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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北美 

國家（駐在地） 加拿大 

駐外館處 駐加拿大代表處、駐溫哥華辦事處、駐多倫多辦事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駐在國參與 CEDAW進程： 

加國於 1980年 7月簽署、翌年 12月正式批准聯合國「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並於 2002年

10 月 18 日批准該公約任責議定書，係全球最早簽署及批准

該公約國家之一。加國遵照公約規定，曾於 2016年、2021年

向公約委員會提交報告，另於 2022 年 8 月遞交最新一份   

報告，承諾婦女公民能在窮盡本國救濟途徑後，向 CEDAW

申訴要求國際介入，進一步保障婦女人權。 

（二）駐在國性別主流話議題之國際參與： 

1. 加拿大在國際上一直是引領與婦女相關議題的國家，包括在

1995 年召開第 4 屆「世界府婦女高峰會（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中發表的「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以及 2000年

「聯合國安理會第 1325號決議」中扮演極為關鍵之角色，並

自 2017年開始擔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 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成員國。 

2. 加拿大亦積極結合理念相近國家落實「2030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消除對

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聯合國安理會婦女、和平及安全 

決議」（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支持聯合國創設「針對婦女犯罪特別調查官」    

（ U. N.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致力

將性侵婦女納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Rome Statute of 



2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所列罪刑之一。 

3. 據加國聯邦政府網站指出，加拿大亦透過「大英國協」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法文國家及地區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 Francophonie）、「美洲國家   

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歐洲安全與合作   

組織」（OSCE）、「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及七大   

工業國組織 （G7）等多邊機制，積極在國際社會與其他國家

共同提倡兩性平權及保障婦女權益。 

例如 2018 年 6 月加拿大主辦「七大工業國高峰會        

（G7 Summit），小杜魯道建議將「婦女賦權」納為主要議程

之一，並提議創設「性別平等資詢委員會（Gender Equality 

Advisory Council）Summit）及與夥伴國共同投資 38億加元，

支持提升戰亂地區婦女及孩童之公平教育機會等成就。此外，

加國政府於 2017 年提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致力在國際間推動

女性賦權工作。 

4. 加國總理小杜魯道（Justin Trudeau）一向自詡為「女性主義

者」（I am a feminist. I am proud to be a feminist），甚至曾在  

公 開 場 合 表 達 「 人 類 」 的 英 文 應 由 ”mankind”              

改為”peoplekind”，以示對女性的尊重。小杜魯道的母親

Margaret Trudeau 為女權運動領袖，渠於 2016 年擔任加國   

總理後，首批內閣成員名單有一半為女性，創下加國歷史   

紀錄。2018 年 1 月，小杜魯道在瑞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時   

發表演說時強調加拿大倡議女權，且縮減兩性差距可使加國

經濟在 2026年增加 1,500億加元。倘領導階層雇用婦女增加

三成，利潤將增加 15%，如此重視同工同酬概念有助於職場

創新改革。 

5. 加國「婦女、性平暨青年事務部長」（Minister for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Youth）Marci Ien於 2022年 3月 14日至

25日以視訊方式，代表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66

屆會議（UNCSW66）。I部長會中發言強調，加拿大投資培養

靈活、有彈性及有能力的勞動力，特別是在科學、科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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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學（STEM）領域，將協助婦女和女童獲得必要資源，以

助加國發展淨零碳排的經濟成長模式。加國「婦女暨性平部」

（Department for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WAGE）另在  

會議中舉辦了兩場場外活動，分別為「賦予婦女和女童推動

性別平等和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會議，以及「以性別為

基礎的暴力和氣候危機」活動。 

6.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間， WAGE 與「加拿大全球事務部」

（GAC）亦合作推動海外性別平等與全球女權主義倡議。 

2021 年 6 月，總理小杜魯道出席《世代平等論壇》（GEF）  

開幕式，宣布將編列 1.8億加元推動全球性別平等工作，並與

各國合作尋求克服性別平等障礙之解決方案，制定實現性別

平等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女權主義議程。此外，    

加國另於會中說明將如何協助婦女自 COVID-19 疫後復甦，

為婦女和女童創造更多機會。  

（三）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聯邦政府： 

加拿大憲法確立的「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加拿大人權法案」（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及加國各省與地方針對人權之立法，    

均明文保障婦女平等權益，其中「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第 15 條及第 18 條法律應保障所有公民平等權利與福祉，  

禁止性別歧視；聯邦政府則依據「加拿大人權法案」創立  

「加拿大人權委員會」（CHRC）及「加拿大人權法庭」

（CHRT），作為負責調查、調解及仲裁侵犯人權案件之聯邦

機構。至其他涉及兩性平權之全國性立法尚包括「就業平等

法」（Employment Equity Act）及「公共部門公平薪酬法」

（Public Sector Equitable Compensation Act）。 

加國聯邦政府制定「加拿大實施聯合國安理會對婦女、     

和平及安全決議行動綱要」（Canada’s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做為跨政府、跨部門、跨層

級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之施政架構，並以預防、參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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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及復原等四大主題為實施方針，重點工作包括設置  

「加拿大婦女、和平及安全委員會」（Canadian Committee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負責對內宣導、婦女才能培養、

保障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訓練。 

2019年加國聯邦政府依據《2018 年預算實施法》，將原來的

「婦女地位局」（Status of Women）升格為「婦女暨性平部」

（Department for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WAGE），     

其權力、義務和職能不僅包括女性，亦涵蓋所有性別認同  

議題。另該部會宗旨為「將包括婦女在內之所有性別者納入

加拿大經濟、社會與政治生活，促進不同性別、性取向和   

性別認同或表達方面的平等」。 

加國政府另通過了《2021年國家行動計畫：消除針對原住民

婦女、女童、2SLGBTQI+之暴力行為》，負責提升婦女地位

之聯邦、省級及地方（FPT）政府共同通過了「無性別暴力的

加拿大聯合宣言」（Canada Fre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確立了國家行動計劃之共同願景、原則及目標，包括原住民

社區的參與，標示加國建立一個無性別暴力的歷史里程碑。 

WAGE 宣布 2023 至 2024 年工作重點包括續透過既有倡議

推動婦女及性別平等，解決被邊緣化或代表性不足婦女   

所面臨之障礙，包括原住民婦女、身障婦女、「雙靈人、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人、同性戀者、

雙性人和其他性與性別多樣化者」（2SLGBTQI+）、不同社經

地位婦女、農村婦女及新移民婦女等。此外，該部亦將繼續

透過《2021 年國家行動計畫》，強化與負責婦女地位之省級

和地方政府在 FPT 論壇之合作，編列預算執行相關倡議，    

以預防及化解以性別為基礎之暴力行為。 

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依據「薪酬平等法」設立「兩性薪資差距輔助計畫

（GWGGP）」，致力於縮短兩性薪俸差距及推動提升女性  

職場平等升遷，藉此整體提升勞動市場生產力及對職業婦女

家庭照顧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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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省： 

魁北克政府依據 2017年制定之「一起為平權：邁向 2021年

之政府性平策略（Together for Equality: Government Strategy 

for Gender Equality）」，全面性改善魁省婦女因老齡、殘障、

族群、性傾向、就業環境、職場賦權等各社會層面面臨不平

等問題。惟魁省議會於 2019年 6月通過立法禁止公職人員、

政府律師及警務人員於工作時佩戴宗教符號及服裝法案

（Bill 21），包括覆蓋面部的宗教服裝，此舉旋即引起外界  

批評，認為將限制穆斯林婦女的工作機會，而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亦曾致函魁省 議會表達關切。 

紐芬蘭暨拉不拉多省： 

紐芬蘭省政府於 1985年設立「女性地位辦公室」（Office for 

the Status of Women），現由女性省議員 Lisa Dempster 出任 

廳長，負責檢視該省政法律符合性別主流化之宗旨及對於 

婦女權益產生之影響等，向省政府作出政策建言。 

卑詩省： 

卑詩省長David Eby於 2022年 12月任命省議員Kelli Paddon

出任性別平等省務秘書（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Gender 

Equity），並在財政廳下設置性別平等辦公室（Gender Equity 

Office），專責性別主流化。並要求各廳各自處理與性別相關

案件，以利該省更全面性推動性別主流化。 

亞伯達省： 

省長 Danielle Smith於 2023年 7月 17日任命 Tanya Fir 

為文化、多元文化及婦女地位廳長（Minister of Culture, 

Multiculturalism and Status of Women），通過與各廳處合作  

促進性別平等，確保性別及其他身分認同因素反映在亞省 

政策、計畫和立法之中。 

沙士卡其灣省： 

省長 Scott Moe於 2020年 11月 9日任命 Laura Ross為負責

婦女地位辦公室廳長（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Status of 

Women Office），在政府內部發揮催化作用，提高對影響婦女

問題的認識，確保將性別考量因素納入政府的決策、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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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制定，關注婦女與經濟繁榮、婦女與教育、人際暴力和

