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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背景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之年度大會每年 3月於美國紐約舉行，針對世

界各國婦女人權落實狀況，進行交流並提出檢討及建議；非政府組

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亦同時間舉辦平行周邊會議。此系列

盛會每年皆吸引上百個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GO)及各地非政府組

織(NGO)共襄盛舉，共同提出多項婦女人權倡議與行動。 

 

一、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 

   CSW 於 1946 年成立，隸屬於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是聯合國

推動婦女議題的專責機構，亦是目前層級最高的婦女人權委員

會。 

    作為全球最主要的性別平等政策及婦女權益推動的決策

機構，CSW 主要職掌為提升全球婦女在政治、經濟、公民、社

會與教育等方面的權利，並對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提交報告和建

議，同時也針對需要立即關注的緊急婦女權益問題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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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W從 1987年起固定每年於紐約召開大會，其會議主題隨 

 國際社會及婦女處境的改變，關注的焦點及任務方向也屢有變 

 動，包括：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ÇEDAW)」、1995年第 4屆世界 

 婦女大會(The 4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提出「性別觀 

 點主流化(Mainstreaming of a gender perspective)」、將「北  

 京宣言暨行動綱領(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the Platform  

 for Action，簡稱 BPfA)」12項大關切領域及其他國家發展會 

 議納為 CSW審議範圍，以及 2000年促成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通過第 1325號決議(SCR 1325)，要求婦女在預防與解 

 決衝突以及建構和平上的參與等。 

 

二、 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NGO 

CSW) 

  NGO CSW於 1972年在紐約成立，由近 200個國家級和國際 

  性的非政府組織及個人共同組成，同時也在日內瓦及維也納設 



 

 

5 

 

  有總部。 

     NGO CSW對聯合國婦女議題相關之政策、研究與方案提供  

 了另一個資訊交流、意識覺醒及問題討論的平臺。此外，NGO  

 CSW亦與聯合國 CSW、提高婦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DAW)、提升婦女地位國際研訓中心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INSTRAW)、婦女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UNIFEM)等部門及組織，共同協力透過推動 

 CEDAW、BPfA、SCR 1325及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等來促進全球婦女的權益與地位。 

     每年 CSW官方會議召開的同時，NGO CSW亦同時由來自世 

 界各地的 NGO或 INGO籌辦平行會議(Parallel Events)。NGO  

 CSW每年會籌辦 CSW的會前諮詢會(Consultation Day)，為來 

 自世界各地的婦運代表就 CSW會議做一概括性的介紹，也組織 

 各 NGO的平行會議，於會期間促成 NGO連結網絡、分享運動策 

 略與最佳範例，並凝聚 NGO代表共識、遊說政府落實已簽署之 

 協議，以及提供 CSW大會會議結論書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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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主題： 

本屆 CSW會議主題如下： 

 優先主題：婦女賦權及其與永續發展的關係（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回顧主題：消除並防止對女性的各種暴力行為（The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61屆至 63屆會議主題亦於本屆出爐，分別為： 

      第六十一屆會議(2017年)： 

 優先主題：在不斷變化的職業領域內增強婦女經濟權能； 

 審查主題：為婦女和女童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方面的挑戰和成

就。 

      第六十二屆會議(2018年)： 

 優先主題：實現性別平等和增強農村婦女和女童權能方面的

挑戰和機會； 

 審查主題：婦女參與和獲取媒體以及資訊和通信技術，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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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此類技術對於提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影響，以

及將媒體及此類技術作為提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

的工具。 

      第六十三屆會議(2019年)： 

 優先主題：通過社會保護制度、獲得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的基

礎設施促進性別平等，增強婦女和女童權能； 

 審查主題：增強婦女權能與可持續發展的聯繫。 

圖一：本屆會議主視覺設計。 

 

四、 與會目的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多年來學者、非營利組織均

長期參與CSW與NGO CSW會議，接觸國際婦女人權之最新訊息，

將訊息帶回國內並與國內性別議題連結、倡議，同時，也藉由

透過參與及舉辦會議對全世界發聲，讓其他國家瞭解我國性別

平等制度發展的面貌；而政府機關站在致力推動性別人權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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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應該藉此參與機會，積極瞭解國際上提昇婦女權益之具

體作法，與其他先進國家取經並轉化為國內可推動落實之作

法。與會目的整理如下：  

(一) 透過觀摩會議，瞭解聯合國事務的方法與程序，並體認各

國處理與討論國際性別平等議題之方法與行動。 

(二) 掌握性別平等議題之國際新知，師法聯合國定期檢視各國

推動性別相議題及政策執行情況，將相關作法延伸至國內

之政策檢視過程，並學習如何將性別平等概念融入政策擬

定、預算編列、諮詢等過程。 

(三) 提升臺灣能見度，雖然不能以政府名義出席，但仍能藉由

參與NGO CSW來關心世界發展，並將我國在性別及婦女議題

的努力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進行交流。 

(四) 瞭解國外NGO倡議性別平等議題之實際作法，以及如何透過

推動立法、修法等各項行動，督促政府進行改革。 

(五) 藉由共同參與會議，與相關國內NGO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合

作並協助政府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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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與活動過程 

    本屆 CSW及 NGO CSW於 105年 3月 14日至 3月 24日在紐約召

開，如同慣例，大會為讓與會者事先熟悉會議相關議題，NGO CSW

於 3月 13日舉辦諮詢會議(consultation day)。之後才開始舉辦

一系列的聯合國官方會議(CSW official meetings)、CSW周邊會議

(CSW side events)及 NGO CSW平行會議(NGO CSW parallel 

events)。本屆 CSW的一大特點是舉辦了第一屆的青年論壇(Youth     

Forum)，由來自全球 30歲以下青年代表討論如何納入年輕女性及

男性，以共同合作實踐《2030永續發展議程》之具體作法。 

    本次活動期間會議場次超過 400 場，逾 8千名代表出席，是歷

屆最高參與人數。其中我國與會代表計有 36人，民間代表分別來

自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亞洲總會、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防

暴聯盟、現代婦女基金會、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

會、善牧基金會、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台灣減害協會、臺

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實踐大學社工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國立嘉義高級女子中學等，以及公部門代表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外交部、衛生福利部及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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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會代表於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舉辦共計 10場平行會議，

成果豐碩。 

    職奉派 3月 12日至 3月 21日赴美參加會議，謹就參與會議情

形擇場次摘要如下： 

一、 CSW會前諮詢會(consultation day) 

(一) 歡迎致詞及討論 

           由 NGO CSW主席 Susan O’Malley主持，主要重申《2030 

       永續發展議程》的重要概念：建立多利益關係者夥伴關 

       係及公民社會之重要性。在多利益關係者夥伴關係，包含 

       會員國、國際組織、社會組織、地方政府、私部門的配合 

       下，將可以加強全球永續發展之資料收集、知識分享以及 

       相關技術與財政資源的互惠，如此將可支持所有國家， 

       尤其是開發中國家來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其中，公民社會不僅是推動性別平等、婦女權利之重 

