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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量我國以永續發展為長遠目標，加深對於公正轉型及多元包容等概念之理

解，將使政策制定者能更加理解全球性的挑戰與趨勢，並有助於在政策中融入公

正轉型及性別視角，以促進社會多元性，實踐多元包容，爰本次參與國際勞工組

織國際訓練中心（ITCILO）之「性別、包容和未來工作學院」課程，學習相關知

識，期於未來能於規劃政策方案時，更具包容性和永續性。 

本進修報告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說明進修緣起及學校簡介；其次介紹進修

行程及課程內容重點；最後提出本次進修心得及建議，摘述如下： 

一、 規劃政策時如有參考他國作法，應注意各國文化差異和產業結構之差異：

受訓者來自不同國家，對相同主題關注有所差異，故制定政策須仔細考量

國情以確保參考對象具共通比較基礎。 

二、 收集與長期追蹤重要數據資料，將有助於了解推動永續發展進度：永續發

展需客觀數據佐證，但被遺落群體往往缺乏相關資料。政策制定者需強化

資料收集並追蹤，避免成果指標僅反映資源投入而非實質效益。 

三、 課程採用之訓練方法多元，未來辦理訓練活動時皆可參考：本次訓練課程

形式多元，除演講、討論外還包括模擬會議、公民論壇劇場、同儕工作坊

等，皆有助於激發參訓者興趣並多角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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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 

壹、 本案緣起 

在當今社會，公正轉型、性別平等和多元包容已成為全球發展的重要趨勢。

聯合國在其「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強調了實現公正轉型、性別平等

及多元包容的必要性，強調透過公正轉型追求永續發展，以解決社會不平等及經

濟差距等問題；並推動兩性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平等參與。多元包容則強

調尊重和接納各種文化、價值觀和身份，促進社會共融。 

考量我國亦以永續發展為長遠目標，加深對於公正轉型及多元包容等概念之

理解，將使政策制定者能更加理解全球性的挑戰與趨勢，並有助於在政策中融入

公正轉型及性別視角，以促進社會多元性，實踐多元包容，爰本次參與「性別、

包容和未來工作學院」課程，學習相關知識，期於未來能於規劃政策方案時，更

具包容性和永續性。 

貳、 機構簡介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成立於 1919 年，

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目前有 187 個會員國。該組織

主要任務是在全球範圍內促進社會正義和應對勞動市場的挑戰，包括確保勞工權

益、促進公平就業機會、提倡社會保障、改善工作條件以及促進勞資雙方的合作

等。在執行上，ILO 由政府、雇主和勞工代表等組織成員展開三方對話機制，共

同參與制定國際勞動標準及簽訂公約，並透過研究、技術援助和政策建議等方式，

推動標準與公約的改善和實踐。 

「國際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ITC）是 ILO 轄下的培訓機

構，創設於 1965 年，總部則位於意大利杜林（Turin）。該中心的目標是提升全

球勞動力的技能水平，推動永續和公平的勞動條件，從而促進全球勞動力的繁榮

和社會正義，並透過於提供多元的培訓和學習機會，支持世界各地的政府、雇主

和勞工組織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TC 的培訓範圍涵蓋相當廣泛，包括勞動法規、社會保障、永續發展、勞動

市場、企業社會責任、職業安全與健康等領域，長期組織推動國際性的培訓課程、

研討會和研究項目，促進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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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過程 

