進數位包容

性與創新

促進女性平等

經濟機會與能

力建構

強化照顧經濟

APEC婦女經濟政策夥伴關係會議

 APEC會議2023年主題：為各方創造具韌性及永續的未來



8

小結

消除數位

性別暴力
消弭數位

性別落差

增進數位包

容性與創新

促進決策及

政治參與

董事會

性別比例

教育程度落差

強化照顧制度

縮小薪資差距

經濟結構性障礙

性別平等與

氣候行動

國際關注之
性別平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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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願景與4個理念

願景

保障自由、

自主的性別

人權，建立

共治、共享、

共贏的永續

社會

性別平等是公平正義、永續社會的基石

提升女性權益是促進性別平等的優先任務

尊重、保護與實現不同性別者在各領域的權利

是國家的義務

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具性別觀點的有效途徑



促進決策參與的性別平等

整合就業與福利提升女性經濟賦權

建構性別平等的社會文化

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

提供性別平等的健康照顧

落實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源與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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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綱領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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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提升女性經濟力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

減輕女性家庭照顧負擔

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

本院針對國家發展趨勢，參考前期計畫推動情形及重要政策，邀請性平
委員及各部會擬定111-114年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並引導各部會研訂推
動計畫。

111-114年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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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專責
機制

聘請外部
專家學者 提供諮詢與指導

統合性平政策

對內、對外
共同推動性平

工作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性平會/婦權會的功能

內部委員



2023年

社會習俗性

別指數(SIGI)

2021年

性別不平

等指數

(GII)

2020年

女性立法

委員比率

突破4成

2019年

同性婚姻

合法化

我國性別平等表現4個亞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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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國直轄市長女性比率為16.7%，縣（市）長女性比率 56.3%，首次超

過5成；直轄市議員女性比率為39.8%，縣（市）議員為 36.0%，鄉（鎮、市）

民代表為 26.2%，村（里）長為 19.2%，與2018年相比均有提升。但女性於小

選區、偏鄉選區等當選比例仍偏低。

女性擔任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比率創新高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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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15歲以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2012年突破5成，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21年為51.5％。

 按年齡組別觀察，2020年我國25-29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89.9%，高於其他主要國家，後因婚育等因

素影響，隨年齡增加而急速下降，50-54歲已降至64.4％，低於各主要國家，55歲以上不及5成。

 其他主要國家：日本、南韓在25-29歲遽降後，於35-39歲開始逐漸回升，女性二度就業現象明顯，我

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則下降後，於45-49歲略微回升後又驟降，中高齡及高齡女性勞動力參與相對較低。

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25-29歲達到高峰後逐步下降，於

50歲以後低於各主要國家

就業、經濟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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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主要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組別分



我國高等教育階段仍存在「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隔離現象

2019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女畢業生「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及「工程、製造及營
建」領域占比較芬蘭、德國、韓國、美國等國家為最低。在「資訊通訊科技」領
域則為女畢業生較其他國家占比最多。

教育、文化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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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在「虛擬環境 -科技設備」場所發生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如性

騷擾，占所有場所2成3
• 2021年性騷擾申訴調查結果成立事件，發生場所係在「虛擬環境 - 科技設備
（如網際網路、手機簡訊等）」者計 291件（占所有場所 22.7%）。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運用網路犯罪情形，犯罪工具以利用通訊軟體占 48.1% 
居首，利用網站（含社群網站）占 47% 次之。



女性研究人員占研究人員比率，我國、日本及南韓均不及3成

2020年我國女性研究人員占整體研究人員比率為22.9%，觀察各主要國家，以瑞士女性研究人員占

35.8%最高，芬蘭占33.7%次之，新加坡占30.8%再次之。亞洲主要國家除新加坡外，我國、日本

及南韓均不及3成，仍有努力空間。

環境、能源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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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指引

• 建立機關內性平推動機制與制度化

• 掌握國際趨勢，關注新興議題

跨機關溝通協調

• 蒐集相關意見，引導所屬機關(構)落實性別平等

• 協調各單位業務融入性別觀點，推動相關工作

高階人員推動性平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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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力
• 透過性別主流化概念或工具提升性平專業

• 藉由觀摩與交流，向標竿學習

影響力

• 推廣性別意識，以獲得領導者的支持

• 帶動性別知識環境，號召同仁共同推動

高階人員推動性平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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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各司處單位共同執行，以全面推動性平政策

•面對新興性別議題積極規劃因應作為

•有效運用性平專責機制，並適時參考外部委員建議

中央

部會

•建立專責機制與人力，以維持人員穩定

•提升領導者企圖心帶動團隊士氣

•培養在地種子師資克服地緣限制

地方

政府

中央與地方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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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CEDAW，使我國性別人權與國際接軌。

擴展國際交流合作，提升我國能見度，促進包容性成長。

擴散性別主流化工作，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施政內容，促進性別平等。

積極運用並結合公私部門資源拓展，攜手推動與深化。

中央與地方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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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

透過性別平等的實踐，成為永

續發展的力量，營造性別平等

幸福共好之友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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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民間攜手，共創性別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