       要基礎，亦是推動及監測《2030永續發展議程》之關鍵。 

       因此，各國政府也要致力於發展相關培力及教育計劃，重 

       視培力及提供資源給相關公民社會、地方草根組織及婦女 

       團體，讓彼此能量串連，以共同營造性別平等之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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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Women執行長 Phumzile則用「執行、執行、執行」 

       (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來強 

       調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精隨。相關 

       基礎資料之建置，包 

       含：數據蒐集、統 

       計分析能力、完善法 

       律政策等，是達成永 

       續發展目標的關鍵，     圖二：會前諮詢會團體合唱 

       而各領域利害關係的合作結盟則是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策 

       進力。 

 

(二) 專題演講 

1. Mother Sister Daughter: The Violence They Face 

          本屆 CSW回顧主題：消除並防止對女性的各種暴力行為 

      (The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顯示反暴力議題仍是大會關注之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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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次講者是 Bandana Rana，Bandana是來自尼泊爾的 

      婦女權益倡議者，她同時也是國際組織 ─ Nation Network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and Saathi 的創辦者，此一 

      NGO 致力於向各國及社會大眾傳遞尼泊爾的家庭暴力問題， 

      並成立了尼泊爾第一個庇護所。Bandana 向大家分享了尼泊 

      爾婦女的社會及家庭處境，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讓該國婦女 

      長年處於地位低下的困境，女性要承擔所有家庭及照顧工 

      作，且因為家庭資源配置情形，女性往往無法接受教育，家 

      庭暴力亦是損害女性受教權益的普遍因素。缺乏教育導致女 

      性無法覺知及捍衛自身權益，造成女性深陷暴力，無法自救 

      及對外求助。 

          意識覺醒是 Bandana一直向聽眾傳達的重點，她強調為 

      彌補發展中國家與先進國家在暴力防治議題上的落差，可以 

      藉由將地方的暴力問題帶到國際，藉由將議題放大的手段， 

      吸引國際目光，同時也能將國際資源注入地方，此時，再將 

      焦點回到地方，讓地方瞭解問題的重要性，並進而找到解決 

      辦法。此方法也是《2030永續發展議程》不斷強調的原則與 

      策略─各國相互合作、相互關聯。她也強調若僅有意識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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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沒有後續具體的解決辦法，仍然無法協助婦女脫離暴力困 

      境，因此需要政府的政策及資金、資源雙管齊下。 

      2.”No One Left Behind”: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Implementing the 2030 Agenda 

          本場次由來自不同國家、領域之 NGO代表共同分享「不 

      讓任何人落後(No One Left Behind)」作法。“Leaving No  

      One Behind”是《2030 永續發展議程》之雄心壯志，講者 

      強調公民社會必須確保「不讓任何人落後」才能有效達到 

      《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之各項目標。因為假如有人被遺落 

      了，那些人最有可能是無法接觸教育、正式健康照顧以及無 

      法擁有財產的女性。而年輕女性也是需要被特別關注的。惟 

      有將法律、社會、經濟等各面向阻礙年輕女性和婦女賦權的 

      障礙移除，才能夠真正達成性別平等的社會。 

          公民社會之所以被視為確保「不讓任何人落後」之關 

      鍵，原因在於公民社會與一般人民關係密切，它可以隨時掌 

      握社會脈動，察覺社會上可能發生的差距及挑戰，並可以扮 

      演監督者的角色，督促政府達成更具挑戰性的目標。 

          Karen AbuZard提到當前各國仍要面臨的挑戰包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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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氣候變遷、戰爭及人口販運，必須確保讓處境最弱勢的 

      人們優先得到幫助；Lakshmi Puri則強調 SDGs中的個別性 

      及包容性。此外，應該協助決策者轉變思維，並期透過法律、 

      政策和國家的行動來落實性別平等。 

 

二、 聯合國官方會議 

      第 60屆 CSW之優先主題為：增強婦女權能和與可持續發 

   展的聯繫，審查主題為：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婦女

和女童行為。 

         根據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第 2015/6號決議通過的新工作方

法，本屆 CSW會議是由四次部長級圓桌會議、一次部長互動對

話、審議審查主題和一般性討論群組成。按照新工作方法的要

求，對審查主題的審議第一次納入了會員國自願陳述，由來自

不同區域的會員國介紹落實婦女賦權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暴力侵害之相關經驗、挑戰和最佳作法。此外，委員會還就優

先主題舉行了兩次互動專家小組討論，一次著重討論以促進性

別平等辦法執行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關鍵戰略，另一次

則著重討論以促進性別平等辦法執行《2030 永續發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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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情況和夥伴關係。專家小組配合該審查主題進行了討

論，思考如何支援和落實加速執行辦法，包括在加強收集、報

告、使用和分析關於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

行為的資料 方面消除資料差距，應對各種挑戰。 

         本屆 CSW會議相關討論主題如下表： 

日期/時間 討論議題 

3月14日星期一 1. 選舉主席團成員 

2. 通過臨時議程和其他組織事項 

3. 部長級部分 

(1)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和大會第二十

三屆大會特別會議的後續行動，說明就優先

主題和審查主題已經實現的目標、已經取得

的成就和為彌合差距和克服挑戰正在做出

的努力 

(2)一般性討論 

4. 部長級圓桌會議，交流關於增強婦女權能和

與可持續發展的聯繫的經驗教訓和良好做法 

   (1)圓桌會議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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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級圓桌會議1：加強有關性別平等和增 

強婦女權能的國家體制安排(Enhancing 

na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部長級圓桌會議：加強有關性別平等和增

強婦女權能的規範、法律和政策框架

(Strengthening normative, legal and 

policyframeworks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 

   (2)圓桌會議3和4 

 部長級圓桌會議3：為2030年議程中的性

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提供資金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the 2030 Agenda) 

 部長級圓桌會議4：關於促進性別平等資料

的擬訂、收集和分析(Fostering 



 

 

17 

 

gender-responsive data 

desig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3月15日星期二 部長級部分 

(1)一般性討論(續) 

(2)審查主題：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

婦女和女童行為(由會員國自願情況介紹，隨後

進行互動式對話) 

3月16日星期三 部長級部分 

(1)部長間的互動對話 

(2) 一般性討論(續) 

(3)優先主題：增強婦女權能和與可持續發展的

聯繫 

3月17日星期四 1. 優先主題之互動式專家小組討論：增強婦女

權能和與可持續發展的聯繫 

2. 審查主題之互動式專家小組討論：消除和預

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婦女和女孩行為的資料缺

口和方法 

3月18日星期五 1. 一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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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定結論討論 

3月21-22日 

星期一、星期二 

1. 一般討論 

2. 商定結論討論 

3月23日星期三 審議婦女地位來文工作組的報告(閉門會議) 