虐待、提升性別意識等。 

育空特區： 

負責婦女董事會廳長（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Women’s 

Directorate）Jeanie McLean，提供在性別平等、健康和性別  

暴力預防上的支援和公共教育，與尋求性別平等的團體和 

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更包容的育空特區。推動該特區居民

在社會、法律及經濟上的兩性平權，特別關注原住民婦女  

遇害或受暴事件。 

西北特區： 

負責婦女地位廳長（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Status of 

Women）Caroline Wawzonek，負責推動性別平等議題，     

並研擬及實施西北特區有關失蹤遇害原住民婦女及女童的

行動方案。 

（四）女性參政現況： 

聯邦政府： 

根據加國致力推動性別平權之非營利組織 Equal Voice統計，

在 2021年第 44屆加國聯邦大選中，5個主要政黨計推派 582

名女性登記競選，佔總候選人數之 43%，略高於 2019 年    

聯邦選舉之 42%。 

目前在眾議院 338席位中，女性議員為 103名，比例約 30.5%，

為歷史新高，且較第 43屆大選之 98名女性議員增加 5席。

在參議院 105 席部分，女性參議員有 52 位、男性 50 位      

（3席空缺），已實現性別平等目標。 

魁北克省： 

現任 2022 年議會 125 席中 58 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46.4%，省長 François Legault之 22人內閣中，14名為男性、

8名為女性。 

紐芬蘭省： 

現任 2022年議會 40席中 5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12.5%，

省長 Andrew Furey之 17人內閣中有 12名男性、5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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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 

現任（第 42屆）議會 87席中 37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42.5%，省長 David Eby之 27人（不含省長）內閣中有 15名

男性、12名女性。溫哥華市議會 10名議員中有 5位女性，

女性比例 50%。 

亞伯達省： 

現任（第 31屆）議會 87席中 29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33%，省長 Danielle Smith之 24人內閣中有 20名男性、4名

女性。 

 

沙士卡其灣省： 

現任（第 29屆）議會 61席中 17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 28%，

省長 Scott Moe之 17人內閣中有 12名男性、5名女性。 

育空特區： 

現任（第 34 屆）議會 19 席中 8 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42%，省長 Ranj Pillai之 6人內閣中有 4名男性、2名女性。 

西北特區： 

現任（第 19屆）議會 19席中 10位省議員為女性，比例為

52.6%，省長 Caroline Cochrane之 6人內閣中有 2名男性、

4名女性。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持續與多方合作提高女性領導能力及決策角色， 

相關民間或各級政府組織辦理促進女性參政活動均可向  

婦女暨性平部申請補助。 

安大略省： 

安省政府致力鼓勵具傑出領導力之婦女藉由投入志工工作

為社區帶來改變，具體作法包括鼓勵伊等積極倡議性別   

平等、性別多元、防止對婦女及女童施暴、消弭歧視及參與

公共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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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 

卑詩省之女性議員參選人數為全國最高，分析原因或係卑詩

省女性從政歷史悠久，故能樹立典範，鼓勵婦女投入政壇。

加國聯邦政府曾撥付款項協助卑詩省兩大城市溫哥華及  

素里推動消除婦女從政及參與公民社會障礙。 

亞伯達省： 

亞省婦女參與三級政治比例未見明顯成長，成立”Ask Her” 

非營利組織，鼓勵女性參政。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各政黨（沙士卡其灣黨、新民主黨、綠黨、自由黨、     

聯合保守黨）均面臨招募女性黨員困難，沙省曾出現加國  

第一位女性省級政黨黨魁，然而在女性獲得投票權以來之 

女性參政情形並無太大改善。 

西北特區： 

特區婦女理事會為加強推動婦女從政，起草相關行動計畫及

宣傳活動，展開一系列參政入門講座，教導婦女如何籌劃  

選舉造勢活動。特區婦女任職特區董事會、社區理事會及  

市議員之比例均有成長。女性省議員人數由 2015 年僅 2 名

女性，全國比例最低，進展至 2019年 10月省選，19位省議

員中 10 位女性當選，成為全國女性省議員比例最高的省及

特區之一。現任省長 Caroline Cochrane為目前加國 13個省

及特區中在任最久之女性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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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聯邦政府： 

加國政府曾於 2020年 11月 27日至 2021年 2月 28日進行

「2SLGBTQI+行動計畫調查」（2SLGBTQI+ Action Plan 

Survey），計有 25,636名居住在加拿大的 2SLGBTQI+者參與

問卷調查，分享其等在安全、健康、住房、就業之經歷，     

以及遭受歧視之情形。 

卑詩省： 

卑詩省政府已採用「GBA+」這項基於性別認同的分析工具，

來評估多元化的女性、男性和性別多樣化群體對各項政策、

計畫和舉措的不同體驗。「GBA+」考量多重身分因素，例如

性別認同、種族、族裔背景、年齡和殘障狀況等，響應所有

卑詩省民的多樣化需求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聯邦政府： 

加國「婦女暨性平部」（WAGE）依據其所擬定《2023 年至

2024行動計畫》，將與相關利益團體（包括民間社會組織、

勞工團體、私部門、其他政府部門及原住民等）合作，規劃

及編列相關計畫經費，例如「婦女建設未來」（Women Building 

Futures, WBF）計畫，積極促進所有人融入加國經濟、社會

與政治生活。 

卑詩省： 

卑詩省政府提供 500 萬加元經費，全省將會有更多人獲得

全新培訓資源和計畫，以支持他們投身技術行業工作並完成

學徒培訓。該筆部分預算將用於卑詩技術行業婦女中心 

（BC Centre for Women in the Trades, BCCWITT），提供學徒

訓練預備班、學徒培訓及就業機會，並為曾經受虐待或弱勢

婦女提供技能培訓及可負擔的教育機會，以吸引更多婦女 

投身技術行業工作。省府資金亦會用於協助消除婦女、原住

民及其他弱勢團體在從事技術行業或完成學徒期時所遇到

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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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達省： 

亞省社福慈善機構Women Building Futures（WBF）自 1998

年起招募女性提供職能訓練，協助婦女在男性居多、利潤  

較高的行業謀職。2023 年 3 月與聯邦政府合作，為卡加利 

移民婦女協會 （Calgary Immigrant Women’s Association）  

補助 140多萬加元（$1.4 million），幫助女性移民開啟或繼續

發展有志成為幼教工作者，旨在消除障礙，改善條件，幫助

學員接受並完成托兒專上教育和就業培訓。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政府成立「沙士卡其灣學徒及技工證照委員會」

（ Saskatchewan Apprenticeship and Trade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SATCC），與專上教育機構、原住民社區、企業

及工會建立夥伴關係，藉由辦理校園講座、設置實作攤位等，

推動更多婦女加入非傳統產業。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聯邦政府： 

加國「婦女暨性平部」（WAGE）透過執行《2023年至 2024

行動計畫》，已將第一項優先重點工作設定為「預防和解決 

基於性別的暴力」（GBV），期從根本層面保障婦女安全。   

計畫內容包括提供資金資助預防性別暴力相關計畫，以強化

原住民婦女和 2SLGBTQQIA+組織能力，另為青年辦理性別

暴力意識活動，透過教育提高對性別暴力之防衛意識。 

卑詩省： 

卑詩省於 2018 年創立 Building BC：Women's Transition 

Housing Fund，在 10 年內補助該基金 7.34 億，為逃離暴力

的婦女和兒童建立 1500 個過渡住房和長期住房空間，供   

遭受暴力或有暴力風險的婦女使用。 

2023年 5月宣布 Salal性暴力支援中心（Salal Sexual Violence 

Support Centre，簡稱 Salal）和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協會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 Society，簡稱 IRSSS） 

兩單位將於未來 4年內獲 275萬元聯邦撥款，擴大支援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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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倖存者的 24小時危機熱線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危機評估、

即時安全計劃，以及配合原住民受害人的獨特需要。 

亞伯達省： 

2022 年 12 月亞伯達省政府與加拿大婦女和性別平等組織  

合作，為遭遇性別暴力的阿省民眾提供危機支援，政府投資 

300 萬加元用於 211熱線，以確保亞省省民在需要時能得到

支援。該項補助將有助於繼續建立一個可信賴、精簡的全天

候服務，幫助亞省省民獲得滿足其緊急需求的資源。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省府為受暴婦女提供之相關服務包括中途之家、性侵 

輔導、家庭諮商等，其中沙省性侵受害者服務中心（SASS） 

為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和政府共同合作，為沙省受性暴力  

影響者提供支持。另沙省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比例在全國 

排行榜亦居高，沙省的 Saskatoon Interval House為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安全的住宿服務。 

育空及西北特區： 

依據加拿大統計局資料，兩特區分別有 52%的女性和 54%的

男性受訪者表示，在 15 歲以後至少遭受過一次性侵或身體

傷害。 

育空特區性侵回應機構（SART） 提供安全保護網絡，以   

關懷及積極協助方式照護受害者。 

西北特區如遭受性暴力可分別向 YWCA Alison McAteer 

House、Family Violence Shelters等機構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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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2023 多倫多國際婦女節（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oronto 

2023） 

根據 IWD Toronto官網顯示，每年固定於三月八日婦女節在多倫

多舉辦遊行，規模為全美最大遊行之一，由 IWD組織委員會、

「女性支持移民女性」（Women Working with Immigrant Women）

社會團體及其他與勞工、性別正義等議題相關之團體共同主辦

該遊行。 

2. 2023年 8月 19~27日聯邦政府於渥太華舉行 2023 Capital Pride 

Festival。小杜魯道總理就任以來多次在加國各大城 Pride 遊行 

現身，展現對性別主流化之支持，最近一次參加愛德華王子島  

7月 29日遊行。 

3. 聯邦政府將 2023 年夏季訂為 Pride Month，與各級政府與民間  

團體組織合作，在渥太華與加國各地針對不同族群、不同職業 

群體，共同舉辦多元類型之慶祝活動與紀念儀式。 

4. 2023 年 5 月 9 日溫哥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卓越女性獎（YWCA 