壹、 訓練行程 

一、 註冊過程 

本課程於年底舉辦，但該年初即可於 ITCILO 辦理課程線上報名，至課程前

兩個月左右方關閉報名受理；報名者於網站上填寫基本資料、相關工作經驗及報

名動機等各文件後完成繳費（可使用跨國銀行轉帳或信用卡繳納，皆須支付海外

手續費用）；至課程前 1 個月時，方會接獲 ITCILO 來電/信進行身分查證及通知

錄取結果，並開始收到課程相關資訊，相關資料多分次寄送，且部分登記或調查

時間較緊湊，確認錄取後須盡量留意信箱內來信並預留時間回復。 

上述所提各項資訊，包括課程錄取通知、課程期間投保證明、來回航班登記、

選修課登記、文化交流日攤位申請登記等文件，惟有具體的詳細課程時間表係抵

達 ITCILO 註冊當日，才會併同名牌一起發放。 

二、 訓練行程 

杜林（義大利語：Torino；英語：Turin）是位於義大利北部的重要工業城市，

為皮埃蒙特區首府，亦是義大利第三大城市，坐落於波河左岸，阿爾卑斯山則環

繞在城市西北。杜林中心區人口有 911,534 人，在義大利各城市人口排名第四，

面積則為 130.17km²，該地唯一的機場（卡塞萊機場）坐落於市中心北方，ITCILO

校區則位於市中心南方，兩地之間約為 1 小時車程，須先搭乘客運抵達市中心

後，再轉搭市區巴士或捷運前往校區；此外，杜林距離米蘭約 140 公里，兩地市

中心搭乘高速火車約需 1 小時，區間慢車則約 2 小時。 

依據「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上歷年前往 ITCILO 進修報告所載，我國同仁

前往該地進修時，多係搭乘長榮航空抵達歐陸，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或德國慕尼黑

轉乘歐陸航班後，抵達杜林卡塞萊機場，考量機場與校區距離，ITCILO 亦提供

付費服務，參訓者以電子郵件寫信預約後，即有專人協助機場至校區之接駁（單

人搭乘每人 60 歐元，多人則每人 30 歐元，深夜航班亦可協助接送）。 

本次進修原訂參考其他同仁行程，去程於荷蘭阿姆斯特丹轉機抵達義大利杜

林，回程則於德國慕尼黑轉機返回臺灣；惟本次回程時遭遇德國大雪，氣候過於

惡劣使班機取消，最後改乘捷運前往市中心，再搭火車自市中心前往米蘭馬爾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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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直飛臺灣。 

最終本次訓練行程詳如下表： 

日期 行程（皆採當地時間） 

11/25 

8:05 搭乘長榮航空 BR75 班機自臺灣桃園出發 

11:05 抵達泰國曼谷等待轉機 

12:15 自泰國曼谷出發 

19:20 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 

20:55 搭乘荷蘭皇家航空 KL1559 班機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 

22:35 抵達義大利杜林 

11/26 註冊日 

11/27-12/8 訓練課程 

12/9 

12:00 搭乘國鐵 Frecciarossa 9539 車次自杜林 Porta Nuova 車站

出發 

13:02 抵達米蘭 Milano Centrale 車站 

13:55 搭乘 Malpensa Express 自米蘭 Milano Centrale 車站出發 

14:46 抵達米蘭馬爾彭薩機場 

12/10 11:00 搭乘長榮航空 BR96 班機自義大利米蘭出發 

12/11 6:20 抵達臺灣桃園 

三、 食宿和生活設施 

ITCILO 會為參訓者提供膳宿，進入校園時，參訓者會取得進出校區之門禁

卡，該卡已提前完成設定，在進修期間可以此卡於學生食堂免費用餐（一日三餐，

包含週末），若無卡片者，同樣可付費後在此用餐；住宿部分則分配參訓者每人

單間套房，房內包含冷暖氣、單人床、書桌、衣櫃及浴室，設備上包含吹風機、

洗沐浴乳、大小毛巾、衣架、保險箱等常見用品，但房內並無電熱水瓶，僅宿舍

樓內有一台熱水開飲機，校區不提供自助洗衣，僅有付費送洗服務；房務人員會

每日整理房間並更換毛巾；如有課程前後的住宿需求，可寫信聯繫校方進行預約，

額外付費後將可延長停留於校區內的時間（每晚 76 歐元），惟空房仍以提供正在

進行課程者為優先。 

四、 活動安排 

ITCILO 校方為加強參訓者、助教與講師之交流，亦為幫助參訓者了解當地

文化，會安排諸多活動，如歡迎雞尾酒會、告別晚宴或小型城市導覽等，惟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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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常於臨近時才公告，建議多留意信件通知及每日課程開始前的工作人員宣讀