3月24日星期四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和決定的後續行動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議於聯合國總部舉行，會議期間開放 

       各非政府組織代表事先取得入場證後參與。我國因國際地位問 

       題，須仰賴外交部及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TECO)積極交涉 

       及協處，才能以臨時旁聽身分進入聯合國大廈。由於進入聯合國 

       大廈不易，參與場次亦有限，故謹摘述3月14日「部長級圓桌會 

       議：加強有關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國家體制安排」之部分 

       會議內容。 

    本場會議由 25個會員國的部長和高級官員以及歐洲委員會

的一名代表組成。會上由各部長簡短分享各國推動保障婦女權

益之現況。許多與會者強調強而有力的國家法律和政策框架對

於確保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至關重要，且批准和執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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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人權的國際法律框架，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可以有效取得性別平等的進展。 

             與會的各國部長強調國家首先應透過法律規定禁止任何基 

         於性別的歧視行為，並應防止和消除各項侵害婦女權益之行 

         為，包括：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等問題、提供工作生活平衡措施、 

         平等參與就業、取得土地和生產資源、健康和國籍權等。此外， 

         與會者普遍認為現有的法律和政策是不足的，還必須加強執行 

         面，以及有必要在國家法律和政策框架內採取暫行特別措施， 

         以加快實現性別平等。尤其是提升女性在公私部門決策層級之 

         參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部長強調，仍有許多遭受多重形式歧 

         視的女性和女童存在，而如何改善這些女性和女童的權益與實 

         踐《2030永續發展議程》息息相關。改善女性權益的關鍵是消 

         除既存的歧視性社會規範和男女角色定型觀念，除了要透過教 

         育體系達到對女性的知能提升，加強男性和男孩參與反對性別 

         歧視、營造性別平等之社會規範，亦是促進性別平等社會之重 

         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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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 Parallel Events(平行會議) 

(一) SDGs and Their Links to CEDAW, BPFA,CPD and UNSCR 1325 

 時間：3/15 

 主辦單位：APWW-Asia Pacific Women’s Watch, JERA 

International, ARROW, WPS Advocacy Group, Iwraw-AP 

 會議議題： 

     本場會議偏向理論性及國際性別平等政策大方向的討

論，以 SDGs為會議討論主軸，再連結其他聯合國重要性別平等

政策，包含：CEDAW, BPFA, UNSCR 1325。 

     UN Women為了達到性別平等以及充權女性後 2015年的權

利，設立了三個優先目標：免於對女性和女孩的暴力、能力和

資源上的性別平等、在公私領域參與決策的性別平等。 

    1.從北京行動綱領到 SDGs 

     在《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脈絡下，對女性和女孩賦權以

及保障她們的權利，成為重要議題，這個議題的轉變同時也傳遞

出「改變是重要的」：改變根植於社會文化中的性別不平等、以

性別為區分之暴力、歧視，以及對男女不同的發展策略。為了將

上述理念真正實現於全球各地 UN Women發展連貫、系統性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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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來確保議程能夠在各國政府及利益團體間執行。 

    在過去 20年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達到北京行動綱領的目

標，隨著 MDGs期程結束，針對國家、地區、全球量身訂製目標

的 SDGs成為首要，以加速推展北京行動綱領及 MDG3。 

     SDGs是評估及追蹤《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手段(means)。

在 MDGs中，教育程度是評量性別平等的唯一指標，但在 SDGs的

第 5章完全著重在性別平等，並提出核心指標來評量。因此，SDG5

將是 2015年之後較能邁進性別平等及反映北京行動綱領目標之

方法。 

2. 北京行動綱領的挑戰與檢討 

(1) 監測：缺乏具體的時間目標及指標一直是《北京宣言暨行

動綱領》在監測及落實面上令人質疑的地方。且每個國家及

地區均被要求要達到標準一致的目標，在執行面上也很難被

實現。  

(2) 責信：部分國家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意志力及體制健全之

性別平等機構，亦缺乏後續監督機制及對外公開之成效。 

       3.SDGs與CEDAW 

           執行《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與履行CEDAW之關鍵在於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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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在執行《2030永續發展議程》時融入性別平等，將同

時有助於《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以及CEDAW，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相輔相成的。 

       4.聯合國安理會1325號決議案(UNSCR 1325) 

     聯合國安理會1325號決議案在2000年10月31日無異議通

過。該決議案是安理會所有通過的決議案中，第一個專門處理

戰爭對女性影響，以及女性對衝突解決與永續和平之貢獻等議

題的決議案。此議案突顯出衝突、和平及安全脈絡下有關性別

平等的三項關鍵領域：參與(Participation)、防止(Prevention)

及保護(Protection)。女性在正式和平進程中長期沒有足夠代

表參與、女性如何對防止戰爭及衝突有所貢獻，以及婦女及女

童在衝突期間的特殊需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場次不斷強調推動性別平等是當前各

國政府需要共同面對的國際趨勢，但鑑於國家能力及預算有限，

因此，應重視公民社會的力量及NGO的角色，呼應了本次CSW會前

會及大會不斷重申的「公民社會參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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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irl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Embodied: Key    

    Ingredi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時間：3/16 

 主辦單位：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Women in Sport, 

Safe4Athletes, Women’s Sports Foundation, Women Sport 

International 

 會議議題： 

       1.運動的重要性 

    體育可以協助人建立技能，提升自信心及對身體意識的自

覺，良好的體育訓練可以幫助人得到正向的人生改變，甚至可以

養成領導力的機會。根據《2030永續發展議程》，體育也是永續

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體育對實現發展與和平的貢獻越來越

大，因為體育促進容忍及尊重，強化婦女及青年、個人及社區的

權益，有助於實現健康、教育及社會包容方面的目標。 

    另外，會上提到實證研究發現，投資經費在女性運動及培養

女性運動員，確實可以有效培力女性。甚至可以藉由從事運動，

達到提升其他領域，如：生活、學校、職場等的自信心及能力表



 

 

24 

 

現。而體育對發展中國家的女孩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跳板。女

孩可以藉由從事體育活動，獲取更多的資源與機會。 

       2.Girls 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 in Botswana與體育中的

性別議題 

    然而，實際上在體育場域中，存在許多性別不平等現象，例

如：體育賽事規則的性別不平等、訓練場所性別不友善、缺乏女

性運動教練與女性體育主管等。 

     在Botswana有一個女孩運動方案(girls’ sport in 

membership program)，檢討女性從事體育可能遭遇到的困難與

需求。其中特別提到在訓練過程中女孩與男性教練間的互動，

女孩可能會有些較為私密的事較難與男性教練討論，因此就有

聘用女性教練的需求。並且應重視運動的性別友善及安全環

境，避免性霸凌及性騷擾。 

           除了提升及培養女性從事運動，在相關國家及國際層級之運

動委員會及國際賽事，應重視女性的培力與參與。 

    另外，重視多元性別和身障者從事運動是近年來的新議題。

不僅要改善相關體育設施設備，亦要加強教育宣導，破除刻板印

象，並建立相關輔導、培力機制和支援網絡，以強化多元性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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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者從事體育的權利。 

