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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

設立於 1946 年，係屬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下眾多功能委員會之一，致力於促進性別平

等和賦予婦女權力的全球決策機構。2011 年 1 月 1 日成立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為

UN CSW 的秘書單位，整合聯合國在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領域的資源。UN CSW 負

責監測、審查和評價在執行 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支援推動性別主流化，並

致力對「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後續行動作出貢獻，以便加速實現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

和女童權力。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CSW）成立於 1972 年，主要目的是促

成非政府組織間對聯合國當前議題的對話，透過倡導與政府的夥伴關係，建立國際共識、

促成各國政府提出良善婦女政策。 

UN CSW 相關會議，包括聯合國官方、周邊會議以及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所舉辦的平

行會議三類會議。歷年我國組團參與會議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在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期許

透過國際交流，讓台灣社會長期努力遵照 CEDAW 公約之做法及成果能被世界各國看

見。第二經由參與國際會議學習先進國家推動理念、發展趨勢、策略與行動，進而修正

發展本土化性別平權具體行動策略。第三透過非政府組織的積極連結，創造與國際溝通

互動的平台，並持續進行國際比較，監督政府落實承諾。本（62）屆 CSW 會議主題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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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主題為「婦

女參與和獲取媒體以及資訊和通信技術，以及作為提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工

具」，台灣代表團共計 47 名成員，並籌辦 13 場次平行會議，同時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也配合大會主題辦理 2 場次工作坊與座談會，15 場活動獲得各國人士熱烈響應。 

本次參與會議主要心得有四：第一我國國際處境愈發艱難，團體成員便愈能團結一

致為國家發聲。第二民間組織及政府部門配合大會主題舉辦各類活動吸引國際媒體關

注，讓台灣被看見。第三培力青年團及早參與國際事務符合國際潮流趨勢，讓培力性別

平權人才往下紮根。第四民間組織結合專家學者激發創意令會議主題越豐富多元，吸引

各國人士參與了解台灣的軟實力。 

建議事項有四：第一鼓勵政府部門編列預算參與 CSW 會議。第二各政府部門應逐

步建立大數據並強化性別統計、分析及運用之能力。第三強化女性參與決策之比例。第

四培力青年世代落實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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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背景簡介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 婦 女 地

位委員會是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於 1946 年 6

月 21 日 11 (II) 號決議設立的委員會,專門致力於在政治、經濟、公民、社會和教育領域促進

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力的決策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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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7 年起每年大會都於 3 月在美國紐約市舉行，由其會員國之政府成

員代表，就各年訂定之主題召開為期 2 至 3 周的會議，針對全球各會員國婦女人權落實狀況，

進行交流並提出檢討及建議。該委員會的任務與目標，係為了促進婦女的權利(women’s right)、

理解與紀錄世界各處女性的處境(documenting the reality of women’s lives throughout the 

world )、形成全球的性別平等標準(shaping global standards on gender equality)，以及培力女性

(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2011 年 1 月 1 日成立的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為 UN CSW 的秘書單位，整合聯合國

在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領域的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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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各國非政府

組織(NGO)共襄盛舉，共同提出多項婦女人權倡議與行動。 

同時委員會擔負監測、審查和評價各會員國在執行 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和第

23 屆特別會議成果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和遇到的問題,並支援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近年來委員

會特別關注各會員國至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的後續行動作出貢獻,以便加速實現兩性

平等和賦予婦女和女童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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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主題： 

每屆UN CSW會議主題，分為優先主題(Priority theme)及回顧主題(Review 

theme:)，本 (62) 屆主題說明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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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二、 回顧主題：婦女參與和獲取媒體以及資訊和通信技術，以及作為提

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工具。（Participation in and access of 

women to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d use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明年(2019 年)第 63 屆會議主題已公布，說明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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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二、 回顧主題：增強婦女權能與可持續發展的聯繫。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sixtieth session) 

參、 組團成員及與會目的 

政府長期在正式外交處境相當艱困下，努力透過多元的非正式外交關係，

讓台灣在追求落實人權公約、參與國際事務的成果能被看見，這幾年積極為協

助婦女團體參與 NGO-CSW 會議，透過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辦

理培力工作坊、徵選研提創新主題平行會議之民間團體，結合外交部經費補

助，協助民間團體參與國際會議。近 3 年更將培力對象向下延伸至大專院校學

生，增加青年代表團，讓性別主流化之理念融入年輕世代的基本價值，執行性

別扎根，同時讓年輕學生有機會參與國際會議，擴展視野增加國際觀。 

今年組團成員公私部門計有 45 人，包括公部門有立法院、行政院性平處、

外交部、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平等辦公室)及高雄

市政府代表；民間組織有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國際婦女法學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多樣性

城市科技研究中心、國際崇他台北都會社、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

民國婦女協會、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臺灣 21 世紀婦女協會、

臺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

會、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及其培力青年

學生團代表等。 

聯合國祕書處今年在會前受理網路申請程序中，刪除必填欄位國家名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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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選項，往年此必填欄位列舉世界各國國名最後會有「其它」選項可供

我國參與人員勾選，刪除之後僅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是無法報名成功，無法獲

得出席證(ground pass)，因此無法進入 UN CSW 官方會議，僅能靠我國駐紐約

市經濟文化辦事處運用國際學人，每日協助以訪客身分進入參加 UN 周邊會

議，藉此了解各國在大會主題下世界各國及其民間組織推動狀況。 

本次會議期間台灣民間團體共籌辦 13 場平行會議，議題多元廣泛，吸引

各國人士參與討論，充分達成與國際交流連結、彼此學習之目的；另外我國駐

紐約市經濟文化辦事處也規劃 2 場配合大會主題的工作坊及研討會，邀請馬紹

爾、尼泊爾友邦代表、在地友好學者及華僑等產官學代表齊聚一堂，討論分享

各國加強農村婦女及女童的權能意識之策略作為，並藉此介紹台灣全國在推動

性別主流化下教育、文化、科技、經濟、政治等成果展現；另外台北市政府性

別平等辦公室特別介紹該市性別工作的推動特色。 

綜上，本屆組織團體參與目的與歷年努力達成之目的一致，在公私部門共

同合作期許透過國際交流，讓台灣社會長期努力遵照 CEDAW 公約之做法及成

果能被世界各國看見；經由參與國際會議學習先進國家推動理念、發展趨勢、

策略與行動，進而修正發展本土化性別平權具體行動策略；透過非政府組織的

積極連結，創造與國際溝通互動的平台，並持續進行國際比較，監督政府落實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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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相關會議活動 

本屆 UN CSW 及 NGO CSW 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3 日循往例在紐

約市召開， NGO CSW 為讓世界各國民間組織代表事先熟悉各類會議相關議

題，提前一日於 3 月 11 日(週日)整天假曼哈頓社區學院 Tribeca 表演藝術中心

舉辦諮詢會議(consultation day)。3 月 12 日開幕式接續舉辦一系列的聯合國官

方會議(UN CSW official meetings)、UN CSW 周邊會議(UN CSW side events)及

NGO CSW 平行會議(NGO CSW parallel events)。 

本次會議活動期間官方會議、周邊會議及 NGO CSW 平行會議舉辦超過

400 場，其中我國與會代表於本屆非政府組織平行會議共計舉辦 13 場，分別

由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國際婦女法學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國

際崇他台北都會社、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培力青年學生團、台中市楓樹腳文

化協會等；另外我國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TECO)配合大會主題也辦理 2 場工作坊及研討會，綜合這

15 場會議每個場次都吸引各國民間組織關心該主題的夥伴參與討論，藉由討

論分享行銷臺灣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創意作法與成效，達到讓台灣的軟實力被國

際看見的目的。 

職奉派參與第一週會議，謹就個人參與場次或分享團員參與會議之經驗，

摘要說明如下： 

一、 UN CSW 會前諮詢會(consultation day)，本屆在紐約曼哈頓社區學院

Tribeca 表演藝術中心舉行一天活動 ，活動由尼泊爾馬傑土著青年舞蹈家

帶來舞蹈表演揭開序幕。 

(一) 歡迎致詞及討論 

由 NGO CSW 主席 Susan O’Malley 主持，強調重視在背後不被看

見的女人(leaving no woman behind )以及重申「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重要概念：建立與各領域利益團體的夥伴關係及公民社會

之重要性。各利益團體包含會員國、國際組織、社會組織、地方政府

及私部門等，在各領域的配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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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目標(SDGs)」之關鍵。因此，各國政府也要致力於發展相關培力及

教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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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Women 執行長 Phumzile Mlambo-Ngcuka 則用「執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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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來強調永續

發展目標(SDGs)的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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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領