的注意事項；除校方安排之活動外，校內亦有當地旅行社設置之櫃台，可依櫃台

公告之行程，於課間閒暇時自費參與鄰近地區之旅行；此外校內亦有各項設施與

常態性活動（如冥想或健身課程等），可自行使用設施或寫信報名課程。 

貳、 課程大綱 

本課程於註冊網頁中僅能得知授課主題之方向性，完成報名後，校方再以信

件調查參訓者對選修課程之意願排序（會提供選課程主題及講師背景），直到註

冊日當天，參訓者才會拿到完整的課程表，包含課程名稱、時段、講師及教室位

置。上課中各項資料多採電子檔案方式提供，課程首日助教會說明加入電子校園

平台（E-Campus）的方法。 

本次課程可分為共通課程（plenary session）及選修課程（elective session），

共通課程多安排於每日第一堂課，結構上重視廣度，涵蓋多數當前重視的多元包

容議題、重要概念及相關 ILO 重要公約，課程多數採演講方式進行，但亦有公民

劇場及同儕工作坊等特別設計。 

選修課程則重視議題深度，參訓者依據先前選擇之主題分散至不同課程，連

續數日針對同一議題進行學習及討論（全班約 25 人，可能再分小組）；上課形式

依講師設的課程計而定，可能包含演講、小組討論、模擬會議、政策設計、具體

方案產出等內容。 

完整課程表如附件 1，講師與助教等名單如附件 2，各項課程內容簡介則詳

見後續章節說明。 

參、 課程內容 

一、 共通課程 

(一)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由 ILO 下 GEDI 部長 Chidi King 及 ITCILO 主席 Andreas Klemmer

進行致詞歡迎參訓者，並介紹了本次課程的宗旨、結構與主題，包括社會溝通、

國際勞工標準、性別平等與其他社會議題之關聯性等。兩位致詞者強調本次師資

的專業，並期待參訓同學間彼此共同學習不同國家的經驗。最後，由本次課程的

執行主管，性別學院的專案經理 Luísa Guimarães 介紹本次課程的所有助教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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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最後邀請所有參訓者拍攝合照（圖 1）。 

圖 1 本次課程全體參訓者合照 

(二) 邁向公平包容的工作未來：至關重要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本堂課程由先前進行致詞的 Chidi King 開場，針對性別議題中常見的概念

（如尊嚴勞動、社會溝通、三方對話、交叉性等）與切入點加以闡明後，再由受

邀講者 Lydia Vlagsma（任職於 UN CRPD）及 Florence Anam（GNP+聯席執行長）

分別發表渠等推動身障者與愛滋患者的性平工作實務經驗。講者們說明了歧視與

汙名化如何與性別不平等產生交叉性使問題更加嚴峻，並強調在政策制定時，需

要重視身障者及愛滋患者在社會資源與機會的平等、可近及包容性。 

(三) 公民論壇劇場 

本堂課程的進行方式十分特別，由 Claudia Signoretti 和 Olivier Malcor 兩位

受過表演及性平知識等多重專業訓練的論壇主持人帶領，現場演出生活中真實的

性別不平等情境，再由參訓同學的合作與討論提出解方後，實際介入戲劇橋段改

變故事。過程中的互動不僅模擬真實生活，培力參與者理解自身「具有改變能力」，

且透過專精的表演展現出隨時可能激化的衝突情境，亦可看見平日課堂中理論化

的性別知識在實踐時可能存在的困難或風險，相當具有啟發性。在完成互動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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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帶領者也介紹相關的工具書1，提供有意操作類似模式進行公民培力的參訓

