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1995 年 第 四 屆 世 界 婦 女 大 會

通 過「 北 京 宣 言 暨 行 動 綱 領 」，

確 立 以 性 別 主 流 化（gender 

mainstreaming）作為國際社會推動

性別平等的共通關鍵策略，希望不僅

在婦女權益和福利範圍關注女性的需

求和經驗，也敦促各國在政府的所有

施政面向制定計畫、採取行動的時

候，考慮不同性別的觀點以及男女均

能平等受益。近年，此一策略也為

各國多所大學採用，以在高等教育

雙軌共好：高等教育中的

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
文｜葉德蘭｜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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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落實性別平等，如瑞典政府要求

該國大專校院啟動性別主流化作法

（Jämställdhetsmyndigheten, 2020, 

2021），歐盟亦於 2016、2022 年出

版相關指導手冊（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6, 2022）。

二、性別主流化到臺灣

　　2001 年我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會提出性別主流化相關工作事項，

包含各部會建立性別統計指標、出版

我國年度性別圖像等。2005 年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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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分成培訓、試辦與推廣三期，

所有中央機關正式開始推動性別主流

化。2019 年，行政院頒定院層級五

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2021 年增訂

以性別主流化為工具，持續深化性別

平等的落實。二十年來，性別主流化

已經確立為國家政策。

三、高等教育性別主流化十
年小成

　　在國家政策的脈絡下，教育部

除逐年訂定相關計畫，於部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推動性別主流化，亦於

2010 年委託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

學系陳金燕教授研訂「國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次年 7 月，教育部依據該部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決議，函請龍華科技大學

及彰化師範大學試辦推動性別主流化

（陳金燕，2012）。2014 至 2017 年

間，教育部推出「補助公私立大專校

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

計畫」，以提升教職員工生的性別平

等意識，並且在制定計畫與分配資源

時，納入性別平等的觀點，以落實性

別平等的友善校園環境。四年期間，

計 37 所學校申請執行校內性別主流化

計畫。試辦計畫結束後，教育部 2019

年委託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謝小芩

教授對試辦計畫進行檢討，並提出後

續建議（謝小芩，2021）。於此基礎

上，教育部 2021 年委託國立臺灣大學

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建立我國大專

校院性別主流化資源中心，以系統化

規劃協助國內高等教育機構透過性別

主流化策略落實性別平等 1。

1 參見教育部大專院校性別主流化資源中心網頁。網址：https://gm.psc.ntu.edu.tw/index_tw.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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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自 2004

年實施以來，大專校院校內師長職員

多少理解依法施行的性別平等教育，

人事單位多年來亦每年舉辦性別主流

化相關培訓（楊幸真，2015），是以

高等教育推動性別主流化應該事半功

倍，唯實際施作時，可能仍對性別主

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二者之間分際有

所疑問。本文將此二者意涵面向略做

比較，期待高等教育運用性別主流化

與性別平等教育而相輔相成，以完善

平等友善的學習環境與工作職場，優

化各校院之國際連結力及學術競爭力。

四、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
教育之間

　　性別主流化為推動施政治理的性

別平等的策略，性別平等教育為我國

依法施行的教育重點議題，二者在高

等教育可以發揮的作用並不相同。

　　就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等教育

的定義來看，前者針對所有政策措施

規劃執行過程，需要考量的女性和男

性的差異，後者在教育中著重理解

和尊重性別差異，並消除性別歧視，

然二者的目標皆是要實現性別平等。

高等教育中推動性別主流化和性別

平等教育，自然也為了實現性別平

等，由此二定義可以開展出四個面

向的分別討論。

（一）目標：和而不同

　　二者皆以性別平等為目標，唯我

國法規相對較為具體。聯合國性別主

流化的目標（「實現男女平等」）直

白易懂，其性別平等指的是女性和男

性之間的平等，與我國憲法第 7 條以

降的多項法規之性別平等所指相同，

亦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之性別平等意

義。性別平等教育目標的層次較為豐

富，包括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以及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其所

言「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則不限男

女，而是「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

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性別平

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高等

教育推動性別主流化可以考量選取性

別平等教育某項目標，讓性別主流化

行動的性別平等目標更為具體，如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9 條：「教

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

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

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的要

求，即是大專校院進行教師性別意識

培力或新進／在職教師增能時的可以

具體包括的重點。

（二）性別意涵：殊途同歸

　　性別主流化原僅以二元典範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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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不同經驗與需求，2016 年歐洲

