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DAW 實體訓練辦理成果調查表 

辦理機關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臺南市新市區公所、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臺南市大內區公所 

辦理日期 107年 6月 6日 

課程名稱 CEDAW法規及實例分享（非主管班） 

參訓對象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且未曾參加
本課程者。 

授課講師資

料 

 

姓名:邱美月 

現職/職稱: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性別平等相關經歷簡介: 

 臺灣家事專業調解教育學會理事長 
 台南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司法院程序監理人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與 CEDAW講師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調解委員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性騷擾調查委員 
 法務部臺南地檢署修復促進者 
 台南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高雄少年家事法院調解委員 
 嘉義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台東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台灣防暴聯盟理事 
 科技部南部科工區性別平等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 
 台灣防暴聯盟申訴專線評議委員 
 台南大學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台南市中西區公所調解委員 
 台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家暴性侵害暨性騷擾委員會委員 

參訓人數 127 

課程內容 

 

 

◎CEDAW落實性別正義，從檢視法律開始 
1.1979年：聯合國通過「CEDAW」，1981年生效。 
  CEDAW為國際人權法典，婦女人權清單。 
2.2001年 5月 20日：立法院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簡稱 CEDAW施行法)。 
3.2001年 6月 8日：我國總統令公布《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簡稱 CEDAW施行法)。 
4.2002年 1月 1日：我國正式施行此 CEDAW施行法， 



  為落實 CEDAW之新里程碑。 
◎CEDAW之三大主要原則 
1.實質平等(挑戰：1.形式上的平等 2.保護主義的做法)   

CEDAW委員會在一般性建議第 25號中指出：「……僅僅採
取正式法律或方案的方式不足以實現實質上的男女平等。
此外，《公約》要求男女起點平等，並通過創造有利於實現
結果平等的環境賦予婦女權力。僅僅保證男女待遇相同是
不夠的。必須考慮到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異以及社會和文
化造成的差別。在某種情況下，必須給予男女不同待遇，
以糾正這些差別。實現實質平等還需要有效的策略，目的
是糾正婦女代表名額不足的現象，在男女之間重新分配資
源和權力。」 

2.不歧視(直接、間接，多重歧視)性別中立的規定：一個常
見的表現平等的形式是性別中立的規定。即不區分男女，
具有中立的認知。但是，如果婦女和男子無法同等享受其
利益，它可能是實質上是具有歧視性的。 

3.國家義務(CEDAW§1~§5→一般國家義務，CEDAW§6~§16→具
體締約國義務) 

◎案例 
  範例 1：以家庭暴力的法律檢視為例。 
  範例 2：以婚姻中的平等權利為例。 
  範例 3：以最低婚齡為例。 
  範例 4：以國籍為例。 

課程進行方

式 

講師授課方式進行，並以案例進行分組討論。 

   

活動照片 

 

 



 
  
 
 
 
 
 
 

     

 

 

 

 

 

 

 

 

 

 

 

 

 

 

 



           CEDAW 實體訓練辦理成果調查表 

辦理機關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臺南市新市區公所、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臺南市大內區公所 

辦理日期 107年 6月 27日 

課程名稱 CEDAW法規及實例分享（主管班） 

參訓對象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高階公務人員（薦任以上主管人員及簡任
人員），且未曾參加本課程者。 

授課講師

資料 

 

姓名:邱美月 

現職/職稱: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性別平等相關經歷簡介: 

 臺灣家事專業調解教育學會理事長 
 台南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司法院程序監理人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與 CEDAW講師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調解委員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性騷擾調查委員 
 法務部臺南地檢署修復促進者 
 台南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高雄少年家事法院調解委員 
 嘉義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台東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台灣防暴聯盟理事 
 科技部南部科工區性別平等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 
 台灣防暴聯盟申訴專線評議委員 
 台南大學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台南市中西區公所調解委員 
 台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家暴性侵害暨性騷擾委員會委員 

參訓人數 24 

課程內容 

 

 

◎國家義務 
1.尊重義務：締約國不准許任何政策在法律、服務、資源與機
會中違背女性權益，並確保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女性。    
（1）國家應禁止會歧視女性或影響邊緣團體女性的法律。（2）
重新制訂與此公約不一致的法律條文。（3）廢除對不歧視與
平等原則不一致之任何政策、行政程序與方案設計等。（4）
拒絕執行會影響婦女受僱權，尤其最易受責難或邊緣的婦女
權益的政策。 



2.保護義務：締約國應對妨礙婦女權利的第三者採取預防與禁
止措施，並提供救濟。（1）必須有足夠之法律，來規範與監
督第三者。（2）有效的抱怨機制，適當的補救及完整的政策。
（3）一致的行動計畫，持續的監控與提昇意識。 

3.實現的義務：締約國應創造有利之環境，以積極的立法、政
策和有效之方案來實現婦女權利，改善婦女的狀況。（1）協
助：國家要有正向機制協助個人享受婦女的人權。（2）提供：
國家有責任在女性因極度貧窮或危機時，要直接提供服務、
方案來滿足婦女的基本需求。（3）提昇：國家有責任提昇相
關婦女國際人權標準，並對第三國家提供經濟支援，及透過
國際組織行動。（4）支持：國家應支持國際合作政策與方案
來實現婦女的人權。 

4.促進義務：締約國有責任須宣傳和提倡 CEDAW之原則。 
 
◎在締約國內實踐 CDEAW的義務：(1)締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
措施，於該國推動消除婦女歧視的政策。(2)採取積極作為，
於憲法中落實，保障性別平等原則。修改現行相關法律，如
民法、刑法、勞動法…等，從根本消除歧視婦女的法律基礎。
(3)建立對婦女歧視的制裁措施，於法院設置提出上訴        
的制度。(4)採取積極作為的事項，不分公共及私人領域。 

 
◎案例 
  範例 1：以家庭暴力的法律檢視為例。 
  範例 2：以婚姻中的平等權利為例。 
  範例 3：以最低婚齡為例。 
  範例 4：以國籍為例。 

課程進行

方式 

講師授課方式進行，並以案例進行分組討論。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