同學完整的學習教材。 

(四) 女性獲得尊嚴勞動的阻礙：縮小就業差距 

本堂課程由 Piotr Stronkowski（歐洲培訓基金會專家）主持，Emanuela Pozzan

（ILO下GEDI部資深專家）、Alicia Ziffer（UN婦女署培訓中心副主任）及Viviana 

Conti（世界基準聯盟分析師）進行演講，課程先開宗明義介紹當前造成社會不平

等的各種風險，包括經濟衰退、生活成本危機、移民、職業隔離、歧視、暴力和

騷擾等，而在這些問題中，女性在勞動市場面臨的挑戰又更為嚴峻，包括性別薪

資差距、管理職位代表性不足、無償照護工作及生育懲罰等，相關問題在後續共

通課程都會再各自闡明，可說是後續分項議題之總論；而後再簡述《2023 年性

別基準（2023 Gender Benchmark）》結果，並說明當前受限於資料及數據的收集，

對於性別不平等的描繪仍不夠完全，未來如何強化相關資料的收集，仍是建構政

策的重要基礎。 

(五) 照護工作、照護工作者和照護經濟 

本堂課程由 Laura Addati（ILO 下 GEDI 部專家）、Paola Simonetti（國際工會

聯合會平等部主任）、Abigail Roxas-Gorospe（菲律賓雇主聯合會副總幹事）及

Maftuh Muhtadi（印尼婦女兒童部成員）進行演講，討論照護經濟在實現性別平

等、尊嚴勞動和社會正義方面的重要性。演講者提出照護工作和照護經濟在再生

產面向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無給的照護工作上，常常存在經濟賦權與家庭暴力

的聯繫，並強調國家政策外，雇主也須共同塑造提供照護工作支持的必要性。 

(六) 移工的性別維度 

本堂課程由 Myriam Boudraa（ITCILO 移工訓練計畫專案經理）主講，討論

了移工遷移的當前趨勢以及在移工政策中考慮性別的重要性。她提出有關移工的

全球性統計數據，不同地區、職類的兩性移工數量差異，以及女性移工面臨諸多

男性沒有的挑戰（例如更高風險的性暴力），強調女性移工有其特定保護的需求，

最後更以近期 COVID-19 世界大流行舉例，指出許多已開發國家在未盡周全告知

 
1 Malcor, Oliver.（2021）《Scripting Violence, Rehearsing Change – Games And Theatrical Tools To 

Work With Perpetrator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European Network for the Work with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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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供保護措施的狀況下，引入大量女性移工負責護理或居家照顧，導致女性移

工暴露在更高的染疫風險中。 

(七) 女性的變革性領導 

本堂課程由 Anita D’Agnolo Vallan（系統性變革訓練顧問）及 Luigia Ingianni

（勞動法律師）進行演講，強調婦女在決策中的角色和需要進行系統性改變，透

過轉型領導和婦女賦權，將可以讓女性觀點在各個領域（如氣候正義和政治平權）

產生影響，彌平科技、社會規範等政策之間的兩性差距。然而讓女性加入由男性

長期主導的領導者群眾中，要特別注意來自人性面與非理性的抵抗，因此關注變

革的人性面、管理風險、有效溝通、建立信任和情緒處理對於成功實施變革非常

重要，在這過程中除應積極建立女性領導的自我意識，也應積極讓男性成為盟友，

在性別平等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八) 國際性別平等日講座：勞動市場的性別與 AI 

本堂課程同時是國際性別平等日的講座，開放非本次課程之參訓成員共同聆

聽，由 Andreas Klemmer（ITCILO 主席）主持提問、Marielza Oliveira（UNESCO

數位包容、政策和轉型司司長）、Clementine Collett（牛津大學博士研究員）、Dipty 

Chander（非營利組織 E-mma 主席）及 Pawel Gmyrek（ILO 研究部門資深研究員）

等專家共同回答並分享自身觀點。討論聚焦於女性在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如何再

製為 AI 系統中的偏見（例如在以 AI 篩選履歷時複製了對婚育婦女的排斥），以

及未來 AI 對就業可能的潛在影響。由於訓練 AI 的資料是由人類產生，對談中每

位專家皆強調在工作場所使用 AI 時，應在設計 AI 及演算法的前端整合性別平

等與多樣性。對此，對所有員工加強溝通、參與和教育將至關重要。 

(九) 國際性別平等日特別活動：互動工作坊 

本堂課程同時是國際性別平等日的特別活動，參與者可自行選擇感興趣之工

作坊，透過互動學習平等與包容等各項精神。本次活動第一時段選擇「和偏見說

bye-bye」工作坊，透過交換名字、傳聲、比手畫腳、默契模仿等小組遊戲，帶領

大家理解偏見在認知中形成的過程，並可據此了解在大腦思考的何種階段可透過

轉換觀點來停止偏見的產生：第二時段選擇「視障者的數位近用與包容」工作坊，

透過與實際視障者交談與操作視障者專用的智慧型手機，並由相關協會之講者說

明網頁等視覺化資訊，設計時可如何考量視障者的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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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遠離暴力與騷擾的工作權利 

本堂課程由 Valentina Beghini（ILO 法律專員）進行主講，並由課程首日演

出公民論壇劇場的 Claudia Signoretti 和 Olivier Malcor 協助演出。演講者與參訓

成員討論職場暴力和騷擾問題，說明導致吹哨者身份暴露的可能因素、不同文化

的脈絡、家庭暴力對職場的影響、職場暴力與騷擾對非當事人的負面效果，並配

合演出共同腦力激盪可能的干預、支持以及應對灰色地帶騷擾產生尷尬時的策略。 

闡述完整體議題後，講者詳細介紹了 ILO 第 190 號暴力與騷擾公約（Violence 

and Harassment Convention），說明該公約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並強調其作為綱領