Metro Vancouver Women of Distinction Awards），設立於 1984年，

表揚對社區福祉及未來發展有傑出貢獻的女性及支持員工健康

及多元需求的企業及組織。每年 1 月初開始接受提名，3 月初  

截止，5、6月間舉行頒獎。 

5. 202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溫哥華自豪節（2023 Vancouver 

Pride Festival）。由 Vancouver Pride Society主辦多元包容的慶祝

活動，致力倡導 2SLGBTQAI+社群的自我意識、能見度及多樣

性，促進性別平權，推動整體福祉。 

重要婦權團體 

1. 加拿大全國女性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of Canada）： 

關注有關家庭、社區及國家等議題並適時向政府提出建言。

http://www.ncwcanada.com/ 

2. 加拿大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 Canada）： 

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多功能婦女服務團體，提倡透過研究及  

會員社團加強兩性平等。 

http://ywcacanada.ca/en 

http://www.ncwcanada.com/
http://ywcacanada.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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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拿大婦女基金會（Canadian Women’s Foundation）： 

專門幫助婦女遠離暴力、貧窮並恢復信心。 

http://canadianwomen.org/ 

4. Equal Voice： 

加國前總理 Kim Campbell 於 2001 年創立之跨黨派之全國性   

組織，致力於提升女性政治人物當選加國各級議會議員之比率，

以落實婦女參政之理念。 

http://equalvoice.ca 

5. 多倫多婦權集合 TOFemCo （Toronto Feminist Collective）： 

位於多倫多市中心，透過組織各種活動及網路傳播展現平權  

力量。 

http://www.tofemco.com/about/ 

6. West Coast LEAF： 

卑詩省非營利組織西海岸婦女法律教育及行動基金會，成立於

1985 年，旨在深化婦女、受性別歧視族群以及原住民和社區的

正義和實質平等，透過訴訟、法律改革、教育大眾等途徑增進  

婦女權益，創造更加公平、便利和公正的法律體系。 

https://westcoastleaf.org/ 

7. Minerva BC： 

卑詩省非營利慈善機構，成立於 1999年，致力於透過擴大女性

的教育、職業和領導機會以促進性別平等。 

https://minervabc.ca/ 

8. Women’s Centre of Calgary： 

亞伯達省卡加利市婦女互助會慈善機構，旨在集結婦女力量， 

改善婦女生活，並定期聚會，討論公共政策及社會問題，盼對  

政府決策發揮影響。 

https://www.womenscentrecalgary.org/ 

 

 

http://canadianwomen.org/
http://equalvoice.ca/
http://www.tofemco.com/about/
https://westcoastleaf.org/
https://minervabc.ca/
https://www.womenscentrecalg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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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Mary Simon 

加國首位原住民女性總督 

 

Christina Alexandra Freeland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方慧蘭 

 

Marie-Claude Bibeau 

國稅部長 

 

Mélanie Joly 

外交部長 

趙美蘭 

 

Diane Lebouthillier 

漁業、海洋暨海巡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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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Qualtrough 

運動暨體育部長 

 

Patty Hajdu 

原住民服務部長兼管 

北安大略省區域經濟發展署 

 

Karina Gould 

自由黨眾議員領袖 

 

Ginette Petitpas Taylor 

退伍軍人部長兼 

國防部仲部長 

 

Mary Ng 

促進出口、國貿暨經濟發展部長

伍鳳儀 

 

Filomena Tassi 

南安大略省經濟發展署部長 

 



16 
 

Anita Anand 

國庫部長 

阿南德 

 

Gudie Hutchings 

鄉村經濟發展部長兼管 

大西洋區域機會署 

 

Marci Ien 

婦女、性平暨青年部長 

 

Kamal Khera 

多元、包容暨身障人士部長 

 

Pascale St-Onge 

加拿大傳承部長 

 

Soraya Martinez Ferrada 

觀光部長兼管 

魁北克區域經濟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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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ara Saks 

心理健康暨藥物成癮部長 

兼衛生部仲部長 

 

Jenna Sudds 

家庭、兒童暨社會發展部長 

 

Rechie Valdez 

小型企業部長 

 

Melissa Lantsman 

保守黨副黨魁 

 

Kerry-Lynne D. Findlay 

保守黨黨鞭 

 

Claude DeBellefeuille 

魁團黨黨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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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Blaney 

新民主黨黨鞭 

 

Brenda Shanahan 

自由黨核心小組主席 

 

Marie-Hélène Gaudreau 

魁團黨核心小組主席 

 

Jenny Kwan 

新民主黨核心小組主席 

 

Carol Hughes 

助理副議長兼 

全體委員會副主席 

（新民主黨） 

 

Alexandra Mendès 

助理副議長暨 

全體委員會助理副主席 

（自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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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Sgro 

自由黨議員 

眾議院國貿委員會主席 

台加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 

 

 Danielle Smith 

亞伯達省省長 

 

Caroline Cochrane 

西北特區省長 

 

Salma Lakhani 

亞伯達省省督 

 

Janet Austin 

卑詩省省督 

 

Angélique Bernard 

育空特區區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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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M. Thom 

西北特區區督 

 

Anne Kang 

卑詩省城鎮事務廳長 

 

Bowinn Ma 

卑詩省應急管理及氣候準備廳長 

 

Sonia Furstenau 

卑詩省綠黨黨領 

 

Kasari Govender 

卑詩省人權理事會專員 

B.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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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 Jones 

安大略省副省長 

屬目前安省執政黨安大略進步  

保守黨 

Olivia Chow 

鄒至蕙 

多倫多市長 

無黨籍，為首位華裔市長。主要  

政見為承諾提高房屋空置稅，   

增建廉租房、平價屋等，讓城市  

更加宜居。 

 Lily Cheng 

陳伶俐 

多倫多市議會市議員 

Councilor of Toronto City Council  

理念為建立緊密連結的社群，任內

建立位於社區內之兒童中心。  

相關網路資源 

 聯邦政府之「加拿大婦女與性別平等部」網站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 

 聯邦 2SLGBTQI+ 行動計畫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en/free-to-be-me/federal-

2slgbtqi-plus-action-plan.html 

 加拿大政府參與 CEDAW相關文件網站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

aspx?CountryCode=CAN&Lang=EN 

 加拿大政府實施聯合國安理會行動計畫網站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START-GTSR/women_canada_acti

on_plan-plan_action_femme.aspx?lang=eng 

 卑詩省省政府性別平權網站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gender-equity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en/free-to-be-me/federal-2slgbtqi-plus-action-plan.html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en/free-to-be-me/federal-2slgbtqi-plus-action-plan.html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ountryCode=CAN&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ountryCode=CAN&Lang=EN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START-GTSR/women_canada_action_plan-plan_action_femme.aspx?lang=eng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START-GTSR/women_canada_action_plan-plan_action_femme.aspx?lang=eng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gender-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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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省新民主黨政婦權委員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bcndpwrc/ 

 亞伯達省政府婦女地位推特 

https://twitter.com/alberta_women?lang=en 

 沙士卡其灣省婦女地位辦公室 

https://www.saskatchewan.ca/government/government-structure/b

oards-commissions-and-agencies/status-of-women-office 

 育空特區性別平權指標 

http://yukongenderequality.com/ 

 西北特區促進婦女平等問題 

https://www.eia.gov.nt.ca/en/priorities/advancing-womens-equality

-issues 

 西北特區婦女地位理事會 

https://www.statusofwomen.nt.ca/ 

 

 

 

 

 

 

 

 

 

 

 

 

 

 

 

 

 

 

 

 

https://www.facebook.com/bcndpwrc/
https://twitter.com/alberta_women?lang=en
https://www.saskatchewan.ca/government/government-structure/boards-commissions-and-agencies/status-of-women-office
https://www.saskatchewan.ca/government/government-structure/boards-commissions-and-agencies/status-of-women-office
http://yukongenderequality.com/
https://www.eia.gov.nt.ca/en/priorities/advancing-womens-equality-issues
https://www.eia.gov.nt.ca/en/priorities/advancing-womens-equality-issues
https://www.statusofwomen.n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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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北美地區 

國家 美國 

駐外館處 

駐美國代表處、駐丹佛辦事處、駐亞特蘭大辦事處、駐檀香山辦事處、 

駐洛杉磯辦事處、駐紐約辦事處、駐芝加哥辦事處、駐關島辦事處、   

駐波士頓辦事處、駐舊金山辦事處、駐邁阿密辦事處、駐休士頓辦事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進程： 

1. 美國於 1980 年 7 月 17 日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惟美聯邦參議院迄未完成批准程序。    

美國國內保守政黨及團體為主之反對意見認為，批准

CEDAW 將侵害美國主權及人民自由，導致國際法及國際  

組織凌駕於美國憲法及國內法之上，亦可能使國際社會藉此

施壓美國接受性交易合法化等政策。 

2. 為推動 CEDAW，洛杉磯前市長 Eric Garcetti 與「洛杉磯    

聖瑪莉山學院」（Mount St Mary’s College）及「洛杉磯市    

婦女現狀委員會」（City of Los Angele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在 2015年 8月 26日發表「洛杉磯婦女及