域利害關係的合作結盟則是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驅動力。 

News Deeply 的執行長 Lara Setrakian 提到「對話」，協助偏鄉落實

政府制定之法令要靠 NGO 不間斷與政府對話；另發聲(speak out)對於

鼓勵農村婦女說出自己生命經驗的重要性，特別是從人身安全出發的

受暴經驗。今年「Me,too」活動，就是鼓勵每個人都說出自己的經驗，

當這些經驗不斷被提出、說出時，大家就會發現這是個社會問題，而

不是被害女性的個別問題。 

(二) 專題演講 

本場次講者是來自南非的 Sizani Ngubane 女士，紐約非政府組織

婦女地位委員會(CSW/NY)頒發予她 2018 年女子優異獎，表彰其在推

動婦女議題方面的出色工作和成就。Sizani Ngubane 於 1990 年創辦農

村婦女運動（RWM），成立聯盟由 500 多個社區組織組成的，有 5 萬

名原住民婦女和女孩參與。這種基層運動引發了一場針對婦女和女童

獨立土地的強烈運動，財產和繼承權，提供宣傳培訓和遊說國家議會

和政策制定者對友善原住民與農村婦女及女童的政策。此外，RWM

為婦女提供農業培訓，建立土地權利，建立網絡以應對危機和打擊腐

敗。Sizani 持續在 RWM 的所有項目中都倡導聯合國的 SDG 目標 5 性

別平等，並將其作為改變的有力工具。在 RWM 的努力下，減少疾病

傳播，少女懷孕，孕產婦死亡率，並消除了兩個社區女童的綁架和強

迫婚姻事件。CSW / NY 透過表揚 Sizani Ngubane 在聯合國發聲，以確

保「沒有人落在後面(No One Left Behind)」。 

(三) 論壇（The Concerns of Rural Women） 

本論壇主持人 Esther Fair (肯亞國際運動團體)邀請多位與談人針

對關懷偏鄉婦女進行發表，有 Gia Gaspard Taylor(偏鄉婦女生產網

絡)、Maria Luisa Mendonca(巴西社會正義和人權網絡)等人參與，其中

主持人 Esther Fair 提到關注農村婦女的貧窮、語言、社區議題，以及

農村婦女的「機會」，包括由基層婦女組成團體倡議保障婦女健康權

益，合理訂定貧窮線設定等議題。 

(四) 經驗分享(Media：Women's Stories for Empowerment and Change )安排

由 4 位女性，分享如何透過 4 種不同媒體，運用故事傳遞影響力向全

世界發聲，進而改變偏鄉婦女生活。 

(五) 頒獎及合唱表演：美國於 1979 年簽署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但美國參議院至今尚未批准該公約。1998 年，加州舊



 

 

8 

 

金山市通過執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突破性條例，洛

杉磯市和美國其他城市此後也陸續通過類似的自治條例。活動頒發

CEDAW AWARD 給予洛杉磯市長，肯定他推動 CEDAW 法令的貢獻，

期許全國其他城市也能陸續跟進，最後並安排薰衣草輕音符合唱團表

演圓滿完成今天的活動。 

 

二、 聯合國官方會議 

第 62 屆 CSW 之優先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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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主題為：「婦女參與和獲取媒體以及資訊和通信技

術，以及作為提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工具」。 

本屆 UN CSW 會議相關討論主題如下表： 

日期星期 討論議題 

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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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優先主題的部長級圓桌會議，實現兩

性平等和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力的挑戰和機會 

主題A：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利方面的良好做法，包

括通過接受教育，基礎設施和技術，糧食安全和改善營

養 

主題B：通過預防基於性別的暴力以及通過訴諸司法，

社會服務和醫療保健來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力的良

好做法 

3月13日星期二 部長級部分 

(1)一般性討論(續) 

(2)審查主題：部長們就優先主題「建立聯盟以實現兩性平

等並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力」、加速實施「北京宣言和行

動綱要」，到2020年取得具體成果，進行高層互動對話。 

3月14日星期三 (1) 一般性討論(續) 

(2) 互動討論：「婦女參與和接觸媒體，訊息和通信技術及

其對婦女的影響，以此作為促進和賦予婦女權力的工具」 

3月15日星期四 
(1) 一般性討論(續) 

(2) 討論議定結論(非正式磋商) 

3月16日星期五 (1) 互動討論： 

優先主題：實現兩性平等和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力的

挑戰和機遇-農村婦女的土地權和土地擁有權在安全實

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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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主題：衡量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力進展的創新數

據方法 

(2) 討論議定結論(非正式磋商) 

3月19日星期一 

3月20日星期二 

討論議定結論(非正式磋商) 

3月21日星期三 1. 審議來文工作組報告(閉門會議) 

2. 討論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和決定的後續行動 

3. 一般性討論（總結） 

4. 討論議定結論(非正式磋商) 

3月22日星期四 討論議定結論(非正式磋商) 

3月23日星期五 (1)對商定結論草案採取行動處理其他未決問題 

(2)第63屆會議臨時議程 

(3)通過第63 屆會議開幕選舉主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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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國代表團利用國

際非政府組織會員申請註冊成功，多數團員仍於換證時因無法出示非台灣護照

以外之證件而受阻，外交部因評估現行國際情勢，建議官方代表免提出註冊申

請，逕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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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安排國際學人帶領入場，以訪客身分進入聯合

國大廈，並提醒入場後低調交談以避免引人注意，因此參與場次較為受限。 

UN CSW 開幕會議摘要如下： 

(一)聯合國通過 CEDAW 公約至今，各國應優先為最弱勢、最貧窮的農村婦

女及女童爭取基本人權做出下列努力： 

1、 強化農村的基礎建設，提供農村婦女及女童基本需求，消除貧窮從

滿足飲用水、乾淨的食物來維護促進健康，透過教育的機會獲得知

識及技術，進而增加就業機會；能源的普及、交通的改善及科技技

術的引進，都是促進提升農村婦女及女童的基本權益維護。 

2、 透過法律保障女性自主權及人身安全，鼓勵農村女性自主發言，消

除性別暴力、性騷擾、童婚交易押賣及強迫生育結紮等。並與男性

平等擁有財產權、繼承權、土地權及信用貸款權等以提升女性地

位，落實婦女權益。 

3、 各界應為農村婦女創造機會，支持農村婦女能在自身經驗下提出創

意想法，轉變成執行策略；將農村婦女及女童視為人力資本而願意

投資，透過科技產品的協助進而減少婦女無酬的家務負荷，為消除

性別不平等而努力的種種作為。 

(二)公民社會代表發言：透過教育識字有閱讀能力進而產生力量並對未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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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認為推動農村教育，才有機會讓女性從鄉村移動到城市。來自肯

亞農村女孩提到個人經驗，她反抗傳統逃離家鄉，成為全村第一個考上

大學的女孩，未來她只要有機會再進修她會攻讀研究所，但文化習俗導

致其母親因為她的逃離家鄉而受暴。她鼓勵家鄉的女性不要太早結婚才

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三、 周邊會議(Side Events) 

(一) 紐西蘭、加拿大、尚比亞，國際婦女健康聯盟(New Zealand, Canada, 

Zambia,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主辦，主題為「農村兒

童婚姻與孕產婦死亡率的危害與致命性(Harmful and Deadly: Child 

Marriage and Maternal Mortality in Rural Settings)」，重點摘要如下： 

1、 會議邀請五位講者，分別來自：加拿大、巴基斯坦、尼泊爾、尚比

亞及紐西蘭。 

2、 講者提到許多青少女在家庭壓力下，很年輕就結婚懷孕，使她們無

法再接受教育，更無法進入就業市場。講者所屬組織提倡在社區設

立健康中心，教導她們讀與寫，並提供她們維護健康的專業訓練，

同步呼籲各界重視童婚議題。 

3、 尼泊爾有 37%婚姻，女性是低於二十歲的結婚法定年齡，在當地童

婚的發生是源於當地的社會習俗，而且超過一半的婦女對自己健康

權益缺乏了解。 

4、 透過民間組織與政府合作提供服務，包括婦女取得免費的健康服

務、免費送貧困家庭的小孩去讀書等作法，可有效降低童婚的比例。 

(二) 聯合國婦女署、世界糧食計畫署（糧食計畫署）、糧食和農業組織（糧

農組織）及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農發基金）聯合主辦，主題為「一致

行動：實現農村婦女和女童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Delivering as One: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th and for rural women 

and girls)」。摘要重點如下： 

1、 會議強調賦予農村婦女和女童權力並實現其人權和兩性平等對於實

現「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2、 實現兩性平等和賦予所有婦女和女童權力，在全球農村地區顯然與

滿足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 5 和具體目標有關。除此之外，結束貧窮

（可持續發展目標 1），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和促

進可持續農業（可持續發展目標 2），為所有人實現充分的生產性

就業（可持續發展目標 8），並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可持續發

展目標 13）。 

3、 上述這些目標和目標包含普遍性對於農村婦女和女童的生計，對於

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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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部門和民間社會共同推動，努力解決農村婦女和女童面臨的挑