3.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是

一個長期致力於推動女性運動權益的國際組織，其組織的重要準

則「Brighton plus Helsinki Declaration」要求在各項體育議

題中落實性別平等，包含以下領域： 

 社會及運動上的公平與平等 

 運動設施 

 學校及青年體育 

 發展中的參與 

 高性能運動 

 體育中的領導力 

 教育、訓練與發展 

 體育資訊與研究 

 國內及國際體育組織 

4. 瘦身減肥與運動 

          本場會議特別提到，儘管多數人都知道運動對身心健康的重 

      要性，但多數人還是不當一回事或未持續保持運動習慣。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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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總是一直在從事瘦身減肥，誤把瘦身減肥當成運動。因此， 

      實有必要破除這方面的迷思。 

 

(三)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日期：3/16 

 主辦單位：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WFMH) 

 會議議題： 

1.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健康的概念是：沒有心理健康，

就沒有真正的健康(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心

理健康對於個人、家庭、社會皆極為重要，近年來已成為公共

衛生的優先議題。 

        各國相關心理疾病支出占總體健康支出仍是少數，但心理

疾病造成的經濟損失卻是十分重大的。 

       2.女性心理健康之相關統計： 

           根據統計，有1/4的女性經歷過憂鬱，10%-15%甚至更多的女 

       性在懷孕期間或生產後有憂鬱情形。而憂鬱不治療往往導致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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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殺行為，在部分國家，如越南，自殺是導致懷孕相關死亡的 

       主因。 

           其他女性心理健康相關的議題為，有1/3的性侵害受害者有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另有高於40%的HIV感染者同時也有憂鬱症困 

       擾。 

    3.心理健康議題與 SDGs： 

        SDGs中有關心理健康議題的指標，主要在「目標 3.確保 

    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3.4在西元 2030年前，透過預防與治療，將非傳染性疾病的

未成年死亡數減少三分之一，並促進心理健康。 

 3.5 強化物質濫用的預防與治療，包括麻醉藥品濫用以及酗

酒。 

 3.8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簡稱 UHC)的目標，包括財務風險

保護，取得高品質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管道，以及所有的

人都可取得安全、有效、高品質、負擔得起的基本藥物與

疫苗。  

4. 藉由與孩子的照顧者合作，提升青少年心理和行為健康，以 

  CHAMP Family Program為例 (Collaborative HIV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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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ject)： 

      (1)個案年齡層著重在青少年發展階段； 

      (2)方案焦點為家庭或其他家戶組成，特別是女性戶長家庭； 

      (3)服務標的為有 HIV感染危機的青少年或感染者； 

      (4)終極目標是藉由增強家庭功能、強化青少年知能、減少 

        危險行為的參與等，以達到促進青少年健康及心理健康； 

      (5)服務模式： 

        a.提供青少年個案及其父母機會以增強溝通能力及自我 

          決定能力。 

        b.幫助父母增強家庭面向的領導權，以保護青少年免於遭 

          到同儕及社區歧視、霸凌或帶壞。 

        c.增加青少年社會問題解決及同儕溝通技巧。 

 

(四)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enter for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時間：3/16 

 主辦單位：Gender and Developmental Research Group(GADREG), 

Nigeria, Gynae Care Research, Cancer Foun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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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eria 

 會議議題： 

    本場會議聚焦在奈及利亞之子宮頸癌防治議題，整場會議高

朋滿座，儘管位置不夠，與會者仍堅持席地而坐、全程參與。 

    子宮頸癌是可預防之惡性腫瘤，但仍是全球婦女最常罹患之

癌症第二位。WHO表示86%的子宮頸癌患者屬開發中國家，已開發

國家例如美國之罹患率則是逐年下降，可歸功於預防性篩檢的普

及性。 

1.人口背景資料： 

    每年奈及利亞約有14,000位女性被診斷罹患子宮頸癌，且約9

千多名被診斷死於子宮頸癌。而這些死亡個案多是癌症末期，原

因在於缺少預防知識、罹病的自我察覺，以及政府缺少計畫性的

篩檢方案。該國之篩檢率從鄉村地區的0.6%到女性健康從業人員

之14.1%。 

2.次級預防的挑戰： 

奈及利亞缺乏健康篩檢設備、專業的實驗人員及專家、經費

及相關保險。且因為缺乏計畫性的篩檢方案，使普遍民眾缺乏子

宮頸癌相關知識，此情況在鄉村地區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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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作為及未來挑戰： 

    奈及利亞政府規劃在Ebonyi及Nasarawa執行HPV疫苗施打，對

象針對12歲之女童，預計受惠20,000位女童。但面臨以下挑戰： 

(1) 缺乏生物仿製藥之技術轉移模式及設備、疫苗採購之資金來

源缺乏。 

(2) 因設施設備及資源不足，以致無法有效紀錄及監測用藥後不

良反應。 

(3) 因設備及技術問題，缺乏疫苗存放及運送過程之品質保障。 

(4) 疫苗費用極高，造成其他重要疾病之資源排擠。 

(5) 民眾擔憂施打後的可能產生不良反應、擔心隱私曝光、烙印

現象。 

(6) 社會普遍拒絕談論性教育、預防知能。 

(7) 資源可取得性、可使用性之城鄉差距大。 

4.Gynae Care Research and Cancer Foundation的行動措施： 

 (1)在鄉村地區及合作組織提供子宮頸癌篩檢服務。 

 (2)在學校提供行政人員、教師相關預防知識及篩檢服務。並培 

    育老師成為種子師資，進而將預防概念傳遞予學生。 

 (3)和宗教領袖合作，在教徒聚會時傳遞預防知識。 



 

 

31 

 

       (五)Challenges of Connecting the Dots: Visions for  

           Women’s 2015-2050 Agenda 

 時間：3/17 

 主辦單位：Feminist Task Force, KULU Women and Development 

Denmark, Jeganan Nepal, Sasa Foundation-Tanzania  

 會議議題： 

 本場會議強調雖然《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的宗旨是「no one 

left behind」，但實際上仍有許多易受傷害的群體(vulnerable 

populations)是跟不上發展腳步的，會上不斷強調許多這些群體

所遭遇的各面向問題與需求是需要被重視的，若忽略她/他們將無

法達成真正的平等與公平正義，更與永續發展目標背道而馳。 

 在倡議各項弱勢群體行動時，要注意原住民族文化、氣候變

遷與環境正義等議題，特別這些議題中的性別觀點，以及女性參

與如何共同參與其中，為女性自身及弱勢權益發聲。 

本會議最特別之處在於主辦單位在會上與大家共同為遭受暗

殺身亡的宏都拉斯女性原住民環保人士Berta Caceres默哀。

Berta Caceres因帶領蘭卡族（Lenca）原住民反對水力發電廠的

大壩工程而成名，因該大壩工程會導致大片原住民土地遭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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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斷數百人的水源，不僅造成生態浩劫也影響原住民族經濟生