女孩現狀報告」（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Girls in 

Los Angeles）， Garcetti 市長當日並頒布「性別平等行政    

指令」（Executive Directive on Gender Equality）。 

3. 2023 年 6 月 23 日，美國聯邦眾議員 Jamaal Bowman       

（D-NY）、Ilhan Omar （D-MN）、Rashida Tlaib （D-MI）及

Debbie Dingell （D-MI）等 17 位聯邦眾議員聯署致函拜登

（Joe Biden）總統呼籲聯邦參議院儘速展開兩院協商批准

CEDAW。 

4. 加州向為美國人權指標之州，州議會曾兩度通過決議籲請 

聯邦政府推動 CEDAW進程，另包含舊金山市、洛杉磯市及

柏克萊市等市議會均通過法案，要求市府須依據 CEDAW  

規範保障女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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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前聯邦眾議員 Karen Bass （D-CA）於 2022年期中選舉

以得票率 54.8%贏得洛杉磯市市長寶座，成為洛杉磯市   

241 年來首位女性市長，亦是自 1973 年該市首位黑人市長

Tom Bradley （D）以來之第二位黑人市長。 

伊於同年 12月 11日宣誓就職典禮致詞時對同為締造歷史紀

錄之女性政治人物，包括首位女性副總統賀錦麗、首位女性

副州長 Kounalakis 及首位女性加州州參議會代議長 Atkins

及洛杉磯郡 5 位女性郡監督 Hilda Solis、Holly Mitchell、 

Lindsey Horvath、Janice Hahn 及 Kathryn Barger 致敬，      

並誓言將致力落實性別平權。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強化政府機制： 

2013 年 1 月 30 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um），重申促進性別平等及提升   

全球女性地位為當代最大挑戰之一，並授權國務卿任命   

一位無任所大使主管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        

（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此外，歐巴馬前總統   

對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推展全球性別平等，及強化

女性權益議題之成就表示肯定，並成立由國安會主導之   

性別平等議題跨部會工作小組。 

然而川普前總統似未延續歐巴馬前總統作法。拜登總統則於

2021 年 3 月 8 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白宮性別政策 

委員會」（White House Gender Policy Council），該會將負責

協調聯邦政府各部會促進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增進  

女性人權等。 

2. 川普前總統顧問暨第一千金伊凡卡（Ivanka Trump）2019年

2 月成立「婦女全球發展及繁榮倡議」（Women’s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itiative），旨在以全政府、     

跨部會方式提升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逾 5 千萬婦女權益，    

具體計畫包括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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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婦女倡議」（2X Women’s initiative），世界銀行之      

女性企業融資計畫（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女性連結挑戰（WomenConnect 

Challenge）。 

其中 OPIC「2X婦女倡議」部分又包括「2X非洲婦女倡議」     

（2X Africa Women’s Initiative）及「2X 美洲婦女倡議」        

（2X Americas Women’s Initiative），旨在吸引 3 億 5 千萬   

美元資金以促進逾 10億美元之經濟 效益，協助提升婦創業

及就業機會。 

3. 擴大全球女性經濟參與： 

包含推動 APEC「女性與經濟倡議」、 投資開發中國家女性

農業生產者、投資並鼓勵開發中國家之女性企業家、在 APEC

及國際勞工組織（ILO）提出增加女性就業機會及就業保障

之相關倡議與計畫等。 

4. 表揚推動女權與社會議題之傑出女性： 

2007 年起美國務卿每年頒發「國際婦女勇氣獎」 

（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表彰在國際上   

冒險推動人權、女權與社會進步有貢獻傑出女性。國務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 2021年 3月 8日頒獎給 14名

得獎人，另特別頒發榮譽獎項給 7名為阿富汗貢獻與付出而

遭殺害之阿富汗女性。 

5. 婦女、和平及安全國家行動計畫： 

2011 年 12 月，歐巴馬前總統發佈第 13595 號行政命令，   

推動美國「婦女、和平及安全國家行動計畫」（Instituting a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致力  

推動婦女在平等參與國際和平談判與重建，以保護受到戰爭

或其他衝突影響地區之婦女與孩童；2016 年 6 月白宮發佈

該計畫之報告，敘明美國在推動和平與防止對婦女暴力等之

計畫與措施。 

 



26 
 

6. 防治全球性別暴力： 

2012年 8月 10日，歐巴馬前總統發佈第 13623號行政命令，

推動「美國防制全球性別暴力策略」（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Globally），

要求 國務院及國際開發總署（USAID）將防制性別暴力   

策略結合外交及援外作為。國務院曾於 2015 年 12 月發佈 

評估報告，指出自 2012年以來該策略已取得實質進展。 

USAID於 2016年發佈更新之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Globally報告，內容除

說明聯邦政府機關間協調強化外，並規劃往後 3 年內美國 

處理性別暴力資源、目標、具體執行方式及成效評估等等。 

7. 打擊人口販運： 

2001 年起，美國務院每年發佈「人口販運報告」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其中對於世界各國防制   

人口販運情況加以分析與評比，報告內容對婦女遭到販運 

列為評比重點項目之一。 

2012年 9月 25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第 13627號行政命令，

對影響眾多女性及兒童之跨國人口販運議題宣示美國    

「零容忍」政策，並強化打擊人口販運作為。 

美國務院於 2021 年 7 月 1 日發佈年度「人口販運報告」，  

強調在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氣候變遷日益嚴重之際，諸多  

挑戰將促使現有問題如人口販運等更為惡化，美國將賡續 

致力於打擊人口販運等不法行徑。 

8. 女性及家庭衛生議題： 

美國「全球衛生倡議」（GHI）及「對抗愛滋病緊急援助計畫」

（PEPFAR）均特別著墨性別議題與全球衛生整體策略之  

結合。 

9. 擴大全球女性教育機會與領導角色： 

包含國務院、國際開發總署（USAID）、國土安全部及司法部

等分別推動促進女性參與公職、協助女性手機通訊、訓練  

女性執法人員等各項跨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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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際組織合作： 

包含與聯合國各專門機構、G20 會員國、G7 會員國、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合作推動性別平等議題。   

2012年 9月，美國於聯合國大會提出「平等未來夥伴關係」  

（Equal Futures Partnership），推動各國投入擴大女性參政及

經濟參與機會。 

11. 全球計畫： 

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自 2009 年起，透過小額融資協

助當地婦女組織，以助其發起各種活動，改善婦女當地生活，

例如提升識字率及工作技能等。 

12. 2020年 11月洛杉磯前市長 Eric Garcetti與英國倫敦、西班牙

巴塞隆納、墨西哥的墨西哥市、獅子山的自由城及日本東京

等城市發起名為「改變」（CHANGE）的城市連線以推動性別

平等，並由 Garcetti市長擔任首任主席 

13. 拜登政府自 2021年上任以來，即積極在全球促進性別平等，    

包括： 

（1）在「聯合國世代平等論壇」（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

作出多項承諾，包括建立「性別衡平及平等行動基金」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Action Fund, GEEA），並於

2022會計年度投入 2億美元以促進全球婦女與女童經濟

安全、預防針對性別之暴力及支持遭邊緣化之社群； 

（2）在 2023年會計年度提出透過援外計畫，提供 26億美元

預算以促進性別衡平及平等； 

（3）發布總統備忘錄，命令所有涉外聯邦機構確保其外交  

政策及援外計畫，積極促進及保護多元性別人士人權； 

（4）在「民主峰會」發起「增進婦女與女童之公民與政治    

領導倡議」（Advancing Women’s and Girls’ Civic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itiative），以加強其政治參與； 

（5）在「民主峰會」承諾領導「因應針對性別之網路騷擾及

霸凌全球行動夥伴」（Global Partnership for Gender-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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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Harassment and Abuse），並擬在「聯合國婦女地位

委員會」正式發起； 

（6）與 G7 國 家 共 同發 起 「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Partnership」，其中一項目為聚焦性別衡平及平等； 

（7）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向   

美國會提交「2021 年婦女、和平與安全報告」，就確保  

婦女參與衝突避免、解決、穩定與安全擬定新策略； 

（8）國務院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 Geeta Rao Gupta 於

2023 年 8 月出席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WEF），      

聚焦於數位包容與創新、性別與氣候之關連及建立具   

韌性社區及照護經濟等。   

14. 拜登總統於 2021 年 3 月 8 日設立性平政策委員會       

（The Gender Policy Council ），並於 2023年 2月發表首次

性別平等策略與報告「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in the U.S.」，做為指導美國政府努力促進性平及   

國際參與政策之依據。此外，為回應聯合國 2023 年婦女節

主題《Digit ALL》，提出旨在促進女性經濟賦權與女性主導

科技公司發展之 POWER計劃。 

https://www.whitehouse.gov/gpc/briefing-

room/2023/03/15/release-of-the-national-strategy-on-gender-

equity-and-equality-progress-report/ 

15. 加州州府近年致力推動提升職場兩性平權相關政策，2022年

7月州長 Gavin Newsom簽署州參議員 Monique Limόn所提

出之 SB 1162法案，確保不同性別、族裔在職場均獲平等之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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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性別平等相關聯邦法律包括 1964年之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第七款所陳：禁止就業領域性別上的歧視。