戰，並促使他們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致行動」並不意味

著單靠聯合國系統。「2030 年議程」的目標要求所有利益相關者共

同努力實現此目標。從農村婦女和女孩開始，堅持不讓任何女性落

後。 

5、 與會者分享各國培力女性之經驗，如在羅馬藉由鼓勵婦女參與地方

組織，關注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提升其家庭地位。另運用合

作社民主形式，讓女性在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投票權力，甚至入決策

權力核心，回應女性的真正需求，讓女性有自己的願景(vision），

而不只是「工具」（純粹社區服務的人力、被動員的對象、受指揮

的成員）。 

(三) 德國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聯合主辦，主題

為「打破守則：通過數字技能賦予農村女孩和女性權力(Cracking the 

code: Empowering rural girls and women through digital skills)」。摘要重

點如下： 

1、 計算機科學教育已經成為主要由男性主導的職業，女性僅佔全球資

訊科技行業所有工作的 24％，工程和數學（STEM）研究中，部分

歸因於性別規範和社會對女孩和女性能力以及職業期望。 

2、 教育是重要關鍵，擴大女童對 STEM 和計算機科學教育及職業發展

途徑的認識和參與，農村婦女和女孩特別需要經濟協助和教育機

會。 

3、 聯合國婦女署持續倡議 International Girls in ICT Day，指出資通訊技

術部門為婦女提供了巨大的機會，估計有 90％的就業機會很快需要

ICT 技能。但是，女性要像男性一樣平等地掌握機會，必須破除性

別偏見、迷思及刻板印象。 

 

(四) 由美國非營利組織 Career Girls 主辦主題為「非洲農村女童流動學習中

心（Mobile Learning Center for Girls in Rural Africa）」，摘要說明如下： 

1、 Career Girls 是一家總部位於舊金山的非營利組織，提出三個核心理

念：Inspire、Educate、Empower，組織任務讓所有女孩充分發揮自

己的潛能，重點關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職業並透

過鼓舞人心的職業榜樣和支持女孩發現自己的志趣。 

2、 Career Girls 關注到全球有 52%的人口存在數位落差無法上線的現

況，因此他們設計出一台 399 美金的機器(Rachel)，不需要網路、

任何裝置都可以搭配使用、有 500GB 或 1TB 的記憶卡容量、最多

可以有 50個使用者同時使用。透過與全球多個組織合作，如：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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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book，讓使用者可以消除數位落差獲得更多資訊。 

3、 Career Girls 蒐集製作職業分享影片、探索職業的教材。除了有許多

不同職業人士的現身說法之外，影片下方有 My career, My education, 

My story, My advice，讓使用者可以進一步去探索這個職業。教材則

是幫助使用者釐清自己的經驗，幫助他們聚焦未來可以從事的行

業，以及他們需要具備何種技能。 

(五) 由大韓民國、卡塔爾、瑞典共同贊助主辦「農村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

(RURAL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會議由 阿拉

伯人道主義事務聯盟秘書長特使 Sheikha Hessa Bint Khalifa 及大韓民

國駐聯合國副常駐代表 Chull 大使聯合主持，邀請與談者有瑞典衛生

部和社會事務部兩性平等司 Lenita Freidenvall 副主任、國際康復組織

秘書長 Venus Ilagan 女士、婦女與身心障礙發展基金會 (WDDF) 執行

主任米斯蒂女士及聯合國婦女政策專家瑪麗貝爾女士 DerjaniBayeh。

摘要重點如下： 

1、 透過討論確定各國在農村地區身心障礙婦女和女童面臨的困境遠比

農村地區一般婦女及女童更艱鉅，包括：歧視、受暴、貧窮、無機

會接受教育、環境障礙、衛生保健、健康威脅、缺乏社會及政治參

與等等具體問題和挑戰。 

2、 各國應針對前述的問題困境，制定目標明確符合國情的措施，解決

農村身心障礙婦女和身心障礙女孩面臨的多重相互交叉的不平等

和邊緣化問題。 

3、 探討改進各國收集、分析相關資料和統計數字的策略,以支持農村身

心障礙婦女和女童的政策規劃與行動方案，並監測、追蹤實現目標

的達成度。 

4、 就各種的問題提出建議或提供政策指導，例如終止暴力、糧食安全

和營養、訴諸司法、賦予經濟權力、提供保健和教育、獲得資訊、

保護、政治和社區參與。 

(六) 由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記者聯合發起的無國界組織（RSF）小組、

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以及法國，希臘和立陶宛的常駐代表

團參加聯合國代表保護記者之友小組共同主辦「危險的任務：女記者

的安全（Dangerous Assignments: Safety of Women Journalists）」，由

CPJ 宣傳總監 Courtney Radsch 主持，摘要重點如下： 

1、 今年的回顧主題是婦女參與和接觸媒體，資通訊技術及其對婦女的

影響，並將其作為促進和賦予婦女權力的工具。 

2、 這是一個討論女記者安全問題的獨特機會，婦女參與和接觸媒體至

關重要。女記者可以在打擊性別不平等和暴力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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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須確保他們採訪報導是安全的。CPJ 研究表明，殺人、監禁、

性暴力、騷擾和網路騷擾，女記者面臨可能嚴重威脅生命的危險參

與媒體報導。政府需要建立對女性媒體從業人員而言更全面的安全

機制，包括建立準則、法律，監督和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 

3、 專家小組將深入研究各國如何有效地打擊面對女性記者的暴力和危

險。我們的目標是在本屆會議上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要求，並且研

議收集數據和資訊的架構，擇定最佳的全面落實區域。 

(七) 美國舊金山市政府婦女地位部主辦主題為「阻止歧視：舊金山科技工

具促進性別平等（Disrupting Discrimination: San Francisco Tech Tool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由婦女部主任 Emily Murase 主持，邀

請了 6 位與談人分享如何運用科技工具來促進性別平等。摘要重點如

下： 

1、 安全庇護所合作平台：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家暴和人口販運的受害

者，目的為幫助他們快速找到保護隱私的隱密庇護所。平台的運作

包含五個過程，request(組織進入平台後，填寫十個無法辨識個案的

問題)→alert(將訊息發送給其他組織)→response(其他組織在許可的

情況下回覆提出需求的組織 )→match(進行配對，並以電話聯

繫)→crowdsource(提出需求的組織可以透過 SafeNight 發送訊息給

資金支持者，以支付庇護所的費用)。 

2、 在技術設計中促進性別平等：由 Nithya Sambasivan Google 針對女

性使用科技所進行的一項跨國研究，國家包含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國、印尼、尼日利亞、巴西及墨西哥，研究方式包括質性訪談

與量化調查。研究發現女性使用手機與網路受到限制、有較少的自

由時間、移動性也受到限制…等。因此科技設計者需意識到女性所

面臨的這些傳統觀念侷限問題，並致力於女性在科技的使用上更為

平等。 

3、  用於縮小薪酬差距和提高女性金融知識水平的新技術工具：Charles 

Schwab Foundation 與 DonorsChoose.org 合作，並在推廣金融教育項

目設立一個網站，透過課程、遊戲、工作坊及獎勵金的方式協助有

需求的人提升他們理財規劃能力、省錢的觀念及指導使用信用卡。 

(八) 土耳其家庭與政策部主辦 (Turkey, Minister and Family and Social 

Policies)主題為「土耳其對於農業和農村地區婦女賦權的觀點（Turkey's 

Perspective on Empoverment of Women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由家庭和社會政策部長 FatmaBetül SAYAN KAYA 博士主

持，邀請與談貴賓有土耳其大國民議會男女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Radiye SEZERKATIRCIOĞLU、土耳其共和國糧食、農業和畜牧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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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對外關係總監 Esin NACAR、紐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

織）聯絡處處長 Carla MUCAVI、土耳其女企業家協會主席 Sanem 

OKTAR。摘要重點如下： 

1、 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婦女對於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轉型作為可持續

發展的要求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限制婦女在農村獲得保健服務、

教育和金融信貸的問題日益受到諸如糧食危機、經濟危機和氣候變

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對農業勞動中佔有重要比例的農村婦女賦予

權利，不僅會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福利產生積極影響，也會對總

體經濟表現產生積極影響。 

2、 在土耳其，近一半的農業就業機會由女性組成，近三分之一的就業

婦女在農業部門工作。農業部門是婦女就業後服務部門的第二大雇

主。婦女在土耳其成為歐洲最大的農業大國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貢

獻。 

3、 因此，土耳其對農村婦女推動許多政策，並對農村婦女的工作條件

進行了研究。同時提供農村婦女有關農業生產、婦女權利、合作社、

健康生活、健康懷孕，兒童發展等方面的培訓，為女性農民提供各

項支持。 

4、 此次會外活動分享經驗和知識，並展示家庭和社會政策部就農村婦

女問題開展的活動，食品、農業和畜牧部開展的計畫和活動，男女

機會平等委員會的努力，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在土

耳其開展的工作以及土耳其農村地區實現的其他發展和為賦予婦

女權力開展的活動。 

(九) 全球復原力量組織主辦主題為「全球孕產婦福利：可達性、負擔能力、

尊嚴和尊重（Global Maternal Wellbeing: 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 