活。即使接獲許多死亡威脅，Berta Caceres仍致力於推動環保運

動，2015年獲頒公認全球草根環保運動最高榮譽的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Berta Caceres於2016年3月3日於家中中

彈身亡，引發國際譴責，包括聯合國、美國及許多環保人士，相

關人權團體亦組成聯盟呼籲至該國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將

歹徒送交司法審判。主辦單位表示儘管no one left behind是大

家信奉的目標，但無疑的，Berta Caceres就是那個被left behind

的人。本場會議亦邀請Berta Caceres的女兒現身說法，呼籲大家

共同重視此議題，現場群起激昂，讓本場成為Feminist Task Force

倡議成功的最佳案例。 

 

四、 國內NGO舉辦之平行會議 

(一) Cybercrim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on Stalking, Sexual 

Assa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 

 日期：3/14 

 主辦單位：Pan-Pacific&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National Network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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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estic Violence, Cyber Angels: A program of Guardian  

  Angels,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現代婦女基金會) 

 會議議題： 

        網路科技的發達，讓網路犯罪層出不窮，相關研究指出，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為網路犯罪的受害者，例如：經由網路聯 

    繫的人口販運、販賣器官、跟蹤、盜用個資、照片散佈、網路 

    霸凌。 

        近年來，國際間開始注意到跟蹤騷擾對於女性的威脅，這 

    是令人強烈恐懼的犯罪，也具高度致命性，尤其科技發達也加 

    速網路跟蹤犯罪的機會與便利。聯合國資料顯示，全球婦女人 

    身安全三項最大的威脅為：家庭暴力、性侵害及跟蹤騷擾。其 

    中網路跟蹤騷擾更是防不勝防，讓被害人活在恐懼中。 

        主辦單位現代婦女基金會亦安排被害人 A小姐現身說法， 

    分享過去不斷受到前男友的各種騷擾與跟蹤已長達一年的恐 

    怖經驗，以及當她告訴朋友遭遇時，竟有朋友的反應是「他真 

    的很愛你」。為了逃離騷擾，她陸續求助警察、家防中心等機 

    關，但他們的回答多是「這個男人沒有對妳怎樣，沒有法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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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辦他」。最後 A 小姐求助於現代婦女基金會，接受了相關法 

    律諮詢，最後聲請了保護令，才讓前男友有所收斂。 

        會上亦指出網路跟蹤騷擾比例其實很高，雖跟蹤騷擾的行 

    為不如肢體或是性暴力來得可怕，但儘管不會造成身體上的瘀 

    傷，跟蹤騷擾卻可能對被害人造成各種嚴重與長期的心理傷 

    害。更甚者，跟蹤騷擾往往是其他嚴重暴力行為的「序曲」。 

    為打擊網路跟蹤騷擾，應有相關生心理支持輔導、個人意識覺 

    醒、提升網路安全意識，並制定相對應防治政策。目前英美等 

    國已陸續將跟蹤騷擾視為暴力犯罪的一種，並在預防和處遇上 

    投入必要的警政、社政與司法資源。然而，臺灣目前尚未針對 

    跟蹤騷擾訂有專屬法令，導致跟蹤騷擾等行為無法可管；二來 

    一線的警政工作人員可能也缺乏相關知識，導致被害人經常求 

    救無門。因此，相關婦女團體積極倡議訂定反跟蹤法，會上亦 

    發起連署簽名行動，與會者紛紛以行動大力支持，希望臺灣法 

    規遏止跟蹤騷擾犯罪，進一步保障國民人身安全。 

       

(二) Women’s shelters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mitigate and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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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3/15 

 主辦單位：Asian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 (ANWS),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GNWS),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勵馨基金會) 

 會議議題： 

    本場會議由勵馨基金會主辦，介紹勵馨基金會的服務方案，

並聚焦於庇護服務及後續協助個案自力生活之服務。 

    許多受暴婦女選擇離開暴力環境進入到庇護所接受安置後，

仍持續受到正式與非正式系統的影響，不但提高解決問題能力有

限，甚至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決定結束安置重返暴力環境。 

    受暴婦女不僅面對自身受創情緒及關係改變的煎熬，同時也

需要面對現實生活問題，如：經濟問題、租屋、就業、孩子監護

權或探視權問題等，因此，必須重視受暴婦女的資源與培力，結

束安置後仍要持續提供相關支持服務與培力，以協助婦女真正走

向自立生活。 

          在實務上，政府提供脫離受暴環境後的資源，多以經濟補助 

      為主，但多數女性可能面臨申請資格受限問題，因此需要和民間 

       單位與社區系統尋求非正式資源。會上亦提到連結社區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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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絡，是安置服務及庇護所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另外，安置也要 

       注意對多元性別人權的尊重與關懷。 

     另外，台灣減害協會分享「鳳凰居」輔導女性藥癮更生人經 

 濟自主並與孩子團聚之成功案例。「鳳凰居」主要收容 18~65歲 

 的女性藥癮更生人，協助她們進行身心靈與家庭重建，並將服務 

 重點放在提供更生人職業技能、教育訓練及實作機會，以協助更 

 生人就業、創業、返回社會為終極目標。 

 

(三) Breaking Stereotypes: young women’s leadership in  

Taiwan 

 日期：3/17 

 主辦單位：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會議議題： 

    本場會議是由本次我國與會之青年代表所舉辦，會上介紹臺

灣在教育、科技、文化、社會企業以及環境等五大領域之女性參

與現況，分享分屬於五大領域之年輕女性領導者各自領域之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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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並鼓勵其他年輕女性勇於挑戰性別刻板印象，活出真實自

我。 

    本場會議最特別之處是在會議中舉辦類似公民咖啡館的討論

團體，請與會者分成兩組分別討論如何激發或培力更多年輕女性

成為領導者，以及培植年輕女性在氣候變遷、教育、企業、文化

及藝術領域之領導力能做些什麼。與會者討論熱烈，分享自身經

驗亦分享各國推動作法。 

 

(四) New Paradigm of Gender Equality Post-2015: Girls and Boys  

Go Together 

 日期：3/18 

 主辦單位：MHAT, 實踐大學 

 會議議題： 

        本場次是由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嚴祥鸞與世界生理衛生 

    協會共同合作之會議。會議主題連結聯合國近來積極倡議之 

    「男性參與」議題，並提出各國經驗分享。 

    1.男性參與之重要性： 

        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嚴祥鸞分享 CSW60之青年論壇對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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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參與之重視，連結健康之親密關係需要兩性相互尊重，未成 