此法案並延伸到性騷擾和歧視懷孕婦女等議題。此外，     

美國各州、郡也可比照聯邦法律制定本地反婦女歧視法。 

美國憲法中迄未納入明確防止性別歧視的「平等權利修正

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惟多年來美國最高法院   

一些判決指出：憲法第 14 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14thAmendment）已具備禁止

性別歧視的精神內涵。 

2. 2009年 3月 11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第 13506號行政命令，

成立白宮「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該會旨在協調美聯邦政府各部會施政納入性別平等

議題相關考量，並整合各部會資源。該會初期主要政策目標

包含提升女性經濟地位及確保女性經濟安全，與各部會合作

規劃可維持工作與家庭生活均衡政策，與副總統及司法部防

制女性暴力辦公室等相關單位合作，擴大美國國內外防制對

女性施暴之相關作為，以及推動健全家庭與提升女性醫療 

照護之相關政策。 

然而川普前總統就任後，該委員會新任主席懸缺多時，嗣於

2017 年中因川普前總統認為委員會功能與其他機構過於  

相似與重複而解散，拜登總統就任後則成立前述「白宮性別

政策委員會」取而代之。 

3. 依據“US News & World Report”於 2020年 8月 24日發佈之

調查報告，新墨西哥州、亞利桑納州及加州分別在「工作   

環境之性別友善度」、「衛生與教育」及「婦女政治賦權」等

三項之綜合評為全美各州之第四、五及十名。 

4. 在 LGBTQ權益保護方面，西岸各州通過法如下： 

 同性關係合法化：新墨西哥州（1975年）、加州（1976年）、

亞利桑納州（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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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婚姻合法化：加州（2008 年）、新墨西哥州 （2013

年）、亞利桑納州（2014年）、科羅拉多州（2014年）。 

 反就業歧視法：加州（1959年）、新墨西哥州（1969年）、

亞利桑納州（2020年）、科羅拉多州（2015年）、內布拉

斯加州（2018年，2021年續修訂） 

5. 加州前州長布朗（Jerry Brown）於 2017年 10月 15日簽署

通過 SB179性別身分法案，在身分證明或駕照性別欄上，除

了男女兩種選擇外，多出第三種選擇：二者皆非（nonbinary）。 

6. 根據 2021年 11月發布的《美國性別公平與平等國家戰略》

（U.S. 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美國

將加強全國和全球政策，消除一切形式基於性別的暴力，  

通過提供服務支持倖存者，同時加大基於性別的暴力預防 

力度。美國近期可望發布首個國內《結束性別暴力全國行動

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 to End Gender-Based Violence）

以及更新《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預防和應對性別暴力戰略》    

（ U.S. Strategy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Globally）。 

7. 保護婦女墮胎權：美國著名憲法判例「羅訴韋德案」2022年

6 月遭最高法院推翻，撤銷美國憲法對墮胎權之保障。     

伊利諾州本年 7 月 31 日宣布投注 1,500 萬美元預算，推動

支持及保護婦女墮胎權益之多項措施，包括歡迎外州婦女前

往伊州進行墮胎、給意圖墮胎婦女更多醫療便利服務、保險

給付補助及旅行津貼等，以力推保護伊州婦女合法墮胎權。 

8. 拜登總統 2021 年上任後即成立「白宮性別政策委員會」

（Gender Policy Council），並公布「全國性別衡平及平等   

策略」（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列出 10 項優先推動項目，包括改善經濟安全、根除基於    

性別之暴力、改善擴大健康照顧、確保公平機會及教育、   

促進在移民及司法系統之性別衡平及公平、促進人權及法律

之性平、提升在安全及人道救助之性平、促進在因應氣候  

變遷之性平、縮減在科技數理方面之性別差距及促進在   

民主、議會代表及領導力之完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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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 年美國司法部提供 10 億美元資金，以強化 1994 年  

《針對婦女暴力法案》（VAWA） 實施計劃，預算大幅增加，

旨在支援女性受害者法律援助及過渡性住房需求等措施，  

該預算亦特別支持和保護性暴力倖存者，其中包括家庭暴力

預防和服務（FVPSA）計劃之 5.19 億美元。 

10. 拜登政府於 2023 年 2 月就上述策略發布執行進展報告，   

說明「拯救美國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為數百萬    

承受疫情負擔之美國婦女提供立即救濟；「降低通膨法」調降

處方藥價格；通過及簽署「懷孕職員公平法」（Pregnant 

Workers Fairness Act），使懷孕職員不致遭工作歧視；透過  

建立「性別衡平及平等行動基金」促進全球婦女經濟安全；

發布行政命令建立生殖保健工作小組，保障婦女墮胎及避孕

權等；簽署對婦女施暴再授權法，擴大對倖存者之保護與   

支持；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各聯邦政府機關強化對多元性別及

其家庭之保護，以免遭歧視等。 

11. 另喬治亞州設有性別平等委員會（The Georgia Commission on 

Equal Opportunity），經歷性別歧視相關狀況之婦女，可透過

網站申訴，此外，該委員會透過社群媒體及舉辦主題工作坊，

宣導性別平等涵蓋議題。 

https://www.whitehouse.gov/gpc/briefing-room/2023/03/15/president-

bidens-fy-2024-budget-advances-gender-equity-and-equality/ 

https://gceo.georgia.gov/ 

12. 關島及北馬利安納群島邦（CNMI）分別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及 6 月 26 日完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現任關島副總督     

譚里諾（Joshua F. Tenorio）亦為全美首位出櫃副州長。 

13. 紐約州法律彙編（New York Consolidated Law）之勞工法

（Labor Law）第 6條第 190、191-a節及第 194至 198- a節

明定公平薪酬適用於公私部門。1945年通過《紐約州人權》，

禁止在就業、性別、性取向、婚姻狀況、殘障及軍人身分或

任何其他特徵的歧視。紐約州並根據該法成立人權局，對  

非法歧視行為進行起訴、接受投訴，並對公眾進行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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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政府成為全美首個通過《禁詢薪酬法案》的市政府，

要求雇主不得詢問求職者之薪酬歷史，以避免女性及有色 

人種遭系統性低薪雇用。 

14. 紐澤西州法規彙編（New Jersey Revised Statues）第 34部、

第 11 章、第 2A 條 34 節中規定，禁止因性別而有薪酬之   

歧視，亦禁止雇主詢問求職者過去薪資待遇，相關保障    

明訂於「反歧視法」（Law Against Discrimination）中，州長   

Phil Murphy 於 2018 年 1 月 16 日簽署第 1 號行政命令，   

主張性別平等並保障婦女獲公平支薪；於 2018年 4月 24日

簽署以前州參議員 Diane Allen 為名之公平薪酬法，禁止   

雇主針對不同族群（女性）支付不同薪資；於 2021 年 3 月

簽署 LGTQI+及長者第 S254 號法案，保障相關族群及 HIV

患者之權益。 

15. 康乃狄克州在就業、住房、公共住宅、借貸、公務員聘用等

均已立反歧視法；另康州已通過反歧視、霸凌 LGBTQ族群

之州法，並規定學校課程大綱須將 LGBTQ族群納入考量。 

康州州長 Ned Lamont於 2019年上任後，在州長辦公室下設

「婦女委員會」（Governor’s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並任命副州長 Susan Bysiewicz 為主席，統籌協調州政府   

各項影響婦女權益之政策，以示州府對兩性平權之承諾。 

16. 賓夕凡尼亞州州政府設有女性委員會（Commission for 

Women）專職向州長提供兩性平權之政策建議。賓州亦透過

法案提升性別平等環境，對於所有性別免於歧視的人際關係

法（Pennsylvania Human Relation Act）促進就業、居住及    

政府服務不因性別不同有所差異；同薪法案（Equal Pay Law）

減少因性別而產生之薪資差距；要求企業針對職場性騷擾 

制定規範，以減少此事件發生機率；促進教育兩性受教權之

平等，讓所有性別之學生都有受教權利並減少以性別為主的

霸凌歧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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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女性參政現況：  

1. 女性閣員暨閣員級官員： 

目前拜登總統重要內閣之女性閣員除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外，已獲參院通過完成任命者計有商務部長     

Gina Raimondo、內政部長 Deb Haaland、住房暨都市發展  

部長 Marcia Fudge、財務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能源部長 

Jennifer Granholm及「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代表戴琪 

（Katherine Tai）等共 10人（佔 23名內閣總比例為 43.5%）。 

2. 國會： 

第 118 屆國會創下多項紀錄，其中女性聯邦參眾議員達到

149人，比第 117屆國會創下的紀錄又多出兩人；有色人種

女性議員今年也打破紀錄有 58 人；眾院拉丁裔和非裔女議

員也創下歷來最多人數；新國會還有眾院首位 Z世代議員和

史上任職最久的女性議員。 

3. 最高法院大法官： 

8 名大法官中女性有 4 名: Sonia Sotomayor, Elena Kagan,  

Amy Coney Barrett及 Ketanji Brown Jackson （比例: 50 %） 

4. 州長： 

50 名州長中有 12 名女性：新墨西哥州州長 Michelle Lujam 

Grisham、奧勒岡州州長 Tina Kotek、阿拉巴馬州州長     

Kay Ivey、愛荷華州州長 Kim Reynolds、密西根州州長

Gretchen Whitmer、南達科他州州長 Kristi Noem、緬因州州

長 Janet Mills、堪薩斯州州長 Laura Kelly、阿肯色州州長 

Sarah Huckabee Sanders、亞利桑那州州長 Katie Hobbs、    

麻薩諸塞州州長Maura Healey、紐約州州長 Kathy Hochul、

以及關島總督 Lourdes A. Leon Guerrero（比例 24%）。 

5. 紐約州現任州長 Kathy Hochul 為紐約州首位民選州長、    

紐約州檢察長 Letitia James 亦為女性。參議會 63 名參議員

中有 19名為女性，占 30%；150名眾議員中，則有 48位為

女性，占 3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nia_Sotomay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na_Kag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y_Coney_Barret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tanji_Brown_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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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紐澤西州政府 25 名閣員中，女性共 13 位，比例為 52%；  

