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妳／你 CEDAW了嗎？

因應 2014 CEDAW國家報告第二次
國際審議會議政策論壇」

活動紀要
文｜甘濟維│《婦研縱橫》執行編輯

圖｜編輯部提供

時間：201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 13:30 ～ 17:30
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主辦：臺灣人權促進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尤美女國會辦公室

座談會流程：

第一場：

13：30 ～ 14：15
專題討論：國際公約之國際審查與後續落實的重要性

主持人：尤美女 立法委員

與談人：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臺灣女性學學會

　　　　黃嵩立 陽明大學教授、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第二場：

14：15 ～ 15 : 10
CEDAW 國家報告第二次國際審議會議籌備現況，以及後續落實之規劃

主持人：尤美女 立法委員

與談人：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代表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代表

15：10 ～ 15：20 休息

第三場：

15：20 ～ 16：05
民間非政府組織參與情況，以及議題整合之可能性

主持人：尤美女 立法委員

與談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代表

　　　　施逸翔 臺灣人權促進會執行秘書

第四場：

16：05 ～ 17：30
議題討論與協調

1. 這次 CEDAW 國際審查的秘書處定位？任務？獨立性？

2. 這次 CEDAW 國際審查的空間規劃問題？社會能見度？

3. CEDAW 國際審查後的後續落實機制？

DOI : 10.6256/FWGS.2014.100.90

90

活動報導

婦研101.indd   90 2014/11/14   上午 11:08:57



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6 日為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會議，在此之前，這場論壇

討論了許多審查後的追蹤管考事宜，以下

為相關發言紀要。

林以加（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

　　審查之後，結論性意見的後續落實

和追蹤管考，性平處是否打算邀請民間

組織一同商議？行政院性平委員組成有

一定的限制性，很多民間團體沒有機會

進去發聲，當時兩公約結論性意見落實

的時候，有直接跟民間對話的機制，是

很好的。以我們 NGO 當時參與兩公約結

論性意見落實的一系列會議經驗，當時

法務部整合各個行政部門，回應結論性

意見如何落實，提出的就是國家報告的

內容，那是過去做了什麼。但是對於結

論性意見如何落實，應該提出未來短、

中、長程的具體規劃與措施；所以第一

輪會議有點浪費時間，只重講一次審查

會議的東西。很期待 CEDAW 審查會議

過後，性平處不只是彙整各部會的報告

內容，而是督促他們提出具體的短、中、

長程措施與規劃，並且設立跟民間團體

對話的機制。

何碧珍（臺灣婦女團體聯合會／秘書長）：

　　CEDAW 國家報告在性平會占比例和

推動的份量，性平處或性平會要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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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CEDAW 是跨越五院的，但性平會在

行政院之下，政府行政的層級或銜接上如

何處理，性平會恐怕需要好好思考。

黃默（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東吳

大學政治系教授）：

　　我們還沒有符合巴黎原則的人權機

構，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機構，應該由其負

責所有國際公約的監督。性平處提出國家

報告之後，這個機構也要提一個影子報

告，甚至要協助處理獨立審查的機制。大

家期待後續追蹤工作應該回到性平處或性

平委員，也就是行政的機制去討論，是因

為沒有符合巴黎原則的機構。CEDAW 審

查是不是也應該到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來討論呢？

吳秀貞（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副處長）：

　　關於管考如何讓民間參與，從過去婦

權會到現在性平會，公家和民間夥伴關係

非常密切，現在也是從部會開始，到性平

會、民間委員的參與。審查會過後的權責

機構分工和辦理情形，行政部門整理、召

開會議之後，會再和民間團體一起討論相

關辦理情形是否合宜適當。

　　後續追蹤的部分，半年或一年後，我

們希望針對政府回應民間的落實，做一個

檢討和建議書。目前在蒐集其他國家收到

CEDAW 委員建議之後落實的情況，以及

判例與案例。

　　部會辦理的情形，以現在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的管考方式，過去填寫有無達成的

部分會變成自由心證，但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從 103 年開始請他們就辦理的項目提供

目標值，在第三次國家報告要做一個顯

現。至於透明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辦

理情形全部放到網路上，部會辦理情形也

會上網公告。

　　至於行政院和其他四院的協調與共同

推動，過去從婦權會推動性平的時候，就

希望以拜會或其他方式讓五院一起向前

行。CEDAW 法規檢視和國家報告都邀請

其他四院一起參與。目前 16 個條文裡面，

其他四院雖然未列主辦機關，但至少會列

在協辦機關，也會出席每次開會的審查公

聽會或籌備會議、國際審查會。

尤美女（立法委員）：

　　性別人權也是人權委員會的一環，所

以我覺得應該跟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行政院人權促進委員會結合。地方婦權會

的委員也希望可以參與，才能從中央到地

方進行落實。結論性議建的追蹤管考由誰

負責、在那之前如何舉辦 workshop 讓他

們提出前瞻性的計畫、列入性別政策綱領

等等，請性平處好好研究。五院的部分，

立法、監察、考試委員都應該邀請。至於

跨院會，希望總統府人權委員會的委員們

在諮詢委員會裡提出有這些結論性意見，

列入例行性建議，討論如何對行政院以外

的四院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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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研縱橫》徵稿說明

《婦研縱橫》每年發行兩期，四月、十月出刊。本刊徵稿類別如下，稿長以 3000~8000
字為度，敬請踴躍投稿，來稿若經採用，將寄贈當期刊物以表謝意，請恕不另致稿酬。

■本刊徵稿類別：

「當期專題」：針對該期之主題撰寫，每期主題均於前一期公布。

「研究論壇」：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的理論或方法的探討、文獻介紹、已發表或進行中 
　　　　　　　的研究計畫或田野調查心得。

「觀察評介」：（1）針對社會中與婦女及性別有關議題，或近期相關專書、電影、展覽、 
　　　　　　　網站、資料庫等之評析。

　　　　　　　（2）各地區、文化的婦女歷史及現況報導。

　　　　　　　（3）各地婦女及性別研究教育機構、民間婦女性別團體等組織之介紹。

　　　　　　　（4）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課程之教學經驗分享。

「活動報導」：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會議、演講、展覽、表演、影展、社區經營訪問等

　　　　　　　活動報導。投稿主題為相關會議／活動者，請註明時間、地點、發表人、

　　　　　　　主持人、主辦／贊助單位等細節，亦歡迎作者提供活動照片。

此外，歡迎踴躍提供新開設之婦女與性別研究課程訊息，以及國內外會議發表關於婦女

或性別研究的學術報告或專題演講之摘要，以利資訊交流。

■本刊徵稿體例：

凡正文之引證及參考書目體例均參照APA論文引用格式，惟英文作者請使用「全名引用」。

■著作權／版權

（一）來稿如有需要，本刊編輯室將與作者討論後斟酌修改。

（二）論文內所使用的圖像作品等，作者請務必負責釐清著作權／版權爭議。

（三）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投稿文章刊登於《婦研縱橫》後，其著作財產權即

　　　讓與《婦研縱橫》，並授權《婦研縱橫》將著作物及其所含資料以任何語言及任

　　　何媒體表達之全球發行權利。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

　　　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來稿請寄電子信箱：ntuwgsforum@gmail.com
　或郵寄至：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 《婦研縱橫》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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