Dignity and Respect）」，邀請 4 位與談人討論孕產婦的自覺與權益，

摘要重點如下： 

1、 全世界每年約有 30 萬女性死於懷孕、生產本身或其併發症，而這當

中有 98%的死亡是可預防的。此外，每年約有 270 萬左右的新生兒

在出生後一個月內死亡，其中大多數也都是可避免其發生的。因為

缺乏專業的、具有文化適切性的、經濟上可負擔的，以及未能投入

愛與關注的有品質照顧，才會造成孕產婦或新生兒的死亡。 

2、 此組織與世界各地區多個在地組織合作，連結中南美洲、非洲、亞

洲地區執行方案提供服務，包括孟加拉、卡麥隆、厄瓜多、海地、

印尼、印度、墨西哥、尼泊爾、菲律賓、獅子山共和國、烏干達等。 

3、 方案執行的重要成果與集體影響包括： 

(1)大多數區域合作夥伴執行方案，與其國內平均數據相比，孕產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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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死亡率都有明顯的降低。 

(2)為數十萬名生育工作者提供訓練，包括產婆、專業或傳統的協助生

育工作者、社區衛生保健工作者以及護理人員。 

(3)在醫療照顧資源缺乏的偏遠地區，由當地人創設及經營社區生育服

務中心，改善社區居民健康狀況，包括能得到家庭計畫、降低未成

年非預期懷孕比率、降低性病傳染機率、預防 HIV/AIDS 傳播機率、

乾淨的用水、改善衛生條件以及提供媽媽們免費或低價的兒童教

育、職訓課程或有薪工作。 

(十) 愛沙尼亞、墨西哥、肯尼亞、阿根廷、芬蘭共同主辦「結束對婦女的

暴力行為 - ICT 的機會和挑戰（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CT）」，摘要重點如下： 

1、 暴力侵害婦女和女孩是當今世界上最普遍，最持久和最具破壞性的

侵犯人權行為之一。它發生在世界各地，不論年齡、種族、障礙或

其他背景，都會跨越我們社會的所有世代、民族，社區和領域。 

2、 資通訊（ICT）的使用在這個世代，為婦女不斷增加提供了一個更

積極參與社會的獨特機會。各種線上平台和社交網絡極大地促進了

婦女人權運動。由於資通訊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更快，更有效地

向受害者和暴力受害者伸出援手。 

3、 預防工作也開始運用線上工具作為連接和擴大接觸面，成為教育和

社會動員訊息的強大媒介。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彌補傳統調查

結果數字落差提供了可能性，特別是與農村地區的婦女和女孩之間

的資訊和技術獲得補強。 

4、 使用資通訊技術的快速增長並非沒有風險。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暴

力形式。例如：網路人肉搜索、網絡霸凌、復仇色情和其他形式的

騷擾正在迅速蔓延。執法和受害者支持系統總是無法及時阻止解決

這些問題，許多國家的立法仍未解決網路暴力問題。這使婦女和女

孩面臨更大的風險。此外，網路暴力經常跨越國界，面臨的挑戰之

一就是要接觸每個人並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改變社會態度、規範

和行為，是防止網路暴力的關鍵第一步。因此，在國際層面上處理

這些問題也至關重要，當我們處理與之相關的風險時，我們必須增

加 ICT 積極使用的可能性。 

(十一)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Australia,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辦主題為「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在促進婦女和女童人

權方面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由該委員會性別歧

視專員 Kate Jenkins 女士、該委員會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社會正義



 

 

16 

 

專員 June Oscar AO 女士主講，摘要說明如下： 

1、 澳洲人權委員會在促進和保護婦女和女童的人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

用，本次主題特別關注農村地區和偏遠區域的婦女和女童的權利。

Ms Kate Jenkins 性別歧視專員概述澳洲人權委員會在國內推動性別

平等工作的狀況。 

2、 Ms June Oscar AO 是澳洲人權委員會第一位被任命為原住民和托雷

斯海峽島民社會正義專員的女性，她報告目前主導的方案 - 

WiyiYani U Thangani（婦女之聲），與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婦

女和女孩進行的全國對話，聽取他們自己、他們家人和他們未來的

優先事項、挑戰和願望。 

(十二) 歐洲聯盟、聯合國利比亞支助團（European Union,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UNSMIL)簡稱：聯利支助團）主辦主題為「利

比亞通過其年輕婦女的眼睛：紀錄片篩選和評判小組（Libya through its 

Young Women's Eyes: Documentary screening and panel）」，邀請的黎

波里大學法學院 KhadijaEl Boasishi、婦女聯盟 Fadia Hamad,Sabha、打

擊小型武器的婦女網絡成員 Najla Abraheem 在場與觀眾交流，摘要內

容如下： 

1、 歐盟和聯合國利比亞支助團（聯利支助團）共同主持放映描述利比

亞人權鬥爭及其年輕女性願望的兩部短紀錄片，隨後舉行小組討論

利比亞婦女景況。年輕的利比亞女性製作了這部電影，目的在提高

大家對利比亞性別和人權問題的關注，藉由參與觀眾提問互動認識

利比亞的婦女。 

2、 2017 年 7 月，CIHRS 發起了一場創意年輕利比亞人的比賽，以創新

的方式描述他們的現實和挑戰，並收到了包括紀錄片，小說，動畫

和實驗電影，運用文化和藝術方法，用於描繪利比亞婦女在向民主

和性別平等過渡時所面臨的挑戰。民主和兩性平等只能通過授權公

民在沒有審查的情況下自由表達自己來實現。這些電影致力於推動

婦女參與決策，消除性別的暴力，促進社會建立對每一個人都是性

別平等的友善環境。 

(十三) 聯合國婦女署、聯合國全球契約和聯合國合作辦公室（UN Women, 

The UN Global Compact and UN Office of Partnership）共同主辦 2018

年婦女賦權原則論壇（ 2018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Forum），摘要重點如下： 

1、 為推動私部門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5 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方面能

發揮關鍵性影響力，透過辦理此論壇，介紹私部門進行的成功措

施，以促進工作場所、市場和社區的性別平等，這些措施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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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擴大和複製，以加速實施賦予婦女權利原則，尤其是農村地區

的生活品質產生真正的影響，因為除非透過新技能的投資，否則農

村女性有可能失去採用這些新技術的機會，從而導致性別差距擴

大。 

2、 公司透過制定政策和做法，在工作場所，市場和社區中承認婦女權

利並改善性別平等，從而提高生產力，競爭力和創新。此外，呼籲

對於私部門融資和投資不能繼續存在性別差異對待，以補充公共部

門資金的規模，並擴大對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的影響。 

 

(十四) 芬蘭、聯合國婦女署、聯合國利比亞支助團（聯利支助團）（Finland, 

UN Women,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UNSMIL)）共

同主辦，主題為「包容性和平建設：來自利比亞和對利比亞的性別

觀點（ Inclusive peacebuilding: Gender Perspectives from and on 

Libya）」，摘要重點如下： 

1、 2011 年，利比亞婦女在改變治理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利比亞的新

情況造成了許多女性領導人。2014 年政治和安全危機爆發後，各機

構的分工、政治不穩定、經濟困難和軍國主義對利比亞人，特別是

利比亞婦女產生了不利影響。儘管如此，利比亞婦女和婦女團體保

持參與並繼續累積能量。 

2、 利比亞婦女建立了包容性網絡，要求婦女平等參與和代表政治生

活，同時通過運動和其他活動共同倡導和平與和平共處。與此同

時，來自學術界的女性成立了憲法和立法論壇，在這些論壇中，婦

女正在討論並制定加強政治參與的法律和戰略，一旦穩定性得到改

善並實現和平，就會提交行政和立法機關。這些都是利比亞婦女積

極將挑戰轉化為機遇的例子。 

3、 這次論壇的目的是分享讓農村社區參與的最佳做法，特別是通過建

立和平的價值觀，通過作為母親、妻子和社區成員的角色建立和平

文化，從而為灌輸和平文化發揮作用。強調對農村婦女賦權的建

議、挑戰和影響，不僅影響她們個人、家庭和社區，而且從長遠來

看也將有助於整體努力在建設和平上。 

(十五) 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王國的家庭、團結、平等和社會發展部（Ministry 

of Family, Solidarity, Equ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rocco 

and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主辦，主題為「政策對農村婦女

的影響（Rural Women in Public Policies）」摘要重點如下： 

1、 摩洛哥政府通過立法和政策改革加強婦女權利，打擊一切形式的歧

視，並努力實現 2011 年憲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為此，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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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政府承諾促進婦女人力資本，提高就業能力和經濟賦權婦女，並

將農村婦女作為目標。 

2、 儘管在農村地區努力促進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改善他們的生活條

件，惟她們的賦權和成就仍然低於預期。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包

括：農村婦女面臨著不平等和社會排斥的因素、不承認和不重視農

村婦女的工作，以及貧窮和缺乏獲取資源和市場的因素，阻礙其賦

權和有效參與該地區的發展。 

(十六) 菲律賓（Philippines）主辦主題為「對抗任何有害因素：農村婦女的

抵抗力和面對國家外部威脅的能力（Against All Odds: Rural 

Women's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in Confronting Externalities in the 

Philippines）」，邀請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 Bangsamoro 婦女自治區

區域委員會主席 JehanneSittieMutin 女士（ARMM）、勞工和就業

部勞工局局長Karina Perida Trayvilla、農業工人聯合會婦女部門Ms. 