性原則，需要各會員國配合不同文化脈絡加以推動執行，方能發揮最大效果。 

(十一) 數位轉型對性別平等的影響 

本次課程由 Olivia Blanchard（Digital Future Society 資深研究員）主持提問，

Belen Martinez Caparros（薩塞克斯大學國際發展系研究員）、Uma Rani（ILO 研

究部門資深研究員）、Tom Wambeke（ITCILO 學習創新專案負責人）及 Janet 

Wandia（Jobtech 性別與工作科技部負責人）回答與綜合座談，討論數位轉型下

未來工作和性別平等的影響。討論涉及數位技能的培育、男性主導產業的數位化、

女性科技創業家面對的歧視問題，其中又特別關注零工經濟對尊嚴勞動的潛在危

機，以及此類非典型工作對女性造成的影響，並認為加強政府與工會角色、監管

零工平台會是打造包容性環境的重要工作。 

(十二) 面對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遭到抵制的風險 

本堂課程由 Anne Laure Humbert（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性別與統計學教授

兼多元化政策研究與實踐中心共同主任）主持，Dorothy Estrada-Tanck（聯合國歧

視婦女與女童問題工作小組主席）及 Hyeshin Park（OECD 性別專案協調員）進

行演講，透過對 SIGI 指數的介紹，評估性別不平等的原因，並討論在全球性危

機出現時，驟變的局勢與人們趨向保守的心態，可能對性平推動造成挑戰甚至倒

退。然而，當危機造成生活方式與法律規範可能發生變化時，更應消除歧視性立

法、轉變社會規範和吸引男性整合，以形成聯盟對抗逆流並促進性別平等。 

(十三) 男性角色與變革性的陽剛氣質 

本堂課程由 Jesus Garcia Jiménez（ITCILO 下 ACTRAV 局資深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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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ás Torres Vieira（ITCILO 國際勞動標準專案官員）及 Lorenzo Ferrero（ITCILO 

國際勞動標準專案官員）進行演講，是本項訓練兩週課程內唯一全數為男性的講

師陣容。 

演講者們全面討論了「有毒的陽剛氣質」，突顯出此一概念包含的社會期望

和刻板印象，並討論了「有毒的陽剛氣質」不僅對女性、對男性同樣造成危害。

傷害範圍包括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工作場所的惡劣文化以及個人和家庭責任角色

的刻板分工。最後，演講者提出跨越此一有毒概念和行為的方法，強調文化價值

觀和家庭教養在應對「有毒的陽剛氣質」的重要性。 

(十四) 同儕工作坊 

本項課程並未安排講師，而是由參訓同學自行報名後設計 50 分鐘左右的工

作坊課程，介紹自身工作與本次課程主題相關之處。其他同學則挑選有興趣之工

作坊參與，進行國際經驗的交流與學習。 

本次參與了塞內加爾同學的工作坊，主題為「女性技職教育」及「提升廢水

處理者職業安全保護」，主角同學表示，塞內加爾在西非區域中工業化程度較高，

製造業工作卻仍由男性主導，政府試圖透過將女性引導到製造業工作，建立女性

經濟自立之基礎，然受到性別刻板印象影響，政府最終建立女性專屬技職住宿學

校進行培訓，以避免女性學生被男性霸凌或被家長帶回家輟學。此外，工業及家

庭廢水處理在塞內加爾多須經人工處理，且挑運、清洗等工作因帶有「家務」的

刻板印象，仍多為女性在從事，也因此導致女性更容易暴露在職業病風險中。政

府透過整頓廢水處理業的職業安全，幫助了行業中佔多數的女性從業者，處理交

叉性歧視造成的問題。 

(十五) 性別不平等與其造成的健康後果 

本堂課程由 Afsar Syed Mohammad（ILO 下 GEDI 部高級技術專家）主講，

介紹了公共衛生和性別不平等的主題，強調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目標三（全

民健康）和目標五（性別平等）之間的聯繫，演講者有長期在非洲推動降低愛滋

病傳染的工作經驗，並以自身經驗出發，說明性別不平等對醫療保健的影響，以

及污名、歧視和不平等的接觸等關鍵問題，都導致對於婦女生殖健康的關注、研

究和支持不足。且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將影響女性的健康照護取得，包括法律障礙、

經濟獨立減少、資訊缺乏等問題，即使是男性，也會因「有毒的陽剛氣質」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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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較低的求醫行為。因此在政策推動時須同時考慮多個永續目標，鼓勵在性別平