    年懷孕議題也須要男性共同參與，因為研究指出，許多青少年 

    會濫用關係說服他們的女朋友發生性關係時不避孕。同時，因 

    為性別不平等產生的社會壓力，會直接影響女性是否自主地採 

    用避孕的能力。 

    2.臺灣未成年懷孕現況與未成年懷孕議題： 

        2013年國際青少年生育率為千分之四，臺灣青少年生育率 

    低於中國及新加坡，但高於南韓。 

        CEDAW第 12條及 CRC第 24條可作為未成年懷孕議題之引 

    用。未成年懷孕青少年可以遭遇的問題，包含以下： 

(1) 生殖健康 

(2) 人際界限改變 

(3) 健康伴侶關係 

(4) 溝通方法的不同 

(5) 法律及社會有關性健康之資源 

(6) 未成年懷孕之案主自決 

(7) 如何接受別人的否決。 

(8) 如何拒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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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ender Responsive Schools」 

        會上分享在越南推動「Gender Responsive Schools」，於 

    20個學校推動，不僅培力青少年、訓練種子師資，也將父母及 

    照顧者納入訓練對象，預計 培力 45,000名大人及 30,000青少 

    年，讓男孩和女孩共同面對性別平等和健康性教育。 

    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爸爸學校計畫 

        臺北市政府之原住民爸爸學校計畫是納入男性參與之特 

    別方案，原住民男性與一般男性相同，都面臨著工作、經濟、 

    就業等壓力，也包含了在家庭中會面臨夫妻、親子關係等問 

    題，但因為原住民族本身的文化特性，在主流社會中常會不容 

    易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情緒，而使得原住民男性缺少抒壓及學習 

    之環境。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藉由辦理爸爸學校課 

    程，規劃有自我健康管理、法律、性別平等等課程，使原住民 

    男性在終身學習環境中，瞭解家庭關係中之親職、夫妻之互動 

    及溝通能力，進而培力原住民男性得以在家庭中發揮其角色及 

    功能，進而促進性別平等及提升家庭能力。 

    

(五)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Goo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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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ractices 

 日期：3/19 

 主辦單位：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Taiwan 

Action Alliance for Mental Health, 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MWIA), UNSRC Feng Shui Group 

 會議議題： 

1. 1001 Days Campaign: Promoting Mental Well Being for Women 

and Babies 

         所謂「1001 Days」指的是小孩兩歲期間是孩子日後生命 

    發展的關鍵。若大人不重視這段期間，將影響後續的發展機 

    會。主要照顧者在這段時間對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是形塑孩 

    子日後正向人格發展、人際互動的關鍵因素，而父母也因為全 

    心全意對孩子付出愛與關懷，從而得到滿足及成就感。父母在 

    這段期間可以藉由學習相關育兒知識、或因為孩子出生而改變 

    家庭成員互動模式，而產生改變的機會，這對父母日後的人生、 

    家庭及價值觀非常重要。 

        實證研究顯示，若孩子在「1001 Days」這段期間無法從 

    主要照顧者得到妥適照顧，尤其是弱勢家庭或高風險家庭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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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面臨忽視及虐待的可能性極高，將造成生心理及人格發展問 

    題。在大人的部分，約有 10%的懷孕女性以及 13%已經生產完 

    的女性，經歷心理障礙或初期的憂鬱症。這些情形在發展中國 

    家更嚴重。若這些心理障礙無法得到妥適的協助，將可能導致 

    自殺，或是因為母親失功能而讓孩子受到成長及發展上的忽 

    視。 

   2.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Goo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Practices 

    (1)心理健康的重要概念及挑戰 

       心理健康是基本人權的一環，WHO提到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 

    健康(There is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一般人對心理健康存有偏見，狹隘地認為心理健康只是精神 

    疾患，實際上，影響心理健康的因素尚包含個人生活、社區資 

    源系統及大環境社會文化脈絡等等，形成原因可能是複雜且彼 

    此交互影響的。然而，普遍對於心理健康的處遇只著重醫療取 

    向的個人心理藥物治療，極少思考如何改善社區資源、社會環 

    境以提升心理健康福祉。 

    (2)心理健康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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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 WHO 對心理健康議題的重視，心理健康主流化應運 

     而生。推展對象從個人擴大到國家層級，同時注重促進及預 

     防，將心理健康視為人人應擁有的基本人權，國家應將心理 

     健康促進做為致力於提昇國人心理健康的行動，也因此需將 

     心理健康理念融入各種政策或方案的制訂中。 

  

五、 我國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TECO)舉辦之研討會  

        「婦女賦權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Seminar on Women  

    Empower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由我國駐紐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TECO)與「聯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CUNS)、巴拉圭代表、貝里 

    斯代表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等共同舉辦。 

               本研討會響應本屆CSW婦女賦權及永續發展之主題，駐紐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大使在開場時強調性別平等、 

           提高婦女權益，與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息息相關。雖然目前各國 

           距離全面實踐婦女賦權仍有改善之處，且各國進展不一，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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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仍必須摒棄成見、攜手合作，確保2030永續發展議程強調之 

          「沒有任何人落後」(no one left behind)願景得以被實現。徐 

           大使亦向與會國際代表分享臺灣推動性別平等之具體成果，包 

           含在立法層面上，簽署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並於2011年立法院 

           通過CEDAW施行法，使CEDAW公約規定在台灣具有國內法效力， 

           在公共參與上，臺灣經由人民選出首位女性總統，且女性在立 

           法院及議會之席次比例也有所提升。 

         巴拉圭婦女部長 Ana María Baiardi 擔任「經濟賦權：達 

     到永續自立(Economic Empowerment: Achieving Substantive  

     Autonomy)」主題演講人，分享巴拉圭政府促進兩性平等的政策 

     及落實成效，藉由提供農村女性資金及微型信貸，辦理教育訓 

     練提升產銷知能、提供技術支援，並鼓勵農村婦女組成互助團 

     體，培養領導能力及組織溝通能力等方式，協助婦女經濟賦權， 

     進而達成巴拉圭女性的實質自主。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理事長林理俐「WFWP-Taiwan’s  

Role in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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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分享透過舉辦讀書會、專題講座、樂活女性成長學苑、成長 

    團體、女性菁英成長營等活動，協助女性啟迪智慧增長見聞，提 

    升女性自信心，並致力國際交流工作，與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婦女 

領導者齊聚一堂，一方面分享台灣的經驗及工作成果，一方面學

習各國之工作經驗，共同研討及交流。 

        貝里斯駐聯合國代表 Lois Michele Young大使及國際女企 

    業家基金會 (International Women’s Entrepreneurial  

    Challenge, IWEC)執行長 Nancy   Ploeger分別介紹了 2030永 

    續發展議程之性別賦權概念，與企業策略聯盟對促進婦女賦權的 

    效益。 

        勵馨基金會常務董事廖碧英以「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Child&  

    Youth Sexual Exploitation Prevention Act」主題，分享臺 

    灣兒少性剝削防治策略。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嚴祥鸞分享 

    CSW60 之青年論壇對於男性參與之重視，連結健康之親密關係 

    需要兩性相互尊重，未成年懷孕議題也須要男性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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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會議結論 