Angie Bisuna-Ipong 與談，摘要重點如下： 

1、 菲律賓農村婦女在農業，漁業和林業中發揮著戰略性和重要的作

用，這些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在自然災害和武裝衝突、災害、

傳染病等人為危機以及農業種植區域的不利影響時期，農村婦女是

最脆弱且最易受影響的群體。 

2、 本次會議重點介紹菲律賓政府與民間婦女組織合作方案，提供農村

婦女在面對這些外部因素時所展現的努力，以及農村婦女的復原力

和抵抗外部性的經驗以及她們的堅韌能力、抵禦能力。 

四、 平行會議 (Parallel Events) 

(一)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NY 主辦團務會議暨「2030 年議程

之性平目標內涵及其衡量方法」工作坊，由處長徐儷文大使主持，邀

請 Judy Otto Ph.D 及 Copen Haver Scholar 等學者擔任與談，為呼應聯

合國 2030 永續發展議程，闡述永續發展目標五之內涵、測量指標及達

成方法。重點摘要如下： 

1、 加強婦女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增強婦女權能，以及有助於消

除貧窮和飢餓的方式。土地是一項掌握經濟資源的關鍵指標，它是

投入農業的關鍵要件，可以作為抵押品獲得信貸，如果出租或出

售，它可以直接增加收入改善經濟。擁有土地增加女性在家庭內的

地位，並提高她們獲得各種經濟機會的機會，有助於婦女的賦權。 

2、 透過土地所有權、土地控制與土地有關的指標，衡量及監測各國保

護婦女擁有土地權情形，在世界各國此一測量指標都是重要的。另

一指標是考察各國政府採用法律改革，促進婦女的土地所有權之策

略進度。 



 

 

19 

 

3、 目標五「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包括婦女經濟參與及

機會、教育機會及參與、健康、政治參與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議題等。 

4、 在 SDGs 領域中，各項都有明顯的進步，惟獨在 Gender Equality 的

部份，沒有明顯的進步。 

5、 每一個目標（GOAL）都代表一個願景，每一個目標內都存在性別

隔閡，例如健康領域孕產婦死亡、教育領域強化女孩參與 ICT 以及

經濟領域薪資差距等議題。 

6、 各國國情不同，應該要思考設定目標須符合當地民眾的需求，也要

同步考量目標要如何具體可測量。 

(二)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NY 主辦「偏鄉婦女賦權之良好範

例(Good Practices i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研討會暨歡

迎酒會，會議重點摘要如下： 

1、 TECO 配合今年 CSW 優先主題辦理研討會，處長徐儷文提到偏鄉婦

女賦權攸關落實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現代台灣農村婦女對農村

發展的貢獻，不僅彌補農村人力流失，還開啟婦女在農村發展的新

頁。 

2、 會中吸引超過百位各國產官學代表、使節團官員與會。多位婦女領

袖提及偏鄉婦女賦權攸關永續發展，她們分享馬紹爾、台灣、尼泊

爾婦權推動實例，並強調性別平權重要性。 

3、 馬紹爾群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卡布亞（Amatlain Elizabeth Kabua）

則分享聯合國人口基金 5 年前協助馬紹爾成立「行動團隊」(mobile 

team)實例。內容是結合政府各部門力量，提供婦女反家暴、保育海

洋及水資源、促進健康衛生等服務，是由下而上的偏鄉婦女賦權成

功案例。 

4、 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立法委員林靜儀表示，台灣兩性平等觀念

愈來愈強，但受到傳統觀念制約，立法院仍經常看到女性權益受損

情事。期望台灣積極推動兩性平權，不只注重表面平權，更要扎根

認知觀念平權。 

5、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SI）候任會長費雪

（Sharon Fisher）以在尼泊爾推行 20 項婦女賦權計畫，協助貧困婦

女就學、婦女情緒治療及推廣婦女衛生等案例，有效協助數千名尼

泊爾偏鄉婦女獲得經濟獨立。 

6、 台北市政府由性別平等辦公室葉靜宜女士發表，提到透過繁星入

學、青年住宅、花博農民、社區中心資訊教育計畫等，協助偏鄉女

青年案例。 

(三)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發展基金會 2018 年青年代表團主辦主題為「在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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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世代作為先鋒下農村婦女的機會與挑戰」，邀請了 YWCA 社區方案

的執行長 Lindsay Rice、肯亞的 YWCA 專案管理者 Edith Kemunto、奈

及利亞婦女聯盟理事會理事兼計畫主任 MorenikeOmaiboje 及來自法

國的 Sandrine Goldschmidt 與談，討論重點說明如下： 

1、 奈及利亞的講者全面性的介紹全球偏鄉婦女的現況，及說明網路世

代可以如何與偏鄉婦女一起合作，提升他們各方面的權益。 

2、 肯亞的講者則是將議題聚焦在肯亞農村婦女的情況說明。 

3、 來自 Mouvement du Nid 法國講者的分享，主要關注人口販運的議

題。他們發現皮條客或人口販運者通常會利用科技，如：網路剝削

女性，因此他們決定以此作為反擊的工具。他們建置一個 Girls of 

Paradise 的網頁，乍看之下就像一般的色情交易網站，但實際上這

些女性均已經過世，多數原因是被皮條客或人口販運者以不當方式

將他們打死或殺害。這個方式目的是讓社會大眾及想購買性服務的

男性看到這些被人口販運迫害的女性故事，可以提升大眾對於此議

題關注，聽完她們所遭遇的對待之後，因而不再購買性服務。 

(四) 國際婦女法學會(Internation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簡稱 FIDA)

主辦主題為「法律機制如何促進農村婦女權利(How Legal Mechanisms 

promote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討論重點摘要如下： 

1、 會議由 Denise Scotto, USA 主持，邀請烏干達、加納、哥倫比亞、

義大利及台灣代表參加，來自台灣台南的王秀峰律師發表我國農村

婦女之成果。 

2、 王秀峰律師分享台南經驗，表示台灣政府透過 CEDAW 國內法化以

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推動農業政策提升農村婦女之權益，

並營造友善農業作業環境，鼓勵農村女性、新住民、原住民及中高

齡者等組成農事服務團，配合農業自動化、智慧化經營配套措施之

推動，彌補不足的農業人力。 

3、 非洲農業的女性勞動人口占 60-80％，但真正投入作物生產的勞動

力卻僅有 40％，且因為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束縛，婦女在農業上

的勞動付出被定義為「幫助家裡」，而非歸屬重要經濟貢獻的農業

生產力，無論是政府法律還是社會文化規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

常常歸於男性，女性僅能透過男性親屬而取得土地，使得婦女管理

的土地遠低於男性；加上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少，婦女常常被認為缺

乏決策能力，無法參與社區的決策或擔任管理職務。 

(五)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Taiwan Tongzhi (LGBT) Hotline Association）

主辦主題為「支持南半球農村 LBT 婦女運動」，由資深研究員呂欣潔

主持，邀請中國、斐濟、新加坡和熱線同工分享工作經驗，摘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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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透過「熱線同工」的立場分享，並思考有優勢地位的運動者所擁有

的資源，該如何真實的賦予更多 LBT 女性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2、 阮美嬴主任，分享了熱線透過經營社群聚會，建立起在地社群的工

作模式，同時也舉了去年熱線透過募資出版拉子性愛寶典 2.0 的經

驗，談如何透過網路和新興的創新工具來將資源散播給更多需要的

朋友。 

3、 斐濟的跨性別工作者Ｍiki 分享斐濟的跨性別社群狀況，也提到在相

關政策與實務工作上的落差；中國的運動者，分享了他們資助與培

力偏鄉工作，和偏鄉中所碰到的原生家庭對同性戀子女的家暴工作

經驗，並提出了對於自身為都市成長女同志，處在相對優越位置的

反思。 

4、 來自新加坡的 Jean，分享了他在東南亞的同志運動經驗，除了各地

文化政治差異極大，LBT 也面對到資源分配非常不均，以及全球的

運動狀況對在地的影響。對於資源相對缺乏的 LBT 女性來說，在

城市不必然比在偏鄉擁有更多資源，例如新加坡雖為已發展國家，

但因法令的限制，LBT 同志所擁有的資源不見得較多，因此每個國

家的同志相關政策不一定和經濟發展成正比，應更細膩來看 LBT 

女性的社會處境，才能發展出真正適合他們的運動策略。 

5、 台灣對於同志權益相對其他東南亞國家是進步的令人稱羨，以及對

於偏鄉工作的反思，而不論彼此工作的進展與取向，衷心期許每一

個 LGBT 都可以不需要離開家建立屬於自己的社群。 

(六)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Urban Diversity and Mobility Research Center)

主辦，主題為「婦女如何讓城市變得更加智能？ 教育、賦權和政策

(How Women Make Cities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olicies)」，摘要重點如下： 

1、 此場平行會議講述了許多台灣性別平等推動的狀況，如在政治方

面、教育方面以及其發展的歷程等。 

2、 在台灣仍有家長無法接受同志，不管是女同志、男同志抑或是雙性

戀，甚至希望相關議題的題材可以從學生的學校教材中被刪除掉，

或者是上街抗議反對同性婚姻等，在平行會議中講者談到了我們如

何教育下一代，透過潛移默化的教育在性別平等議題上建立正確的

觀念。 

(七)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Pacific&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主辦，主題為「五個國家的兩性平等目標賦予農村婦女和

女童權力（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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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Girls）」，摘要重點如下： 

1、 來自台灣的楊資華女士是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國際總會企劃

發展委員會主席兼中華民國分會秘書長，另外邀請來自日本的 Ms. 