等和國民健康計畫之間創造協同效應。 

二、 選修課程 

(一) 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行動 

本堂課程由 Paz Arancibia（ILO 拉美區域性別平等和反歧視資深專家）擔任

講師、Maud Ritz（ITCILO 國際勞動標準性別專家）擔任助教，以 12 小時的時

間帶領同學進行專題探討，本堂課程約 20 多人（分為 4 組），探討氣候變遷、轉

型和性別差異之間的交叉點，深入了解氣候變遷對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響、促進

公平和包容的綠色經濟的重要性以及給予女性發言權的至關重要性。課程以 ILO

即將發布的文件《氣候行動中性別敏感過渡指南（Guidance for a just gender-

sensitive transition in climate action）》為基礎，透過基於創新問題解決過程的參與

式設計，加強決策者對性別議題有敏感度的氣候變遷政策制定能力。課程架構如

以下： 

1. 基本知識授課 

考量每位參訓者基礎知識多寡不一，課程從性別概念出發，再次補充

說明常見的性別不平等交叉性問題；第二步則講解氣候變遷相關知識，介

紹氣候變遷、碳中和、調適與適應策略等基本概念；第三步則談論公正轉

型的意義與作用，並帶出性別、氣候變遷和公正轉型之間的交叉點為何，

擬定合宜政策處理三者交織而成的問題，即是本次課程的主題與目標。 

2. 模擬進行「ILO 三方會議」 

具備基礎概念後，課程使用具體設計的模擬情境（如附件 3），以某國準

備推行進口禁令，就其對經濟、就業和環境的影響，將參訓同學分成「工人

團體」、「雇主團體」及「政府部門」，針對此模擬情境。提出了各自的需求與

主張，在談判桌上協商後取得共識，據此簽訂公約。 

本次分組模擬中，筆者屬於「政府部門」，與 5 至 6 位同學共同討論對

二手成衣業提出的進口禁令雖可減少本地環境汙染、提升國民健康，但對總

體經濟及國民就業，則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透過推演利害關係者可能的想法

及主張，政府部門組的策略在於「強調政策執行的好處（健康）無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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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能的經濟與就業損失準備配套（支持企業採用先進技術及本地原料

生產、撥補勞工失業扶持預算）」及「過渡計畫與底線（提供企業轉型諮詢及

勞工轉業培訓、考慮採漸進式禁令與落日期間）」，以此方案與其他代表進行

談判。筆者有幸擔任本次談判政府代表（圖 2），雖然使用英文進行協商有其

挑戰，其他團體代表發言可能超出預擬的準備範圍或更為強勢，但也因此更

逼近實際情境，收穫良多。 

圖 2 擔任政府代表參與「ILO 三方會議」模擬 

3. 練習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進行政策規劃 

透過演講授課及模擬會議後確認參訓者對議題有所掌握後，講師帶領同

學進入政策設計的階段，本課程先給予每組不同產業主題，並採用「設計思

考」方法，利用「建立受益者的問題圖像」、「解決方案腦力激盪」、「方案歸

類」、「方案整合」、「方案重要性排序（重要性標準：創新/既有、低廉/高額費

用、需時長/短、衝擊小/大））」、「方案論述-四面向分析（機會、挑戰、沒有

政策的現況、有了政策的未來）」等具體步驟，協助每個組別就其負責產業主

題，討論此一產業可能在氣候變遷下、面臨的性別與公正轉型問題，並提出

相對應的政策解方。本組主題為「照護」（附件 4），其餘組別則各為「能源」、

「農業」及「交通」。 

本段課程多數時間都係由小組成員主導討論（圖 3），講師僅是進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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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說明、釋疑以及主持發表環節，非常強調同學的自行思考及投入，

討論圍繞著照護產業面臨的挑戰展開，包括過度負荷、照護者的孤立、缺

乏支持和資源、無酬或低薪，以及無法獲得服務和資訊的問題，如何找尋

此些問題與氣候變遷之交叉性，是此主題最為困難之處。然而，在氣候變

遷造成的典範轉移中，藉此尋找改善照護產業的契機，解決過去無法處理

的問題，自此角度切入，也是可行。本組最後以日本當前社區照護模式為

參考基礎，提出的方案是整合型的社區照護中心，雖仍有不能盡善盡美之

處，但實際操作設計思考的方法，此經驗想必未來也能受用。 

圖 3 政策設計小組討論 

(二) 不遺漏任何人：以權利為基礎的永續發展方針 

本堂課程由 Afsar Syed Mohammad（ILO 下 GEDI 部高級技術專家）主講，

利用 12 小時的時間，聚焦於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歷史和概念框架、目標間

相互關係，以及採用「不遺漏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LNOB)」這一總體原則

時應包含之行動：(1)終結貧窮；(2)移除不平等；(3)終結歧視；(4)保障人權；(5)