    本屆 CSW會議呼籲聯合國系統和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

女權能署須支持以促進性別平等之辦法，來執行《2030永續發展議

程》。 

    會議亦通過了關於優先主題─婦女賦權及其與永續發展的關

係之商定結論，其中提到為促進性別平等及有效執行《2030永續發

展議程》，建議各國應在以下五個領域採取行動(詳見官方網頁：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2016/27

&referer=http://www.unwomen.org/en/csw/csw60-2016&Lang=E) 

一、 加強規範、法律和政策框架： 

    建議各國批准或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

其任擇議定書，限定保留範圍；加速有效執行《北京宣言暨行

動綱要》；全面落實《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所有目標和具體

目標，並消除一切形式對女性和女童的歧視，取消法律框架中

可能存在的歧視性條款，並制定法律、政策、行政和其他綜合

措施，包括酌情制定暫行特別措施，以確保女性和女童獲得各

領域平等參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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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造為性別平等和增強女性權能籌措資金的有利環境： 

    重申實現性別平等主流化之重要性，包括在制訂和執行所

有金融、經濟、環境和社會政策方面融入性別觀點，並在所有

公共開支部門推行促進性別平等的預算編制和監督機制，以確

保國家資源充分分配給女性。 

 

    三、加強女性在所有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領導作用和女性充分平等參 

        與決策： 

    採取措施確保女性充分、平等和有效地參與所有領域的工

作，參與領導公共和私營部門各級決策以及公共、社會、經濟

和政治生活等所有領域。建議應酌情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以及

提供教育和培訓，並應消除在各領域中直接和間接阻礙女性參

與決策的一切障礙。 

 

四、 加強促進性別平等的資料收集、後續行動和審查進程： 

   依照《2030永續發展議程》國家後續行動和審查之建議，

各國應加強國家統計能力，以便有系統地設計、收集和確保獲

得按性別、年齡和收入以及適合國情的其他統計項目，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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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優質、可靠和及時的資料。 

    五、加強國家體制安排： 

            建議各國政府酌情加強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女性和女 

        童權能的相關政府機構，並進行相關利益團體的統籌協調，以 

        確保國家規劃、決策、政策制定和執行、預算編列等，有助於 

        實現性別平等和增強所有女性和女童之權能。 

     

    期望各國積極在《2030永續發展議程》中實踐性別主流化，並

確保後續行動和審查進程能嘉惠所有女性和女童，以及實現到2030

年全面實現性別平等和增強所有女性和女童權能之終極目標。 

 

   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加強性別平等統計數據之建置，並強化性別統計、分析及運用

之能力： 

     《2030永續發展議程》範圍廣泛的目標和細項目標，為

各國帶來的首要挑戰即是統計資料建置問題。該議程不僅強調

目標達成，也要求後續的監測工作。因此，資料收集及統計能

力就成為首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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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2030永續發展議程》有關性別的層面，可以發現有

不少領域之基礎資料是空白的，亦即該領域目前沒有廣泛可對

比的基準資料，甚至很難發展操作性的量化指標讓各國進行資

料收集及統計分析，例如：如何說明婦女獲得能源、水和衛生

設施情況的資料、如何具體衡量無酬照顧工作等，更遑論後續

要如何進行監測及趨勢分析。因此，期待聯合國後續能針對上

述領域提出示範性指標，讓各國參考。 

            除了上述幾個還未能提出指標的領域，多數領域其實已有

國際指標可供參考，因此，為有效監測《2030永續發展議程》

的性別層面，將有賴經費人力投入和統計技術能力建設，以及

各部會合作與資源整合。此外，建議我國未來在加強建置按性

別和其他標準分列之統計資料時，需兼顧國內實務需求以及和

國際統計指標接軌；在資料建構及製作上，建議在政府主導之

餘，也應納入相關女性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在後續資料運用

上，建議強化資訊公開及重視資訊使用的方便性，並有機制定

期檢討指標、資訊之合宜性。 

 

二、 倡議青年世代及男性參與，促進女性賦權，並落實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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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CSW的重要特點是聯合國婦女署召開為期兩天的青年

論壇(Youth Forum)。鑒於許多國際論壇關注到青年參與國際事

務之重要性，並認知到青年參與公共生活和決策過程亦是增強

權能、促進性別平等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CSW期望藉由此一

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之舞臺，鼓勵提升青年對於性別平等議題之

意識覺醒，進而展開對性別平等議題之對話。青年論壇聚集了

來自全球各地約 300位青年代表，主題為「達到 2030議程─培

力年輕女性和男性共同成為達成性別平等的夥伴(Advancing 

Agenda 2030-Empowered Young Women and Young Men as 

Partner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共同分享如何達

到性別平等。 

  ｢男性參與｣依然是今年 CSW 的討論重點，包含前述的青年

論壇及多場平行會議，與會者普遍認知到男性及男孩納為同盟，

是加速達成性別平等的關鍵因素。過去我們總是要求男性參與，

此議題讓人感覺過於空泛，淪為口號，也讓男性因為事不關己或

喪失自身權益，而無法產生認同感。性別平等的推動不是要藉由

打擊或貶抑任何一方來達成另一方的地位提升，而是希望將任何

一方都納為夥伴關係，共同將性別平等視為一個普世追求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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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而究竟要如何著手以及要參與哪些領域，才能讓男性成為

同盟，成為大家不斷探尋的目標。 

          本次參與平行會議會上有不少與會者談論到應協助年輕男

性瞭解到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男子氣概、陽剛氣質以及男性自我

的脆弱性，先藉由自我覺知，讓男性瞭解原來自己也是一直生活

在既定的性別刻板框架之下，進而才有反思及改變的可能。而與

會者廣泛同意，應以男性作為性與生殖健康和所有權利的支持合

作夥伴，讓男性參與家庭計畫、孕產婦和兒童健康工作；防止基

於性別的暴力，讓男性作為參與的夥伴，創造男性和女性的安全

空間；鼓勵男性從事更多父親的角色，透過倡導育嬰假和家庭友

善政策的法律架構，對女性、男性及兒童將能創造較好結果。爰

此，建議在國內的落實，可以先從學校教育及社會宣導面向著

手，說明如下： 

1. 在學校教育面上，可從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之性別平等教育

開始做起，建議性別平等教育內容應納入「重新定義男子氣

概」、「從男孩開始建立健康的男性觀念」、「男女共同參與家

務工作」之相關教材，協助潛移默化改變傳統的男性氣質迷

思，在相關性教育、情感教育及反性別暴力課程及教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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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重視男性在情感關係中的責任、男性對性別暴力的認