Chieko Serizawa、來自泰國的 Ms. Kazuko Kano、來自馬來西亞的

Dr. Raj Aabdul Karim 以及來自紐西蘭的 president Beryl Vincent，五

位國家的代表分別講述自己國家的賦權婦女及女童的計畫。 

2、 其中馬來西亞代表首先介紹東馬來西亞較西馬來西亞落後，並解釋

要賦權當地偏鄉婦女，並非隔離男人，賦權女孩也非隔離她們的母

親。賦權的計畫較多是微型小規模，包括給獎學金、提供乾淨的飲

水、輔導學生英文、教育當地婦女如繡花及女紅等等各項技能，並

保持與政府及更高機構的合作，協助偏鄉婦女自力更生。 

3、 日本代表介紹偏鄉婦女借用栽種葡萄，收成後釀製成葡萄酒販賣，

提升當地的觀光產業。 

4、 台灣代表楊資華講述該協會在台灣一項青年義工的訓練計畫，並介

紹澎湖一位校長所做的賦權當地婦女的工作。 

(八)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主辦主題為「她的思維造就了她(What 

She Thinks, She Becomes)」，由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代表林筱玫主持，

會中邀請美國紐約消防局資深女消防員安娜中尉 (Lieutenant Anna 

Schermerhorn-Collins)、新加坡大學軟體工程師陳美慧博士、與國際女

科技人聯絡網(INWES)主席馬特森(Gail G. Mattson)女士，來分享她們

在專業領域的相關經驗。重點摘要如下： 

1、 身為科技發明代表的林筱玫分享專業經驗，並邀請三位理工科的專

家分別從事環境工程、消防與程式設計等 STEM 相關領域工作的傑

出女性進行小組討論，期望藉此廣邀女性投入 STEM 工作領域，不

僅勉勵女性進入技術和工程行業作為職業，還要追求挑戰不符合女

性傳統的印象，以自己不同凡響的思維來成就未來的自己。 

2、 林筱玫是一位技術型創業家，她在 2011 年贏得微軟全球科技競賽冠

軍後，她立志要改變人類對於祝融迫害造成的生死離別，透過研究

建築物的避難疏散安全，研發智慧疏散動態導引系統(Intelligent 

Active Dynamic Signage System, Intelligent ADSS)來實現物聯網時

代下建築公共安全的消防安全技術自動化及智慧化，該系統並在

2016 年獲得德國設計大獎(iF Design Award)，其也在 2017 年獲得

「十大傑出女青年獎」。以自身經驗分享台灣女性在 ICT 的培力經

驗，希望能消除性別不平等的觀念並鼓勵女性投身科學領域。 

3、 安娜中尉目前是紐約市消防局(FDNY)恐攻及災害防救中心負責災

難性事件的福利倡議的成員。她相信消防安全行業中的性別平等即



 

 

23 

 

是應該擁有均衡的勞動力，消防隊員遇到的情況有很多種，他們唯

一的責任是對建築物內的火災事故作出反應，並在那些受到災難的

房屋內拯救瀕危的居住者，消防員需要理解平民特別是女性和兒

童，並為那些最脆弱的人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安娜還談到，即使

利用現代技術來幫助人類，我們也必須通過教育開展安全意識運

動，以降低傷害。 

4、 陳美慧博士在電腦軟體開發方面擁有超過 10 年的經驗，她是一位屢

獲殊榮的研究工程師，專門從事機器學習，數據分析和模式識別，

特別適用於醫療應用。她贏得了多項殊榮，包括 Women Techmaker 

獎學金，目前正積極到世界各地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向婦女和兒童

推廣技術，從教育宣導令女性在科技行業找到熱情有成就且滿足，

藉以去除性別刻板化。 

5、 馬特森參與女性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s)長達 25

年，她目前是國際女性工程師與科學家網絡(INWES)現任理事長。

其認為角色模範在影響女性成為工程師方面扮演重要作用，她曾開

展領導力和職業發展計畫，以擴大性別多樣性的工程專業的形象。 

6、 各國政府、企業和民間團體正與聯合國一起努力爭取在 2030 年前實

現永續發展目標(SDG goals)，包括婦女地位提昇、科技領域的性別

平等與女性賦權。因此，會議中也提到幾個可隨時追蹤此議題的聯

合國性別平等 App：「Women's Human Right (W's HR)」、「CSW-62」

和「NGO CSW/NY」，適用於 iPhone 及 Android 手機在 Apple store

或 Play Store 都可以下載。透過「W's HR」app，全世界任何人皆可

獲得國際婦女和人權的法律資訊和文件及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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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重要結論 

第 62 屆 UN CSW 的商定結論已公告，重點摘要如下： 

一、 重申該公約一切形式歧視對婦女和兒童權利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

以及其他有關公約和條約，提供一個國際法律框架和實現性別平等給

予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利。該權利是所有婦女和女童包括生活在農村

地區的女性，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可以充分和平等地享有自由的、基

本的、全面的措施。 

二、 重申性別平等和聯合國有關會議和首腦會議，包括國際人口與發展及

其行動計畫和其審查結果決議對所有婦女和女童賦權的承諾。包括：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加快行動途徑的方式，對農村婦女和女童所處的形

勢改善，委員會還回顧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通過的巴黎協定。 

三、 體認到有關實現婦女就業在國際勞工組織宣言，就有關女性工作標準

及基本原則與權利的重要性，並注意到其能包括在農村地區也能有效

實施，體現對婦女的經濟賦權。 

四、 強調實現性別平等行動於所有婦女和女童，包括農村地區的行動能

力，以及全面有效、加速執行北京宣言和促進性別平等的相互實現，

促進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它承認性別平等連同農村婦女和女童，婦

女在經濟中的充分平等參與和領導的能力是可持續發展，促進和平、

公正和包容的社會，增強包容性、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生產力至關重

要，結束一切形式隨處可見的貧窮，以確保所有的福祉。 

五、 重申促進、保護人權和所有婦女和女童的基本自由，包括發展權，這

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尊重，是對婦女的經濟賦權至

關重要，透過婦女的經濟賦權政策和方案消滅貧困，並重申採取必要

措施，以確保每個公民都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

和政治發展，同等重視促進、保護和充分實現。 

六、 體認農村婦女平等、獨立的經濟權利是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至關重要

的目標。它強調採取立法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實現男女平等權利，適

用情況包括土地和自然資源，財產權和繼承權，妥善的新技術，金融

產品、服務和信貸，婦女的充分就業，在農村地區的農業和非農業活

動，以及同工同酬或同等價值的工作。 

七、 重申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需要以全面的方式加以實現，反映其普遍

性、綜合性和不可分割性，同時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能力和

發展水平，並尊重每個國家的政策領導空間和同時保持與相關國際規

則和承諾，包括通過發展凝聚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性別平等和婦女

和女童的權力是一致的。 

八、 實現農村地區性別平等即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應該要逐漸進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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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人權實現已經因為女性的歷史傳統和結構性不平等的權利關係

持續存在，導致貧窮、不平等、性別的暴力、負面社會規範和性別刻

板印象、承擔無償護理和家務勞動、歧視性的法律和政策，阻礙女性

和男性平等擁有所有權和控制資源的權利，導致兩性差距日趨加大。

因此強調消除這些結構性障礙，實現兩性平等和增強處理農村婦女和

女童的權利意識是首要關鍵。 

九、 承認所有的農村婦女和女孩經常面臨歧視和邊緣化等多重交叉的處

境。尊重和重視農村婦女情況的多樣性，並確認一些婦女面臨特別障

礙。雖然所有婦女和女孩有同樣的人權，但農村婦女和在不同環境下

的女孩有著特殊的需求和優先事項，需要提供適當的反應。 

十、 關切有1600億人仍然生活在多重貧困和近 80%的極端貧困人口生活在

農村地區。承認在消除貧困的進展是不平等的，且貧困是一個嚴重阻

礙實現所有婦女和女童達兩性平等的因素。強調承認性別平等的成就

和所有婦女和女孩的賦權與消除貧困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十一、 重申食物權，在貧困和弱勢家庭體認到農村婦女的重要貢獻，各國