議會於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天通過

決議，要求歐洲理事會在性別主流化

行動中顧及 LGBTIQ 人們的權利、

觀點和福祉（well-being）（European 

Parliament, 2016, para. 18, 26），自

此歐盟的性別主流化比聯合國的範疇

更加寬廣。我國政府性別主流化工具

之一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早已

納入多元性別考量（如：「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應盡量顧及不同性別、性

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參

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9，8-1，

第 2 點），足見臺灣所推動的性別主

流化策略不僅只談兩性，還含括多元

性別群體，實同性別平等教育框架，

二者殊途同歸，皆看重男女和多元性

別者的權益；高等教育脈絡中的性別

主流化，亦是如此，並非僅止於男女

二元劃分的考量。

（三）性質：大相徑庭

　　性別主流化作為國際社會達成性

別平等的一種策略或工具，為讓各國

皆可使用，確實以一般性的內涵訂定

之，重視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等工具

之結果作為治理的證據基礎，並以適

當的政策措施回應性別落差；而我國

性別平等教育的規準提供了具體實行

的方向，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

1.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

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

別待遇。

2.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3.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

年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4. 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5.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

與評量方式。

　　高等教育機構在課程、教材與教

學領域之性別平等教育要達到該條第

1、4、5 款的要求，保障學生受教權，

明確可行。然而大專校院使用性別

主流化策略推動性別平等時，重點

在於擬定校內政策、法案或計畫之

前，先要分析男女或不同性別受益

者是否有平等的參與機會或各種阻

礙；執行前、中、後也要評估其實

施結果是否對校內校外男女或別別

性別群體產生不同的影響與效益（張

雯婷、楊幸真，2017），並非只是

努力達成法規要求應做到的標準，

而是以性別統計和性別分析為實證

基礎的作業方式，在過程中就落實

對性別平等的推動。

（四）運用範圍：寬窄有異

　　性別主流化策略期待每一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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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所有的業務中都考量到不同性別

者的經驗與需求，不再對受益者一視

同仁，而最終形成一種多元、全面的

思考模式，高等教育業務的受益者可

能是不同性別的學生、教師、員工、

社區人士等，而校內教務、學務、總

務、研究、國際化等校務發展的全部

政策、措施、方案之規劃、執行、管

考的整個互動橫向、縱向過程，處處

皆需運用性別主流化策略，透過對統

計實像的性別分析來設計回應措施

（陳金燕，2012；游美惠，2005）。

性別平等教育依法包含四種教育（參

見表 1 末欄），運用範圍分為教學、

環境資源及校園性別事件三大範疇；

在大專校院而言，性別平等教育所及

範圍較為特定，並未涉及研究、服務

或招聘等場域，如運用性別主流化策

略切入，可以在更多更廣的校務中全

面性、系統性地推動性別平等，尤其

是女性在高等教育管理和決策中的參

與機會與參與程度，這也是 2017 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特別著重之處。

五、結語

　　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行之有年，

讓我國學生在國際評比性別平等支持

度中名列前茅（張緒華，2017），性

別主流化策略可以協助大專校院在實

證基礎上深化、廣化性別平等教育之

外，也能在研究、招聘、升遷等校務

發展上，進一步全面推動性別平等，

正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第 13 點的人

權標準：

為實現性別平等，教育制度的所有方面

（法律和政策、教育內容、教學法和學

習環境）應當對性別敏感，能滿足女童

和婦女的需求、並對女性和男性都有轉

變作用。

　　2019 年 新 設 之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世 界 大 學 影 響 力 排 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係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 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評估大學對於社會產

生的影響力，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三

大價值之一即為性別平等，聯合國相

關機制亦不斷呼籲「將性別觀點系

統地納入 2030 年議程實施工作的主

流」是重要的達標關鍵（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2022, 

para. 38），目前我國已經有 45 所大

學參加世界大學影響力評比（大學問

編輯部，2022），成績逐年提升，亦

正面增強了臺灣高等教育實施性別主

流化的動力。

　　我國大專校院採行性別主流化策

略，此其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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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等教育的定義內涵

性別主流化 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

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使男

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與批判政治、經

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

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

等。（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1997）

性別平等教育 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

地位之實質平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

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

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

意識。（《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作。

表 2：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之比較

比較點 性別主流化 性別平等教育

1. 目標 達成性別平等 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提升學生

之性別平等意識

2. 性別意涵 男女二元         多元性別群體 多元性別群體

3. 性質 工具、策略

證據為基礎

規準、實質內涵

權利為基礎

4. 運用範圍 治理施政的所有面向／層級

全面（橫向、縱向）業務

範圍較廣

教育場域

教學、環境、事件

別別分章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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