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DAW國家報告書國外專家建議事項研議會議 

建議彙整表   

會議日期：2010 年 1月 21、22日           會議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 

條

文 
對應部會 相關建議 

第

五

條 

文建會 

1. 對於促進性別平等的民俗活動採取獎勵的方式，以消除傳統

歧視並達到平等。 

2. 文化資產的保存重視對於性別平等有助益的部份，及看到女

性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內政部 

民政司 

政府應有責任從制度中展現積極作為，去破除性別文化與習俗

偏見，讓女性勇敢的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 

法務部 

1. 就女性擁有繼承權的部份，建請法務部加強宣導，促使女性

不再輕易放棄繼承權利。 

2. 法律修正應儘量呈現實際成果及改變情形。以子女姓氏可以

約定的法律為例，如果每年還是以從父姓的比例為高，可從

逐年數據的呈現，思考背後意義。 

教育部 
家庭教育的推廣應注入更多性別意識，並且應注意到不只有母

親需要再教育，父親也同樣需要。 

內政部 

警政署 

建議警察廣播電台製作的宣導片段情節應更具性別平等意識，

勿一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如：將女性放在不會開車的角色等

情節。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1. 建議往後遇到極具爭議的案例（例如「動新聞」事件）， NCC

可以舉辦公聽會或辯論會，讓不同的立場都能發聲，開放各

界公評。面對類似事件時，民間團體可以支持 NCC 制定罰

則，因此機關應思考如何結合民間團體的力量改變媒體缺乏

性別意識的現狀。 

2. 應研擬制定節目製播原則，避免傳媒一再出現性別暴力的畫

面與視聽。 

勞委會 

職訓局 

1. 建議職訓局職業訓練應破除對於傳統文化或行業度性別的

想像，對於參訓性別比例差距較大的班別，採取特別鼓勵措

施。可朝向於接受職業訓練後，保障一定比例的性別得以就

業，以提高誘因。 

2. 除此之外應將職種規畫更細緻；以照服員為例，目前以女性

參訓者居多，似乎應鼓勵男性投入此行業，但很多照顧工作

有涉身體隱私，如何保障男性能有就業市場，是政策要一併

考量之處；如重度病患可雇用男性照服員，男性有體力優

勢，因此對於就業的輔導或是就業職種的分類項目上建議應

有更細緻的規劃，而不是只考量性別比例。 



國防部、

內政部 

警政署 

1. 建議未來的統計資料，除了顯示各單位男女比例外，亦應統

計其官階職等。 

2. 隨著女性軍職人數的增長，同時亦必須搭配軍舍及相關軟硬

體設備的調整。 

3. 肯定國防部或警政署提升女性機會平等的努力，然而建議應

考量未來勤務的發展趨勢(非僅體能)，在進用人員時，應以

職能所需為考量，需達一定職能之男女性為進用標準，以達

適才適所之效。 

第

六

條 

內政部 

移民署 

在法令中已經禁止人口販賣，預防層面如何加強，尤其已有大

法官釋憲 666號，下一次 CEDAW 報告應該清楚敘明防止賣淫

的具體做法。 

外交部 

處理人口販運問題時，目前重點放在查緝，但這已經是後段的

處理。外交部應與輸出國或當地外館合作，於面談時讓該國人

民於抵台前先瞭解台灣民情風俗及人權現況。外館若人力不

足，亦可與當地民間團體或婦女團體合作。 

第

七

條 

內政部 

民政司 

建議參考 CEDAW 委員會通過的《一般性建議》第 26號，其

中有提供很多具體的作法。 

第

八

條 

外交部 
應於國際性會議及談判中增加並鼓勵女性參與，亦應注意選派

對象的南北平衡比例。 

第

九

條 

內政部 

家防會 
應提供新移民女性受家暴的比例？是否提供管道給予協助？ 

內政部 

移民署 

應統計新移民女性被驅逐出境的原因，取得國籍前如有權利被

侵害是否有求助管道？ 

第

十

條 

教育部 

1. 報告資料顯示女性參與運動比例偏低，亦顯示女學生偏好較

文靜溫和的身體運動，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什麼？報告提

到為擴大女性參與運動的機會，要推廣舞蹈，為什麼是舞蹈

而非其他運動？ 

2. 男性學生是否規定上護理課？其課程內容如何？ 

3. 有關懷孕學生，是否有復學率統計及因為懷孕而輟學的比

例？有多少比例的學生懷孕後一直留在學校直到生產？如

果要計算學生缺課的時數，那麼哺乳育兒的時間應該不納入

時數的計算中。另外有多少學校提供給懷孕學生友善的環

境？學校有責任依法保護懷孕女學生的受教權。 

第

十

一

條 

勞委會 

1. 2009年台灣女性的就業人數有 26萬，應區隔職業型態是典

型還是非典型就業？薪資概況？及持續就業比例？ 

2. 多元就業方案政策的成效如何？困境在哪？是否為同一群

人輪流失業？ 

3. 希望看到職場性騷擾或性侵害而起訴的案件中，成功與敗訴



的比率，以及它們是否獲得適當解決。一年有多少雇主因為

違反性別平等就業法被罰錢？其中性騷擾的比率有多少？

希望有更具體的數據。 

4. 女性勞動參與率的狀況描述是否可以顯示「行業別」？ 

5. 非正式勞動（派遣）中女性所佔比例有多少？其權益是否受

到保障？ 

6. 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該如何破除？譬如以女性居多的幼教、護

理行業，薪資水平相對較低，亦為一種職業隔離。 

原民會 

1. 原鄉地區托育機構不足，弱勢學童無法充分就學，是否有辦

法規劃與平地不同的托育方式或機構？托育設施的評量標

準是否可以放寬或授權地方政府決定？ 

2. 八八水災之災民已於 1 月 23 日返回原鄉，托育的需求將即

刻出現，原民會是否有規劃配套措施應對？ 

考試院 
關於國家考試的部分，除了解除性別的限制之外，年齡限制是

否也可以放寬？ 

第

十

二

條 

衛生署 

愛滋病防治工作重點是否應該稍做調整？宣導防治政策不應該

是單一的，應針對不同年齡、性別、族群，提供不同的對策。

目前大多數人以為男同志是最易感染的族群，而忽略了大部分

的女性亦為受感染率很高的危險群，應該如何宣導讓女性了解

自身保護的重要性，亦為很重要的部分。 

第

十

三

條 

經建會 

討論數位落差時，是否有注意到年齡造成的差異？女性人口當

中 50 歲或 60 歲以上在使用網路跟其他年齡層的女性或男性之

間的落差是如何？ 

內政部、 

原民會 

有關國民年金保險法排除原住民持有「未具經濟效益的保留地」

者的申請資格限制，未來修法應予考量納入。 

勞委會 
婦女創業貸款的資料可以再更仔細的把男女貸款比例、貸款型

態、行業別列出，才能看出其對女性經濟上改變的影響。 

第

十

四

條 

農委會 

林務局 

1. 林地開發應開放更多工作機會給原鄉部落婦女，甚至應規範

業者應提供適當比例的名額給當地原住民婦女。 

2. 應統計農地所有權人的性別比例。 

內政部 應統計農業合作社社員及工作人員性別比例。 

第

十

五

、

十

六

條 

法務部 

財政部 

1. 請法務部研議在民法男女結婚成年年齡調整一致性的可能。 

2. 目前夫妻互相贈予是免稅，未來是否放寬至同居伴侶亦可免

稅贈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