各地經濟以及糧食生產，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特別是他們的家

庭和社區有關的福祉。它深切關注，世界各地女性在食品生產上做出

顯著貢獻，但是受到不成比例飢餓和糧食不安全影響的多數是婦女和

女孩，部分是由於性別不平等和歧視導致。它承認在短期和長期對糧

食不安全、營養不良、過度的價格波動和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危機，婦

女擔負重要作用。 

十二、 承認農村婦女在消除貧困的關鍵貢獻，加強農業和農村發展以及漁

業可持續。它強調的是在這些領域取得有意義的必要進展，特別是縮

小性別差距，引入適當的性別敏感政策、措施和創新，包括在農業、

漁業令婦女平等獲得農業和漁業技術援助、生產資源、安全性的土地

使用權和調查所有權和控制土地、森林、水和海洋資源，並參與地方、

區域和國際市場。 

十三、 強調投資於性別敏感、品質可靠、可持續的和有彈性的基礎設施，

包括在農村地區，特別是安全飲用水和衛生設施、能源、交通、灌溉

用水、資通訊技術，以及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 

十四、 重申受教育的權利，強調高品質和全納教育的平等機會，有利於成

就性別平等和所有婦女和女童，包括農村地區的婦女和女童能力。承

認提供不斷變化的勞動力結構市場所需要的的新技術，從基本的數字

流暢性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以及先進的資通信技術的就業機會，

強調所有的農村婦女和女孩有獲得這些機會的重要性。 

十五、 承認農村女童在特定障礙下性別平等享受受教育的權利是貧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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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收益上，農村女孩會比農村男孩大，但是農

村地區強迫婚姻、女童早婚、重複懷孕、切割女性生殖器，各種形式

的性別暴力。從在學校缺乏安全和適當的衛生設施，在家裡無報酬的

照護工作和家務，性別定型觀念及負面社會規範導致家庭和社區對女

孩接受教育的價值不大而予以否定。 

十六、 強調必須加快速度朝向為所有必要的、負擔得起的、高品質的醫療

服務、具備性別敏感的，人人平等地享有全民健康保險的目標前進，

包括農村婦女和女孩。關鍵是要透過初級衛生保健、衛生服務和社會

保護機制促進身體和心理健康和福祉，特別是透過社會宣傳和私營部

門參與且獲得國際社會支持。它強調加強衛生系統的可用性，必須使

農村婦女積極參與設計，以符合所有婦女和女童的需要。 

十七、 強烈譴責對所有婦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為，這是植根於歷史

和結構性不平等和男女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的暴力行為。它重申

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包括性和基於性別的暴力、家庭暴力和有害做法

如兒童早婚和強迫婚姻和結紮女性生殖器官等一切形式的暴力表現。 

十八、 體認農村婦女和女孩擔負家庭內無償照護和家務工作和責任，限制

著對婦女和女童的教育和培訓，也影響婦女進入有償的勞動市場，連

帶影響她們的經濟機會和創業活動，並可能導致社會保障的差距，如

各項保險給付尤其是老年年金。同時還確認，婦女和女童被視為家庭

從屬的態度和社會規範必須被改變才能為所有農村婦女和女童的社會

和經濟權利建立有利的環境。同時強調必須體認優先採取措施減少及

促進婦女和家庭中男性之間責任的平等共享；另透過社會保障政策重

新分配無償照護和家務勞動的回饋，實惠和優質的社會服務，包括保

健服務、兒童保健、產假、陪產假或育兒假、照顧假等。 

十九、 深感關切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回顧了巴黎協定和締約方承

認，他們應該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尊重促進和考量性別平等、婦

女和代間公平的能力，承認有必要在農村地區為每個人包括現在的婦

女和女童，和後代子孫建立有機會獲得滿足健康、福祉和確保農村婦

女賦權這樣的調查至關重要，且能培養農村社區的婦女與女童可持續

發展和應變的能力。 

二十、 關注婦女和障礙女孩，特別是生活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的障礙女性經

歷的侮辱、暴力、剝削和虐待的風險較一般女性更高，農村地區較缺

乏包容性的服務，難以獲得公正和平等，以及生產性就業，在政治和

公共生活的參與機會也較有限，推動獨立生活具有自由作出自己的選

擇以融入社區的計畫會更困難。 

二十一、 體認農村新移民婦女的積極貢獻具有促進原籍國，過境國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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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國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強調他們的勞動價值和尊嚴；

同時也體認農村老年婦女，承擔照顧孩子、支撐家庭和投入農業勞動

力的責任。 

陸、 觀察心得與建議 

一、 觀察心得 

(一)國際處境愈發艱難，團體成員愈團結 

由於今年在會前受理網路申請程序中，聯合國祕書處刪除必填欄位國

家名稱的「其它」選項，讓僅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無法報名成功，無

法獲得出席證(ground pass)，因此無法進入 UN CSW 官方會議，與會

團體成員組成 LINE 群組，透過群組可以了解當天成員入場狀況，尤

其是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同仁透過群組及時指導協助遭遇困難的成

員，讓台灣成員愈發團結。 

(一) 配合大會主題舉辦各類活動吸引國際媒體關注 

本屆UN CSW之優先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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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主題為：「婦女參與和獲取媒體以及資訊

和通信技術，以及作為提高婦女地位和增強婦女權能的工具」。我國政

府部門與民間組織合作籌辦13場平行會議均圍繞在此優先主題及回顧主

題面向，透過邀請知名國際友人參與座談，藉此吸引各國人士參加進而

國際媒體關注報導，達到讓台灣的努力被看見。 

(二) 培力青年團及早參與國際事務符合國際潮流趨勢 

性別平權是一個思維一個觀念，一個需要改變傳統文化破除迷思的工

程，觀念思維的建立是從小文化環境累積造成，因此，要翻轉觀念思維

從年輕人著手，培力青年團就是一個契機，觀察現場許多國家辦理的平

行會議，積極在會場周邊發傳單者都是年輕學子，我國應鼓勵更多學子

參與，藉機啟蒙性別平權概念，為國家社會培植賦有性別意識的人才。 

(三) 民間組織結合專家學者激發創意令會議主題越豐富多元 

我國最大的優勢是民間組織的蓬勃發展，今年創意十足的民間組織配搭

專家學者的連結國際實力，將臺灣本土化的服務模式及農村樣貌呈現在

國際平台，獲得許多國際友人掌聲，讓台灣經驗被看見。此合作模式來

年可鼓勵推動。 

二、 建議事項 

(一) 鼓勵政府部門編列預算參與CSW會議： 

CSW會議是國際關注婦女議題的最重要的溝通平台，我國中央政府長期

派人參與均僅限於行政院性平處、外交部及衛福部，地方政府部分過往

僅有台北市性平辦公室規劃活動主題邀請社會局或勞動局派人出席；今

年高雄市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舉辦會議藉此行銷市政成果。性別平等議



 

 

28 

 

題貫穿生活、文化、教育、科技、農業、資源、金融、福利、就業、工

程等各領域，我國在承認CEDAW公約國內法化下，已規定任何法案、

中長程計畫在審查前都必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因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

府同仁要參與培訓，以具備性別敏感度及性別意識，後續如能配合CSW

會議主題建立將國內執行的方案計畫整理提出辦理國際平行會議，必可

增加台灣國際能見度。爰建議中央到地方逐步擴大參與部門，藉參與辦

理活動連結國際資源並行銷台灣。 

(二) 各政府部門應逐步建立大數據並強化性別統計、分析及運用之能力： 

「2030永續發展議程」目標範圍廣泛，為各國帶來的首要挑戰即是統計

資料建置問題，接續強調目標達成及後續監測工作。因此，全方位資料

收集及統計能力就成為國家首要挑戰。另檢視「2030永續發展議程」目

標5有關性別的層面，目前基礎資料是尚待建立，為積極回應SDGs目標5

建議行政院應整合各部會資源邀請民間組織參與討論制定衡量指標，發

展本土化操作性的量化指標及監測工具，投入人力經費和建置資訊系統

進行資料收集、統計分析。 

(三) 強化女性參與決策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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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STEP IT UP FOR GENDER 

EQUALITY)」，我國現階段透過法令規定政府任務編組之單一性別均不

得少於二分之一，藉此強力規範，然公司法人、農會、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等民間組織相關董(理)監事成員仍是以男性為主。建議政府主管各

民間組織的部門，可透過業務行政指導、評鑑機制引導民間組織屆期改

選董(理)監事時，能策動優秀女性成員參與董(理)監事選舉，以提高女性

參與決策比例，讓各組織決策圈融入女性思維。 

(四) 培力青年世代落實性別平權： 

聯合國婦女署召開為期兩天的青年論壇(Youth Forum)成為今年UN CSW

的重要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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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增強其權能、促進性別平等的一種

重要方式。因此，UN CSW期望藉由此舞臺，鼓勵提升青年對於性別平

等議題之意識覺醒，進而展開對話。｢男性參與｣依然是今年UN CSW的

討論重點，性別平等的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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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又我國應於教育體系從國中小

課綱破除性別刻板化、落實家務分工等納入性別平權之教材，從小灌輸

正確性別平權概念。學校輔導高中生選填大專院校科系可安排各類專長

的男、女性學長姐分享經驗，尤其是易有性別刻板化的職類，各級政府

辦理宣導活動翻轉性別刻板化等等，破除性別迷思、翻轉性別刻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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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是一條需長期不斷倡導努力的事。另外，這幾年財團法人婦女

權益發展基金會積極培力青年學子組團參與UN CSW辦理平行會議，此

推動方向非常正確，建議可擴大名額並錄取男性參與者，惟有將男性納

為夥伴關係，透過男性的觀察與體認進而倡議將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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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公私部門與會名單 

編

號 
姓 名 現  職 

1. 