加速最弱勢群體的發展；(6)強化跨部會的回應模式。本課程建立在此基礎，探討

LNOB 的基本原理及實踐策略。 

由於參訓同學僅 10 人左右（圖 4），因此不做嚴謹分組，以各國同學自身實

務經驗之分享提問及講師釋疑等方式進行自由討論，並在每次課程結束前隨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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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 至 3 組，發表課程心得與交流總結。 

圖 4 選修課成員與講師集體合影 

課程結構如以下： 

1. 識別被遺漏群體之方法，分析被遺漏原因 

一般來說，某些群體被遺漏原因往往是因為：(1)長期受到歧視與汙名；

(2)地理上缺乏重視；(3)公共治理過程中被犧牲；(4)社經地位低落；(5)容易

受到環境變化衝擊且脆弱度高；例如身障者、原住民及愛滋病患者等，因此

反推而言，在政策推動過程中，透過思考與政策相關的污名者、政策在地理

覆蓋範圍外的群體、政策推動時會受到損失的弱勢對象、政策觸及的貧者或

社經地位低落人士、經濟不安定的脆弱群體，都將是可能被遺漏的潛在對象。 

2. 如何採取措施來支持被遺漏群體的賦權 

被遺漏群體的困境在於忽視（未被發現需要支持）、歧視（認為不應受到

支持）及不被了解（被給予的支持未必是其需要的）。對此，在規劃 LNOB 措

施時，基本原則為： 

(1) 識別需要保護的被遺漏群體。 

(2) 確定 LNOB 的結構性（如刻板印象、偏見）障礙為何並解決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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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代表不同群體的組織合作。 

(4) 建立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 

(5) 賦予弱勢群體權力。 

(6) 完善法律、政策和計畫，確保包容所有人。 

(7) 加強收集所有群體分類資料的系統，並利用這些資料監測進度。 

基於以上原則，在辨識出被遺漏的群體後，為其賦權之作法，實務操作

步驟則如以下： 

(1) 盤點目前既有的協助計畫與方案。 

(2) 審查以上計畫與方案對弱勢群體的覆蓋範圍。 

(3) 與代表不同群體的組織進行諮詢與協商。 

(4) 透過諮詢與協商，找出造成某些群體被遺落的瓶頸和挑戰，並努力

消除。 

(5) 收集數據資料，並利用其來提高方案之包容性和覆蓋率。 

在討論與心得總結的過程中（圖 5），演講者特別強調 LNOB 並非靜態

工作，必須不停回頭檢討修正，確保是否有未發現或新生的被遺漏群體，而

尋找過往未被注意的弱勢群體、以及追蹤已發現弱勢群體的協助進度，都需

要資料的協助，因此 LNOB 的推動上，資料收集將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

這些資料的呈現，都會收錄在「永續發展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中，因此在課堂上，講師請參訓者隨意挑選有興趣國家所提

報之 VNR，透過閱讀後的口述摘要與交流，彼此討論各國推動 LNOB 的進

展及資料呈現之豐富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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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課程討論與心得發表 

3. LNOB 社會溝通策略 

講者強調實踐 LNOB 的過程中溝通和倡導的重要性。然而社會溝通的困

難在於：(1)聽眾理解倡導資訊的脈絡與講者不同；(2)聽眾理解資訊的方式與

講者預期不同；(3)聽眾的世界觀及價值觀與講者不同；(4)聽眾的注意力相當

有限；(5)物理環境的嘈雜與噪音造成溝通不良。 

因此在進行社會溝通與倡議時，理解不同觀點和文化背景有其必要性，

且透過受眾研究確認各項資料能夠解決上述 1 至 3 點的困難，才可制定出對

目標群體有效的溝通策略，課程中舉例說明不同國家可能有不同的閱讀方式

（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這將導致相同圖片產生迥異甚至相反的資訊。 

圖 6 社會溝通範例：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 

在宣導呈現上，可使用名人背書、具吸引力圖像、利害關係人親身經驗

等常見行銷方式，強化聽眾的注意力及興趣，但也需要特別 LNOB 重點仍在

消除社會既存的不平等問題，倡議時應注意名人代言造成娛樂化、或利害關

係人被當作勵志典範模板，導致重要資訊無法正確傳達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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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壹、 心得 