參議會 40名參議員中有 11名為女性，占 27.5%；80名眾議

員中，則有 32位為女性，占 40%。另，紐澤西州長 Phil Murphy

夫人 Tammy Murphy透過其影響力，增進女性從政策議題 。 

7. 康乃狄克州政府 6席民選首長，女性 2席，占 33.3%，包含

副州長 Susan Bysiewicz 及州務卿 Thomas Stephanie；      

州議會中，參議會 36 席，女性占 12 席；眾議會 151 席，   

女性佔 59席，州議會女性占 38%。 

8. 賓夕凡尼亞州政府 23 名閣員中，女性共 8 名，占 34%，     

參議會 50 名參議員中有 17 名為女性，占 34%；203 名      

眾議員中，則有 52位為女性，占 25.6%。 

9. 加州傑出女性政治人物甚多，具有代表性者包含賀錦麗

（ Kamala Harris ） 副總統、現任資 深聯邦參議員        

Diane Feinstein、前任國會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現任副州長 Eleni Kounalakis（謹按:伊已宣布將角逐 2024   

州長選舉）等；華裔女性重要政治人員則包含加州財務長  

馬世雲（Fiona Ma）、Fremont 市市長高敘加（Lily Mei）、

Cupertino市市長魏虹等。 

10. 新墨西哥州州長 Michelle Lujam Grisham、亞利桑納州州長

Katie Hobbs。 

11. 佛羅里達州共有 9位女性聯邦州議員。另於州議會層級則有

16位女性州參議員，包含參議長 Kathleen Passidomo、50位

女性州眾議員，佔佛州議會整體比例 41.3％。此外，佛州   

副州長 Jeanette Nunez 及檢察總長 Ashley Moody均為女性，

於地方層級則有 24 位市長，於全美各州女性參政排名中   

屬中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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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1. 美國政府積極投入協助擴大其他國家女性參政，例如於聯合

國大會提出「平等未來夥伴關係」（Equal Futures Partnership），

內容包含鼓勵各國擴大女性參政，國務院及美國國際開發署

均有與各國相關合作計畫，以推動擴大女性參政。 

2. 歐巴馬前總統任內曾任命 10 位女性擔任內閣閣員，超越   

過去所有美國總統。此外，渠任內所提名並經聯邦參議院  

通過之 2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均為女性（Sonia Sotomayor 及

Elena Kagan）。川普前總統上任至今，其任用女性閣員比例

（約 13%）明顯較歐巴馬總統少；拜登總統則與歐巴馬前總

統同樣任命 10名女性（43.5%）擔任內閣閣員。 

3. 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政黨均有婦女委員會和社交俱樂部等

組織，針對提高婦女政治意識做廣泛宣傳，或對競選公職的

女性從事培訓。美國培養婦女政治意識主要透過民間組織和

政黨，政府甚少參與。 

4. 美國前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企業中，現有 41 名女性  

總裁，為歷史新高，且首次非裔女性擔任前五百大企業總裁，

分為沃博聯（Walgreens Boots Alliance）Roz Brewer 及      

美國教師保險與年金協會（TIAA）Thasunda Brown Duckett；

女性總裁包括通用汽車Mary Barra、花旗集團 Jane Fraser、

CVS健康 Karen S. Lynch等，比例為 8.1%。 

5. 美國國際開發署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第一屆民主峰會提出

《擴大推進婦女公民和政治領導力》倡議，旨在通過培養  

女性政治領導人，促使女性能安全、有意義地參與政治、   

建設和平和過渡進程，消除婦女政治賦權之障礙。該倡議  

大力預防和減少政治和生活中針對婦女之暴力行為。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

03/28/the-status-of-women-is-the-status-of-democracy-advancing-wo

mens-political-and-civic-participation-and-leadership-at-the-second-s

ummit-for-democrac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8/the-status-of-women-is-the-status-of-democracy-advancing-womens-political-and-civic-participation-and-leadership-at-the-second-summit-for-democrac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8/the-status-of-women-is-the-status-of-democracy-advancing-womens-political-and-civic-participation-and-leadership-at-the-second-summit-for-democrac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8/the-status-of-women-is-the-status-of-democracy-advancing-womens-political-and-civic-participation-and-leadership-at-the-second-summit-for-democrac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8/the-status-of-women-is-the-status-of-democracy-advancing-womens-political-and-civic-participation-and-leadership-at-the-second-summit-for-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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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紐約州勞動廳於 2022年公布「女性勞動力及公平解決方案」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nd Explore Equitable Solutions） 

報告。 紐約 定期 公布女 性在 紐約 州的經 濟地位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New York State）。 

7. 紐澤西勞動廳（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NJDOL）負責女性勞動力等議題之研究與   

調查，並定期公布報告。紐澤西定期公布女性在該州的經濟

地位（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New Jersey State）。

紐澤西州立大學 Rutgers 及紐澤西女性及工作委員會    

（New Hersey Women and Workforce Council）均從事有關  

婦女及性別主流化議題之研究。 

8. 由於前述女性政治人物傑出表現，近年女性於加州政治舞台

角色日益重要，2022年大選結果女性囊括 42%議會席次，較

5年前僅占 22%大幅上升，並續積極推動各種性別平權議題。 

9. 自 1970 年以來，墮胎一直是夏威夷政壇的冷門議題，當時

夏威夷已是美國第一個墮胎合法化的州，也是全美第一個 

全數郡議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立法的州。

但是，2020年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裁決，使此議題又成為該年夏威夷州長競選主要政見之一。

夏威夷女權團體亦因此開始積極推動維護婦女墮胎權等  

一連串女權活動，由於大部分夏威夷人均支持墮胎權，上述

女權活動訴求及性別主流化議題因此獲得廣大支持，女性 

政治意識也隨之大幅成長。 

10. 佛羅里達州議會設有女性立法內閣，協助女性議員就女性 

參政上遇到之家庭等問題進行意見分享，另有諸多民間機構

透過活動方式培養女性參政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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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1. 美國之婚姻關係由各州法律自行規範（例如結婚之年齡、  

程序及權利與義務等），然而各州婚姻關係法律必須符合  

美國憲法之規定。麻州最高法院（Supreme Judicial Court）於

2003 年 11 月在 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Health 案判決   

禁止同婚違反該州州憲法後，各州逐漸以法院判決或通過 

法律之方式將同性婚姻合法化，2015 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

於 Obergefell v. Hodges 案上，判決當時仍規定婚姻關係為 

一男一女之 16 州州法律違憲並要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且須

給予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同等權益，同性婚姻因而在全美 

取得合法化地位，且在法律上權利與義務與異性婚姻相同。 

2. 反性騷擾”Me Too”運動於 2006年由社運人士Tarana Burke

發起，該運動於 2017 年下旬在女星 Alyssa Milano 於社群  

媒體響應後迅速獲得迴響，嗣後陸續有演藝圈、政界及體育

界等知名人士遭揭發性騷擾行為，而 Tarana Burke 即開始  

四處演說並宣傳反性騷擾運動，成為美國反性騷擾運動之 

領導人物。 

3. 「美國女性報告」： 

2011年 3月，白宮「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主導聯邦政府

管理及預算辦公室、經濟統計署及商務部共同撰擬       

「美國女性報告」（Women in America Report），此係美國   

政府首度就美國女性議題，整合聯邦政府各部會相關資料及

統計數據製作之綜合性報告，內容包含「個人、家庭及收入」、

「教育」、「就業」、「醫療衛生」及「犯罪與暴力」等五大     

項目。川普前總統卸任前至拜登總統就任後，至今未發表  

後續或更新報告。 

4. 「追求有色人種女性與女童平等」報告： 

2016 年 12 月白宮「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發布        

「追求有色人種女性與女童平等」報告（Advancing Equity for 

Women and Girls of Color: 2016 Updated Report），更新    

2014年與 2015年該委員會所發布針對有色人種婦女與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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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困難之報告，並指出歐巴馬政府改善彼等困難所作之