識，並且倡導男性參與反暴力的重要性。 

2. 鼓勵男性參與女權運動，男性之間的同儕壓力、影響力及

名人響應均具舉足輕重之角色。因此，在社會宣導面上，目

前民間團體如：勵馨基金會發起之「V-Men反暴力路跑」，不

僅邀集名人男性響應活動，而結合健康路跑之活動形式，更

是能夠吸引男性加入活動，認識反暴力的議題。因此，建議

未來相關部會除了收集他國成功經驗之外，亦可結合男性社

會名人代言宣傳，或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動針對吸引男性參

與的倡議行動，以鼓勵更多男性願意參與性別平等活動。  

  

三、 強化女性參與決策之比例，朝向聯合國婦女署提出之「2030年

實現全球50-50：步步實現性別平等(PLANET 50-50 BY 2030: 

STEP IT UP FOR GENDER EQUALITY)」目標邁進： 

    承接上一章聯合國官方會議所提到的提升女性在公私部門

參與議題，可以連結到《2030永續發展議程》所指稱的各面向

性別平等，以及聯合國婦女署在2016年國際婦女節提出的目標

「2030年實現全球50-50：步步實現性別平等(PLANET 50-50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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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STEP IT UP FOR GENDER EQUALITY)」。 

     由於我國有保障婦女參政的體制性傳統，因此女性參政比

例是近來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引以為傲的成果。但檢視民選首

長、政務官、高階文官之性別比例仍以男性居多，在社會組織

及民間企業，男性主宰決策仍屬普遍現象。 

    根據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3號第 16段略以，若婦女參與

的比例能達到 30%至 35%，就會對政治方式和決定內容產生實際

的影項，使政治生活充滿新的活力；第 34段略以，其他組織針

對執行理事會代表人數及會員組成結構的男女均等，有義務以

適用規章體現對性別平等原則的承諾，以便該等組織得到社會

所有階層的充分平等參與及兩性貢獻的好處。除了前述建議之

外，再加上我國近年推展之性別主流化及 1/3性別比例原則，

目前公部門普遍認識到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 1/3之規定，並

積極落實。然而，有許多人對性別平等的認識也僅限於 1/3性

別比例，認為相關委員會或評審小組已聘請不低於總人數 1/3

的女性委員，就算達到性別平等；亦有不少組織難以撼動既存

的男性權威，如：農漁會選任人員，僅採取消極態度看待。無

論如何，我們必須要認知到隨著永續發展目標的提出，國際對



 

 

53 

 

女性參與已經提升到 50%，讓男女真正處在天秤平衡的兩端上。 

         爰此，為努力實現決策比例50-50的目標，政府在性別平等

政策上應該要有強烈的決心與共識，除了採取暫行特別措施、

配額制等機制，讓既有的體制更具性別友善，加強提升女性參

與決策比例之外，健全資料是邁向進步的重要基礎。應加強收

集和分析女性參與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董監事會、民間企業領

導階級、公會代表等量化統計資料，以清楚掌握女性參與決策

之樣貌，另外，國外已有關於女性參與決策對組織具有正向發

展之相關研究，我國亦應鼓勵進行類似研究，瞭解女性在參與

決策之需求與困境，並瞭解女性參與決策對組織之影響，以作

為後續策進決策階層落實性別平等之依據。此外，建議亦應有

結構性的培力計畫，透過能力提升，強化女性參與決策之應有

知能。  

 

四、 鼓勵公部門加強關注及參與CSW會議： 

     近年來公部門參與CSW之部會，多為衛生福利部、勞動部、

外交部，雖然我國外交困境，僅能參與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但CSW仍然是國際性別議題最具指標性及領導性的會議之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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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及資源，建議應鼓勵公部門多加參與，且不只限縮於中

央部會，在地方政府部分，目前仍以臺北市政府參與為主，隨

著部分地方政府陸續成立性別平等辦公室，大力推展性別平等

業務，建議亦應秉持著「不讓任何人落後」的精神，鼓勵其他

地方政府共同關注此一國際盛會，不僅增進國際視野，也能快

速與國際新興性別議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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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公私部門與會名單 

姓名 所屬組織／單位 

安東尼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紀惠容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廖碧英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林理俐 世界和平婦女會亞洲總會 

張 珏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張玉佳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梁芬美 
國立嘉義高級女子中學教師 

台灣原住民產業經濟發展協會 

陳 筠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金燕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彥竹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游政韋 婦女救援基金會 

張凱強  婦女救援基金會 

楊資華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楊珍妮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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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筱雯 現代婦女基金會 

林美薰 現代婦女基金會 

葉德蘭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嚴祥鸞 實踐大學社工系 

王麗玲 台灣減害協會 

張芷婕  婦權基金會青年代表 

許皓甯  婦權基金會青年代表 

洪莉晴  婦權基金會青年代表 

林詩恩  婦權基金會青年代表 

楊珮郁  中華兒童青少年全人教育協會專案經理  

林佳萍 現代婦女金會青年代表 

廖書雯 台灣防暴聯盟 

林靜儀 立法委員、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 

劉依潔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 

許秀雯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執行長  

陳秀惠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陳冠伶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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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周慈慧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李育穎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婦女科 

王子葳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張芝颯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聯合國事務科 

張琬琪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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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國與會者舉辦2016年聯合國第60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名單 

平行會議列表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月14日（一） 

10:30 am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協會

中華民國分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Cybercrim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on 

Stalking, Sexual Assa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and Human 

Trafficking 

泰國文化中心 

TCC Room 1 

3月15日（二） 

12:30 pm 

勵馨基金會 Women’s shelters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mitigate and prev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泰國文化中心 

TCC Room 1 

3月16日（三） 

2:30 pm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Building gender-friendly 

Taipei, Creating a 

newsustainable city 

泰國文化中心 

TCC Room 1 

3月17日（四） 

10:30 am 

婦權基金會／ 

青年代表團#TWeetHER 

Breaking Stereotypes: 

young women’s 

leadership in Taiwan 

泰國文化中心 

TCC Room 1 

3月17日（四） 

2:00 pm 

外交部駐紐約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Seminar on 

WomenEmpower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 

TECO NY 

3月18日（五） 

10:30 am 

實踐大學社工系 New Paradigm of 

Gender Equality 

Post-2015: Girls and 

Boys Go Together 

教堂中心 

CCUN Drew  

3月19日（六） 

10:30 am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Goo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Practices 

教堂中心 

CCUN 

Boss Room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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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一） 

12:00pm 

台灣原住民產業經濟發

展協會 

Women vs Races: The 

lost Generations and 

Races 

救世軍基金會 

Salvation Army 

Downstairs 

3月22日（二） 

6:15 pm 

善牧基金會 Economic 

Empowerment 

Strategies Addressing 

Systemic Issues 

Affecting Girls and 

Women 

教堂中心 

CCUN Hardin 

3月23日（三） 

8:30 am 

婦女救援基金會 Eliminating 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hallenges on 

Revenge Porn and Legal 

Action 

教堂中心 

CCUN Dr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