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CEDAW 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二級機關/

科室 
影視數位行銷科 辦理日期 

112年 6月 5日- 

    7月 2日 

活動名稱 

第三公用頻道宣導影片播放~ 

臺南性別沙龍_陪你多走一哩

路‧高齡長照-上、下集 

宣導對象 本市有線電視收視用戶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CEDAW 

自製宣導媒材

類別 

□講義   □文宣   □簡報 

□廣播錄音檔      ■影片 

□其他 ________ 
女 男 其他 

有線電視收視用戶約 389,837戶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Podcast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辦理 CEDAW實體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CEDAW 應用  1. CEDAW第 2條 F款：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

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如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

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 

2. CEDAW第 5條 A款：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如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

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

和一切其他做法。 

3. CEDAW第 13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

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 

4. CEDAW第 16條第一款 C：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

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如在

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 

臺南性別沙龍係由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與本處製播之節目，該節目係由本處辦理之社區影像

紀錄人才培訓班業務延伸發想，透過培訓班學員的作品搭配專家學者的映後座談，讓觀影人

體會影片中所蘊含的性別觀點。 

本次播放的影片主題為《陪你多走一哩路‧高齡長照》上、下集，上集搭配的學員成品為

《阿興仔》，下集搭配學員成品《我的老爸爸》，專家學者透過映後座談帶領觀影人一同探

討，長照議題中存在哪些性別刻板印象，《阿興仔》影片中以男性為主要照顧者，現實生活中

會遭遇哪些和傳統以女性為照顧者不同的困境，《我的老爸爸》則顯現傳統照護中多以女性為

主要照顧者，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照顧者如何自助或透過長照 2.0的服務介入，得以在

漫長的時間中達到喘息的空間，又女性平均餘命大於男性，在照護服務結束的同時，心境上

該如何調適?面對未來超高齡化的社會中，無法全面仰賴養兒防老的觀念，我們又該如何做到

老年自主的概念呢?。節目內容涉及 CEDAW條文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5.4之探討。 

宣導過程概述： 

本次節目中由主持人、來賓透過社區影像紀錄人才培訓班學員成品《阿興仔》及《我的老爸

爸》來和第三公用頻道的觀眾一起探討其中所蘊涵的性別觀點。由影片中可發現，隨著我國

人口老化速度加快，伴隨而來的長期照護需求增加，但傳統社會對於照顧者的期待及需求，

仍難以脫離由女性擔負照顧責任的性別框架，老老照顧的漫長時間裡，照顧者身心靈的支

持、臨終關懷等議題，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照護資源及支持系統的介入，讓照顧及家務分工

不再被認為是單一性別的事，可以是家庭責任，面對未來超高齡化的社會，如何接受老、病

是自然的過程，不再仰賴養兒防老的觀念，促成老年自主、經濟自主，進而一起合作共老的

概念來實踐相互扶持的健康老年生活，最後影片附上與本次影片相關的 CEDAW條文，希望藉

此能提升在地市民的性別意識。 

 

  



 

節目內容 

 

影片中所涉及的 CEDAW 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