努力與措施，包括處理婦女與女童在教育、經濟及安全上  

困境等議題，川普前總統卸任前至拜登總統就任後，至今未

發表後續或更新報告。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images/

2016%20CWG%20WGOC%20REPORT%20.pdf）  

5. 奧勒岡州自 2017 年 7 月 1 日開放民眾於駕照或身分證件  

申請登記新的性別選項，成為全美第一個允許個人身分證件

登記性別為非男或非女之州。 

6. 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於 2017 年 10 月 15 日簽署    

通過 SB179性別身分法案，在身分證明或駕照性別欄上，除

了男女兩種選擇外，多出第三種選擇：二者皆非（nonbinary）；

目前全美共 21州提供二者皆非之選擇。 

7. 加州近年除致力落實兩性平權，另已擴及對 LGBTQ等族群

權益之維護。除本年 7月州議會跨黨派支持通過法案，進一

步保障同性及跨族裔婚姻外，紐森州長曾多次發言誓言保障

LGBTQ 族群權益，並批評部分州政府對此議題立場保守，

亦歡迎此族群民眾來加州定居。 

8. 蒙大拿州於 2017 年 12 月立法通過，准許第三性得申請    

更正其出生證明性別欄位內容。 

9.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 

（WEF） 特別會議之報告顯示，美國性別主流化差距在   

某些領域有所縮小，尤其在經濟成果領域方面。該報告稱，

在一項衡量經濟機會和參與度的指數上，美國男女性之差距

縮小了近 80%。研究顯示，在收入平權方面，美國已經縮小

了約 67%之男女收入差距，延續了過去幾年逐步改善的   

趨勢。 

https://abcnews.go.com/Business/us-falls-significantly-globalra

nking-gender-equality-report/story?id=100236808 

10. 佛羅里達州女性於全美各州同工同酬施行排名上名列 19， 

男女在同樣工作職務上薪資差異為年薪 9,240美元。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images/2016%20CWG%20WGOC%20REPORT%20.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images/2016%20CWG%20WGOC%20REPORT%20.pdf
https://abcnews.go.com/Business/us-falls-significantly-globalranking-gender-equality-report/story?id=100236808
https://abcnews.go.com/Business/us-falls-significantly-globalranking-gender-equality-report/story?id=10023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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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1. 1963年聯邦同酬法（Equal Pay Act of 1963）及其後續修正案

規定「男女應同工同酬」。依據美國勞工部及學術界研究， 

在調整過學識、工作時數、工作樣式等變數後，美國 16 歲

以上男性與女性在同樣條件下所獲得薪資差距比例為    

1：0.84，25~34歲間之男、女性薪資差距比例則為 1：0.93。 

2. 美國勞工部核撥專款，協助接受職業訓練之婦女獲得價格 

合理且品質良好之托育計畫，並有專案計畫改善學校教育及

制度，鼓勵更多女性投入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

（STEM），藉以提升從事高薪及高技術性工作之女性比例。 

3. 加州近年婦女工作收入穩定成長，依據美國聯邦勞工統計局

的資訊，加州女性收入居全美前三位。另加州女性於職場  

擔任重要職務之比率亦日漸升高，依據加州女性及女孩地位

委員會（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Girls）發布報告，2022 年擔任主管職務之女性比例相較  

2017年已提升 3~7個百分點，成長顯著。 

4. 2023 年 3 月 13 日芝加哥市首位公開女同性戀非裔市長   

Lori Lightfoot 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芝市政府每 2 年進行   

「全面同工同酬審查報告」，以檢視芝市政府相關部門，針對

所轄近 3萬 2千名市府員工，有無在提供員工薪酬上，出現

對於「性別及種族」之差別待遇，並提出因應措施。 

5. 美國勞工部婦女局繼續通過「學徒和非傳統職業女性補助 

計劃」（ The Women in Apprenticeship and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 幫 助 女 性 獲 得 更 好 工 作 之 途 徑 ，        

WANTO 旨在增加從事學徒和非傳統職業之女性人數，

WANTO 贈款計劃則可幫助女性做好獲得高薪工作的準備。 

WANTO 獨特之處在於，受資助者提供工作技能培訓計劃，

幫助女性為有遠景的職業做好準備，同時幫助雇主創造一種

更能促進女性成功工作環境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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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喬治亞州民間許多學校跟企業有提供針對婦女職能發展

之訓練課程範例：Decatur的 Internaitonal Community School

就提供專門訓練來到喬州的難民女士們成為該校的老師、 

喬州大學（UGA）的人力資源部有特別設計針對女性主管的

八個月職涯訓練、喬州州立大學（GSU）針對執法人員的   

女性主管開設管理訓練。 

https://blog.dol.gov/2022/10/26/meeting-the-moment-expanding-care

er-pathways-for-women https://news.gsu.edu/2022/08/19/georgia-stat

e-launches-leadership-program-for-women-in-law-enforcement/ 

6. 佛羅里達州經濟機會局（Florid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Opportunity）在內等政府機構均提供婦女職業訓練及求職 

協助，另有諸多民間機構及學校亦提供相關免費或補助職能

訓練課程。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1. 婦女防暴法（VAWA）： 

1994 年柯林頓前總統簽署婦女防暴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對婦女人身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和

資助。2013年歐巴馬前總統簽署法案延長 VAWA，授權每年

約 5 億美元預算，用以打擊女性家庭暴力及性侵事件等。  

聯邦眾議院已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表決通過 VAWA 2021 

（H.R. 1620），目前仍待聯邦參議院通過。 

2. 防制校園性侵及青少年約會性暴力： 

2014年 1月 22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於白宮

成立學生性侵害保護工作小組，該小組與教育部及司法部合

作，強化各級學校針對性侵之防制與因應作為。司法部 成立

約會性暴力防制專線電話協助約會性侵受害人，教育部通函

全美各級學校重視約會性侵問題，並針對學校行政人員相關

講習。 

 

 

https://blog.dol.gov/2022/10/26/meeting-the-moment-expanding-career-pathways-for-women
https://blog.dol.gov/2022/10/26/meeting-the-moment-expanding-career-pathways-for-women
https://news.gsu.edu/2022/08/19/georgia-state-launches-leadership-program-for-women-in-law-enforcement/
https://news.gsu.edu/2022/08/19/georgia-state-launches-leadership-program-for-women-in-law-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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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政府部門均有保護婦女之單位，如麻薩諸塞州政府下轄之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Advisory Committee，內容包括

保護女性基本權利、個別諮詢協助、防止性別歧視、家庭    

暴力或性騷擾等。另各種公益或民間團體亦協助婦女安全  

保障，以及加強對性別暴力之宣導與認知。 

4. 針對家庭暴力等針對婦女人身安全之威脅，加州法院系統於

各地均設有 Self-Help Center，以書面或面對面等方式提供 

法律諮詢，婦女申請家暴防制令亦豁免任何法庭費用。    

另加州警方亦與全國性家暴防治熱線合作，即時因應家庭 

暴力事件，保障州內婦女人身安全。 

5. 佛羅里達州透過避免家暴防制法、性侵害防制法、人口販運

防制法等立法保障女性權益，亦設有庇護所及性侵害受害者

關懷中心等設施協助安置遭受家暴或性侵之女性。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全國女性歷史月 

（National Women’s History Month）： 

緣起於 1981 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宣告每年 3 月  

其中一週作為「女性歷史週」，嗣逐漸擴大為美國總統每年宣告    

3月為「全國女性歷史月」。每年 3月華府國會圖書館、Smithsonian

系列博物館、國家公園管理局及國家檔案局等，均舉辦有關女權之

展覽、研討會及影展等活動，以紀念並鼓勵對婦女問題之研究。   

芝加哥市政府於本年 3月舉辦「女性歷史月」活動，精選及公開表

彰於音樂、餐飲業、婦女賦權、文學等領域具有傑出成就之女性。 

https://www.chicago.gov/city/en/sites/celebrating-chicago-

diversity/home/womens-history-month.html 

2. 全國婦女組織年會 

（National NOW Conference） 

美國最大婦權組織年會，每年 6月或 7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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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府婦女大遊行 

（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 

該遊行每年 1 月在華府舉行，目標主要在保障婦女權益，目前    

該遊行被串聯成全球性 Women's March，美國其他大城市      

（例如紐約、舊金山及洛杉磯）亦於同日串連遊行。 

4. 美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 

（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Cward） 

自 2007 年起，由美國務卿親自頒獎，表彰在國際上推動人權、    

女權與社會進步有特別貢獻之傑出女性。 

5. 「丹佛女性大遊行」 

（Women’s  March on Denver） 

由「科羅拉多州婦女基金會」（The Women’s Foundation of Colorado）

主辦每年 1月 20日舉行，COVID疫情期間改以線上方式辦理。 

6. 「芝加哥年薪資同酬日」 

（Equal Pay Day Chicago ） 

本年 3 月 14 日芝加哥市再次舉辦，旨在增進對種族及性別工資  

差距之認知與關切之活動。 

7. 第 52屆芝加哥多元性向大遊行 

（51th Annual Chicago Pride Parade） 

於 2023 年 6 月 25 日舉行，表達對 LGBT（Lesbian【女同志】，  

Gay【男同志】，Bisexual【雙性戀】及 Transgender【跨性別】）權益

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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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67屆會議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ited Nations, CSW67） 

本年 CSW 67 將於紐約聯合國總部全面恢復實體會議，主題為  

「數位時代下，透過創新、技術變革與教育促進性別平等與女性  

賦權」 

9. 亞太經合會 2023：婦女與經濟論壇 

（APEC 2023：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本年以「為所有人創造具韌性及永續之未來」為主題進行討論，   