王麗容 

WANG, 

Lih Rong 

國立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呂欣潔 

LU, 

Hsin Chieh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3. 

林春鳳 

LIN, 

Chun Feng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理事長 Pingtu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4. 

林筱玫 

LIN, 

Hsiao Mei 

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第 24 屆女傑 Award Winner, 

TTOWA, Taiwan 

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理事 

Board Member, TWiST 

5. 

林瑩茹 

LIN, 

Ying Ju 

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永續專案執行長 

Sustainable Lead, Taichung Maple Culture 

Association 

6. 

張 珏 

CHANG, 

Chueh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 President,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7. 

張媛婷 

CHANG, 

Yuan Ting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候補理事 Alternate 

Director, 

Urban Diversity and Mobility Research Center 

8. 

莊瓊足 

TZUANG, 

Chyong Tze 

(Pauline) 

國際崇他台北都會社社長 

Zonta International Club of Taipei Co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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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 名 現  職 

9. 
楊資華 

Helen YANG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專案委員會主席 

Program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 PPSEAWA 

International 

10. 

嚴祥鸞 

YAN,  

Shang Luan 

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11. 

王葳渟 

WANG,Wei Ting

（青年代表） 

國立政治大學歐語系大四生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12. 

鄭 蓉 

CHEN,Jung 

（青年代表）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四生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3. 

游舒涵 

YU,Shu Han 

（青年代表） 

輔仁大學法律系大二生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4. 
劉怜君 

Linda LIU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理事長 

President, NCW Taiwan. 

15. 
楊珍妮 

Jenny YANG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加拿大分會理事長 

President, PPSEAWA Canada 

16. 
陳曼君 

Mandy CHEN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常務理

事 Executive Councilor, PPSEAWA Taiwan 

17. 
陳修鳳 

Giselle CHEN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秘書 

Secretary, PPSEAWA Taiwan 

18. 
紀惠容 

CHI, Hui-Jung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CEO,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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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 名 現  職 

19. 

安東尼 

Anthony 

Carlisle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組長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pervisor,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20. 
張 懿 

CHANG, Yih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專員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ecialist,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21. 
蘇靖淑 

Jean, SU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專員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ecialist,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22. 黃靖茹 
為你受傷而讀創辦人 

Founder, Read Your Pain 

23. 吳馨恩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代表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24. 施欣錦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Jieh Huey Social Welfare& Charity Foundation 

25. 

阮美嬴 

JUAN, 

Mei-Ying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行銷企劃部主任 

Director of Marketing,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26. 

潘慧如 

PAN,  

Hui-Ju (Carol)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President of BPW Taiwan 

27. 

李亮瑩  

LEE, Liang-Ying 

(Alice)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Member of BPW Taiwan 

You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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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 名 現  職 

28. 
余季蒨 

Miko YU 

瑞德感知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秘書 

General Manager Secretary, 

HEX Safety, Inc. 

29. 

陳秀峯 

CHEN, 

Show-Feng 

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30. 
陳林雅卿 

Jane L. CHEN 

台灣 21 世紀婦女協會 

CoNGO/IAC,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21st 

Century Taiwan Women Association  

31. 

陳治維 

CHEN, 

Chih Wei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 

理事長 

32. 

劉依潔 

LIU  

Yi Chieh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副主任 Vice Director, 

Department of Women Development,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33. 

詹雯如 

CHAN 

Wen Ju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專員 Officer, 

Department of Women Development,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34. 
林靜儀 

LIN, Ching-Yi 

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Legislator, R.O.C. (Taiwan) 

35. 

祝健芳 

CHU  

Chien Fang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副署長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36. 

謝瓊瑩 

HSIEH 

Chiung Ying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科長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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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姓 名 現  職 

37. 

饒慶鈺 

YAO, 

Chingyu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副執行長 Deputy Executive 

Secretary, Office for Gender Equalit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38. 

賴香伶 

LAI, 

Hsiang-Ling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 

Commissioner,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39. 
薛 佳 青

HSUEH,Chia hing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聘用組員 Section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40. 
葉靜宜 

YEH,Chin Yi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 Researcher, 

Office of Gender Equalit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41. 
廖浩琬 

Monica LIAO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 Researcher, 

Office of Gender Equalit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42. 
王君儀 

WANG,Juyn Yi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組長 Social Work 

Supervisor Chief, Women’s Centre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Socail Affair Bureau 

43. 
林偉鈴 

LIN,Wei Ling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聯合國事務科科員 Officer, 

Dep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 Affairs Section 

44. 
李立璿 

LEE,Li Hsuan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Researcher,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45. 
張琬琪 

CHANG,WanChi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Researcher,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46. 
俞斯敏 

YU,Szu Min 

紐約大學研究生 

(本會青年人才培訓營學員) 

47. 

陳薇安 

CHEN,Wei An 

(Vivian)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大六生(紐約交換學生中)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推薦青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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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國與會者舉辦2018年聯合國第62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名單(含駐紐約經濟文

化辦事處辦理會議場次) 

WEEK 1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 月 12 日

（一） 

10:30 am 

婦權基金會／2018 

青年代表團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et Generation as Pioneer: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3 月 12 日

（一） 

10:30 am 

全球婦女安置網絡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 勵 馨 基 金 會

Garden of Hop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support shelters offer 

CCUN  

2ND Floor 

3 月 12 日

（一） 

01:00-05:00 

pm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

化 辦 事 處

TECO/NY 

團務會議暨「2030 年議程之

性平議題」(Gender Equality in 

the 2030 Agenda)工作坊 

TECO/NY 

3 月 13 日

（二） 

06:15 pm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協 會 Taiwan 

Tongzhi (LGBT) 

Hotline Association 

Supporting Rural LBT 

Women's Movement-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Vartan Hall 

3 月 14 日

（三） 

10:30 am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

究 中 心 Urban 

Diversity and 

Mobility Research 

Center 

How Women Make Cities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olicies  

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3 月 15 日

（四）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

婦 女 協 會

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The 

Arme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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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10:30 am Pan-Pacific &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Women and Girls  Convention 

Center, 

Vartan Hall 

3 月 15 日

（四） 

04:00-08:00 

pm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

化 辦 事 處

TECO/NY 

「偏鄉婦女賦權之良好範例」

研討會暨 

歡迎酒會 

TECO/NY 

B1 

3 月 16 日

（五） 

08:30 am 

勵馨基金會 Garden 

of Hope 

Survivors to Changemakers – 

Asian girl activists overcoming 

trauma 

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3 月 16 日

（五） 

12:30 pm 

勵馨基金會／為你

受傷而讀 

Garden of Hope 

/Read Your Pain 

Read Your Pain – Monologues 

from social media 

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WEEK 2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 月 20 日

（二） 

10:30 pm 

台灣紅十字會 Red 

Cross Society In 

Taiwan／臺北市政

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Taipei City 

Government 

Mission 

Impossible—Changing the 

Cultural Barriers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East Asia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0 日

（二） 

02:30 pm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

青 年 會 YWCA 

Taiwan／臺北市政

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Taipei City 

Government 

Making Gender-friendly City 

for Rural/ Indigenous 

Migrants: “PPPS model” from 

Taipei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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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 月 21 日

（三） 

02:30 pm 

中華民國歷屆十大

傑出女青年協會/台

灣女科技人學會

Top Ten Outstanding 

Young Women’s 

Association ／ The 

Society of Taiwan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she thinks, she becomes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2 日

（四） 

02:30 pm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中華民國總會 

ICSW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Empowering rural/ indigenous 

women through building a 

caring community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3 日

（五） 

02:30 pm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Build Resilient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for Rural Girls 

and Women 

CCUN 

10TH Floor 

3 月 23 日

（五） 

04:30 pm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Jieh Huey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Foundation 

Rural women making 

difference: In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ty 

CCUN  

10TH Fl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