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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專題課程及團體工作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陳惠馨 

政治大學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所長 

  2007年3月28日2：00-5:00 

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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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2007年1月5日 

 立法院院會今天通過行政院函請 

 審議「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對於台灣的意義： 

   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宣示台灣保障婦女
權益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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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通過公約之後的意義 

 公約第二十五條 

 

 1.本公約開放給所有國家簽署。 
2.指定聯合國秘書長為本公約的保存者。 
3.本公約須經批准，批准書交存聯合國 

      秘書長。 

4.本公約開放給所有國家加入，加入書交存聯
合國秘書長後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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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意義 

 《聯合國憲章》重申對基本人權、人的
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權利平等的信念。 

 《世界人權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
享受該宣言所載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得
有任何區別，包括男女的區分 

 國際人權盟約以及其他國際人權文書禁
止基於性別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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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意義 

 各締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商定毫不拖延地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執
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  

 

 各締約國決心確保婦女充分和平等地享
有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並採取有效的
行動，防止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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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於婦女的歧視 

 公約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
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
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
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
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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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婦女與社會情境 

   西方婦女處境從人權觀念歷史發展談起 

     一、西方觀點：人權觀念從何而來? 

     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 

     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代背景 

    主訴求： 自由、平等、博愛 

     1933-1945年德國的發展（弱勢團體    

     處境：猶太人、障礙者、外國人） 

     1945年國際的發展—談的是誰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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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婦女與社會情境（二） 

二、東方觀點—從台灣出發 

台灣不同性別者的人權為何 

自由在哪裡?平等何在?我們追求什麼? 

當西方談宗教自由與遷徙自由時，我們談什麼? 

台灣人民在哪裡不自由?在哪裡不平等? 

婦女人權處境跟男性人權處境有何不同？ 

產生現代這樣處境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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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與公約間的關係 

「性別主流化」意義： 

 

  所有政府的立法、政策與計畫 
要具有性別觀點政府在作決策之前，對於該決策 
對於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 

  透過性別主流化看到差異、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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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與公約的關係 
（二） 

人權保障對象—男人、女人、還有哪些分類 

自由、平等對於弱勢者的意義 

從對於男性、女性的意義談起 

跨性別者：包括性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中不同的處境者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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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約內容 

 締約國有義務保證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
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  

 在聯合國和各專門機構主持下所簽署旨在促進
男女權利平等的各項國際公約  

 考慮到對婦女的歧視違反權利平等和尊重人的
尊嚴的原則，阻礙婦女與男子平等參加本國的
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妨礙社會和家
庭的繁榮發展，並使婦女更難充分發揮為國家
和人類服務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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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名詞來源 

「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社會性別主流化」 

1985年提出消除「性別盲」 

1995年提出「性別主流化」 

追求性別平等的行動策略 



13 

締約國如何實踐公約的承諾（一） 

 (a) 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
他有關法律者，應將其列入，並以法律或其他
適當方法，保證實現這項原則； 
(b) 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當情
況下實行制裁，以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c) 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
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保證切
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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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如何實踐公約的承諾（二） 

(d) 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保證
政府當局和公共機構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 

(e)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  
企業對婦女歧視； 

(f)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  

   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
俗和慣例 

(g) 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一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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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推動公約的狀況— 
 性別主流化施行 

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 

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 

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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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發展在立法的落實 

1994年開始的「民法親屬編的修改」 

1997年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1998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 

1999年通過「刑法妨害性自主章」 

2002年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5年通過「 性騷擾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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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台灣的歷史脈絡 

1980年代婦女運動 

1990年開始婦女權益保障立法啟動 

2000年性別主流化觀念的引進 

2004年6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訂定 

2005年的9月開始性別主流化意識培力 

2005年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成立 

2005年12月行政院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到各機關的網站看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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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性別主流化」目標 

政府的部分 

一 各項政策決定時，在參與人力與代表性要
呈現不同性別觀點 

二 注意國家財政、空間、資源、時間等運用
對於不同性別者的影響 

三 觀察現實生活中各種可能可能對於不同性
別者的影響因素。以面對環境保護工作
為例不同性別者的參與角度與方法可能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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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在台灣各機關的成果 

 從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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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一） 

性別統計 

公務統計 

調查統計 

其他統計—請統計處人員說明 

有了統計資料後如何分析？ 

在衛生署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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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二） 

性別分析： 

如何對於統計資料加以分析 

分析的基礎要件：敏感的性別意識 

分析方法： 

如何運動統計資料？ 

質的分析、量的統計、類型化的分析 

分析之後如何進行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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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三） 
 

性別預算： 

 政策能諷執行需要透過預算編列與人員的
參與 

性別預算的三個觀點 

1、讓不同性別者有機會參與討論 

   注意參與者的性別比例 

2、瞭解一般預算對於不同性別者的影響 

3、編列提升任一性別不利處境的特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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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四） 

性別影響評估： 

在政府或民間組織的各項跟立法、政策 

或計畫、方案有關事項上，於施行前 

後，發展各種評估工具以便可以評估該 

方案對於不同性別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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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五） 

性別意識培力與組織的造：      

課程可分 

一般訓練課程：通識與各論的訓練課程 

一般業務課程：業務會報、各種跟業務有
關的討論會議（請大家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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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性別主流化」工具（六） 

成立性別相關機制— 

    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小組或委員會  

以目前各部會的相關組織發展為例：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 

部會、部會分支機構、縣市政府等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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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外交人員跟公約的關係 

個人部分 

對於現實生活中各種可能因素對於不同性別 

者的影響：培養敏感度— 

如何瞭解國內在公約執行的成果 

如何將所在外國公約執行情形加以瞭解並將資訊
給予國內 

作為一個中間的媒介者與個人生活中的行動者 

下次上課的內容（一起討論公約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