分享在疫情下促進女性經濟賦權，並參與科技、環境及能源等領域

之決策機會 

10. The Georgia Women’s Movement Spring event 

每年由喬治亞州州立大學主辦，辦理與婦女議題相關的活動，提倡

女性平權的概念，以及讚揚女性運動的代表人是，擁有 50年歷史 

https://blog.library.gsu.edu/2023/02/14/georgia-womens-movement-

spring-event-conceptions-of-choice/  

11. International Women’s Forum Georgia 

專門舉辦女性相關議題的大型主題論壇、各式跨產業交流活動，  

增加女性在各自領域的成長 

https://www.iwfgeorgia.org/  

12. The Massachusetts Conference for Women 

麻州女性論壇，旨在討論有關婦女在財務、創業、健康等社會議題，

近年來並推廣青年婦女活動，鼓勵高中女性學生參與，培養新世代

女性領導。2023年活動訂 12月 14日舉行。 

https://blog.library.gsu.edu/2023/02/14/georgia-womens-movement-spring-event-conceptions-of-choice/
https://blog.library.gsu.edu/2023/02/14/georgia-womens-movement-spring-event-conceptions-of-choice/
https://www.iwfgeorg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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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ew England Women in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12th Annual Award Gala 

2023 年活動於 4 月 27 日舉行，旨在促進和鼓勵投身能源和環境    

領域之公眾利益事務女性，提升女性於公共事務之地位。 

14. New England Women in Banking Conference      

2023 年會議訂於 10 月 27 日於羅德島 Middletown 舉行，將邀集 

新英格蘭地區金融界女性菁英，討論女性在金融服務業之角色與   

經歷、職場升遷及未來展望。 

15. Women in the Law Conference 

2023年第 15屆年會於本年 5月 5日在波士頓東北大學舉行，會議

主題為婦女權利就是人權。 

16. First Event Transgender Conference 

旨在探討跨性別者的社會形象、醫療健康、人際互動，以及相關   

資源等。下次活動訂 2024年 1月 24~28日在波士頓舉行。 

17. San Francisco Pride Parade 

1970 年首度舉辦，已成為舉世聞名之 LGBTQ 社群活動。本活動 

每年六月中旬擇一周末於舊金山市中心 Market Street 舉行遊行，  

參與活動各社團以設攤、表演活動等方式主張 LGBTQ社群權益，

每年吸引高達百萬名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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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quality Award 

本活動為加州 Equality California 基金會舉辦，每年於舊金山及   

洛杉磯舉辦酒會及頒獎活動，表彰對兩性平權及 LGBTQ社群權益

有重要貢獻之人士。 

19. 新墨西哥州婦女地位協會（New Mexico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年度婦女峰會（Women’s Summit） 

2023年 9月 29日於新墨西哥州柏納利歐（Bernalillo）舉辦，旨在

提供各界婦女討論性平議題的平台，也夠過金融援助方案強化婦女

賦權。 

20. 佛州女性會議 

（Women's Conference of Florida） 

佛州女性會議活動年例行性年會，每年均邀請包含媒體、設計等  

各領域傑出女性出席擔任講者，就婦權議題進行演講，鼓勵女性  

維護及爭取自身權益，並協助女性提升自我能力。 

重要婦權團體 

1. 亞特蘭大婦女基金會」 

（Atlanta Women’s Foundation） 

亞特蘭大婦女基金會」舉辦之「Inspire Atlanta」提供募款機會以    

協助婦女在個人成長、慈善事業、及領導能力等之培訓。該活動為

全年度之募款活動，鼓勵並培訓中階領導經理領導參與。 

2. 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Women in Government” 

係由政府部門及政黨等所組成之董事會，提供婦女深造獎學金、  

舉辦研究生研討會等活動。 

3. Boston Chap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全國婦女組織波士頓分會） 

    www.bostonnow.org/ 

http://www.bostonn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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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ston Women’s Fund 

（波士頓婦女基金） 

  http://bostonwomensfund.org/ 

5. Strong Women & Strong Girls  

  http://swsg.org/ 

6. Wonder Women of Boston 

（波士頓婦女會） 

  http://wonderwomenboston.com/ 

7. The Vermont Women’s Fund 

（佛蒙特州婦女基金） 

  http://www.vermontcf.org/TheVermontWomensFund/Home.aspx 

8. New Hampshire Women’s Foundation 

（新罕布夏州婦女基金會） 

  http://nhwomensfoundation.org/about/ 

9. Rhode Island Women's Association 

（羅德島州婦女協會） 

   http://www.riwa.net/ 

10. Maine Women’s Fund 

（緬因州婦女基金） 

    http://www.mainewomensfund.org/ 

11. Women’s Foundation California 

   https://womensfoundca.org/who-we-are/about-womens-foundation/ 

http://bostonwomensfund.org/
http://swsg.org/
http://wonderwomenboston.com/
http://www.vermontcf.org/TheVermontWomensFund/Home.aspx
http://nhwomensfoundation.org/about/
http://www.riwa.net/
http://www.mainewomens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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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omen’s Rights Group  

   https://womensrightsgroup.com/about-wrg/ 

13. Dress for Success 

（紐約州） 

提供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協助女性取得經濟獨立。 

14. Women’s Fund of Hawaii 

   https://womensfundhawaii.org/ 

15. Planned Parenthood Alliance Advocates（Hawaiʻi）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action.org/planned-parenthood-alliance-

advocates/elections/candidate-endorsements-hi 

16. AF3IRM, Oahu/Hawaii 

   https://af3irm.org/af3irm/ 

17. 對抗婦女販運聯盟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該組織致力於防止人口販運，倡導政策改革及提高民眾對人口販運

集團犯罪伎倆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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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國大學女性紐澤西協會 

（AAUW） 

在紐澤西具有強大影響力，致力於研究、教育及宣傳女性平權，   

促進性別平等。 

19. 紐澤西婦女基金會 

（New Jersey Women’s Foundation） 

協助解決女性面臨經濟、健康與安全挑戰。 

20. 康州婦女教育及法律諮詢基金會 

（Connecticut Women's Education and Legal Fund, CWEALF） 

總部設於康州首府 Hartford，致力遊說康州立法保障婦權之非營利

組織。 

21. 婦女法律項目 

（Women's Law Project, WLP） 

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專注於促進婦女和女童的權利。該組織  

致力於解決與生殖權利、工作場所公平、教育公平等相關的問題。 

22. 賓州婦女投票聯盟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Pennsylvania） 

主要以其選民教育和宣傳工作而聞名，但亦通過鼓勵婦女參與民主

進程，以促進性別平等。 

23. 新墨西哥州 NewMexicoWomen.Org  

（NMW.O） 

總部設於新墨西哥州首府聖塔菲（Santa Fe），致力推動性別平權   

以及保障該州偏鄉有色人種之低收入女性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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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Kamala Harris 美國副總統 

 

Nancy Pelosi 
聯邦眾議員 

（眾議員前議長） 

 

Sonia Sotomayor 最高法院大法官 

 

Elena Kagan 最高法院大法官 

 

Amy Coney Barrett 最高法院大法官 

 

戴琪 

Katherine Tai 
美國貿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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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a Rouse 
經濟顧問委員會

主席 

 

Linda Thomas-Greenfield 
美國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葉倫 

Janet Yellen 
財政部長 

 

Deb Haaland 內政部長 

 

Gina Raimondo 商務部長 

 

Marcia Fudge 
住房暨都市發展部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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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Granholm 能源部長 

 

Avril Haines 國家情報總監 

 

Michelle Lujam 

Grisham 
新墨西哥州州長 

 

Laura Kelly 堪薩斯州州長 

 

Janet Mills 緬因州州長 

 

Kristi Noem 南達科他州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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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Ivey 阿拉巴馬州州長 

 

Kim Reynolds 愛荷華州州長 

 

Gretchen Whitmer 密西根州州長 

 

Tammy Duckworth  
伊利諾州 

聯邦參議員 

 

Joni Ernst  
愛荷華州 

聯邦參議員 

 

Debbie Stabenow 
密西根州 

聯邦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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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Jean Klobuchar  
明尼蘇達州 

聯邦參議員 

 

Tina Flint Smith  
明尼蘇達州 

聯邦參議員 

 

相關網路資源 

美國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 

（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 

www.state.gov/s/gwi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議題」 

（USAID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ww.usaid.gov/what-we-do/gender-equality-and-womens-empowerment 

美國勞工部婦女局 

（US Departmen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www.dol.gov/wb 

 

美國司法部婦女暴力辦公室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ww.justice.gov/ovw 

http://www.justice.gov/o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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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EAP 

關於性別平等的最全面的全球數據庫，其指標包括公司各個級別的  

女性代表，性別薪酬差距，育兒假和反性騷擾政策，旨在消彌職場性

別差異待遇。最新出版之報告包括「2020美國性平報告」（2020 Gender 

Equity in the U.S.）。 

 https://equileap.com/ 

美國針對性別主流化進行調查和提出報告的組織有： 

婦女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 Policy Studies） 

www.centerwomenpolicy.org 

美國婦女與政治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ww.cawp.rutgers.edu 

婦女協會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www.iwpr.org 

美國進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ww.americanprogress.org 

備註  

 

 

 

http://www.centerwomenpolicy.org/
http://www.cawp.rutgers.edu/
http://www.iwpr.org/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