ITCLO 的校區提供參訓者全日膳宿，多數學員都會在受訓期間長時間相處，

這種集訓式課程雖較緊湊辛苦，但下課後同學們共同移動或用餐時，也是彼此交

流學習的絕佳時機，參訓者在報名時都已經過篩選，具備相關背景與工作經驗，

在談天分享時，彼此的經驗往往能有很大的共鳴或啟發。 

例如與來自國際勞工組織之年輕官員交流時，便深感臺灣在國際組織上的缺

席，著實相當影響永續發展或多元包容相關工作的推動成效。據來自 ILO 的同學

分享，ILO 總部內的 GEDI 部內分工縝密，大致可分作公約組和倡議組，公約組

的官員擅長各項勞動、平等或人權的國際標準與法規，主要工作係透過三方會議

及長期討論，讓會員國在每年的會員大會，簽約允諾共同達成 ILO 欲推動之目標

（如反歧視、強化職安保護、氣候變遷下的社會包容等）；而倡議組的官員，主

要工作則是協助會員國，將為了一體適用而較為廣泛的國際公約，落實為因地制

宜的國內政策、社會溝通及與倡議計畫；整個 ILO 的結構除大家熟悉的日內瓦總

部，還有區域辦公室及國家辦公室，因此可以自上而下，將 ILO 的將國際公約層

層落地，化作適合當地的方案計畫；也可自上而下，由 ILO 會員國層層上報當地

目前的推動成果與困境。 

臺灣因為並非 ILO 成員，自然被排除於這個體系之外，在資料收集與各項成

果報告（例如 VNR）的呈現上，因為推動脈絡與 ILO 的會員國有所不同，造成

臺灣與其他國家使用的數據計算方式或評比指標可能有所差異，難以進行國際比

較；雖然臺灣時常透過制定國際公約的國內施行法宣誓加入國際體系的決心與作

為，但對較前瞻的議題推動與落實上，往往只能自行琢磨想像，缺乏來自國際的

專家與智庫支援，推動過程自然更為艱辛與緩慢。 

貳、 建議 

本次課程雖然僅有短短兩週，但授課時數相當密集，課程的結構設計嚴謹，

確實有助於內容豐富且深入，不僅有主題式演講課程，也包含討論課程、政策設

計實作以及與其他參訓者的經驗交流，令人獲益良多。課程相關建議部分，茲列

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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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政策時如有參考他國作法，應注意各國文化差異和產業結構之差異 

本次受訓過程中，參訓者來自不同國家，因此對同一主題的關注焦點時常有

所不同，對政策規劃的構想自然也有所差異。例如同樣針對氣候變遷帶來公正轉

型之問題，來自非洲地區的參訓者可能更加關注農業上的損失與災害，而歐洲地

區的參訓者則更加在意氣候造成的難民遷徙、或是工業減碳與經濟發展如何兼顧。

因此，制定政策時如有參考其他國家之作為時，應細緻考慮國情，兼顧文化和產

業差異，確保參考對象與我國有共同的比較基礎。 

二、 收集與長期追蹤重要數據資料，將有助於了解推動永續發展進度 

對於永續發展之工作，無論是政策規劃或成果檢視，時常需要客觀的數據資

料做為基礎，然而社會上被遺落的群體常因歧視或受到忽略等原因而缺少相關資

料。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辨識出被遺落群體後，不僅應加強收集渠等資料，了

解問題與現況後制定相應政策及目標，更應對資料進行持續追蹤，方可了解

LNOB 工作推動之成效，在 VNR 的內容呈現上，也可透過成果面指標的長期變

動，避免投入指標與過程指標僅能片面呈現資源投入多寡、卻無法展現實質成果

之問題。 

三、 課程採用之訓練方法多元，未來辦理訓練活動時皆可參考 

本次受訓課程不僅內容豐富，訓練形式也相當多元。除常見之演講課程與分

組討論外，其餘如透過實際案例讓聽者換位思考的「模擬三方會議」；以互動方

式讓聽者親身介入問題情境的「公民論壇劇場」；或由聽者轉化為講者後賦予其

主動性，將親身經驗設計成演講主題的「同儕工作坊」等，都能使參訓者更為投

入於課程中，並從不同角度學習；未來如有辦理類似訓練或活動，皆可參考相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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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件 

一、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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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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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方會議模擬情境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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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設計說明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