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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與CEDAW 

行政院自2006年起之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 

 2012年CEDAW施行法生效 

台南在地經驗 

結論 

 

 



Where is Taiwan？  

台灣  
台灣  



我國與CEDAW 

 2007年簽署CEDAW 

 2009年第一次國家報告審議 

 2012年CEDAW施行法生效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審議 

 2018年將有第三次國家報告審議 



行政院自2006年起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2006-2009 

   -- 協助各部會就業務範圍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 

   -- 分階段逐步推動各部會在分析問題、制定法令、 

       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將性別觀點 

       納入 

 2010-2013 

 -- 落實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修訂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使各部會的施政政策及預算編列納入 

        性別觀點 

 2014-2017  

       -- 持續精進性別主流化工作，強化性別觀點融入各機 

           關業務 

 
 



2012年CEDAW施行法生效 

包含行政院在內之五院均受拘束 

施行法之附帶決議要求 

   -- 五院皆應成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監督機制 

   -- 應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 

積極對國民宣導CEDAW理念、培力性
別意識 

 



台南在地經驗 



智障被害人數占所有障別之半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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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在地經驗—性別暴力防治培力 

以「2017性別暴力防治及保護服務倡議推
廣方案計畫」為例 

 執行模式 

 

 
 

 發現問題                 瞭解問題                  依出席者需求 

 嘗試提解決              增強能力                  給予培力支持 

    辦法 

焦點座談會議 初階培力課程     團體活動 



台南在地經驗—性暴力防治培力 

以台南市4個國小的心智障礙學生為主
要對象，在2017年10、11月份各進行4

次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進行方式 
 

   -- 性教育課程 

   -- 性教育課程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的進度 
 

    第一次 

   - 認識你我他→以紙娃娃引導孩子辨別 

                           男女差異 

    第二次 

    - 男女大不同→以繪本教導孩子認識自我 

                            身體及第二性徵的成長， 

                            並學習如何保護自己 

 



第三次 

   - 身體界限(紅綠燈)→回顧繪本內容，以  

                                     人體紅綠燈的互動，             

                                     使孩子能夠了解 

                                     身體自我界限 

    第四次 

   - 人身安全→透過情境劇加強孩子對於保 

                       護自己的知能，讓孩子能 

                       實際應用 

 



結  論 

雖只能有四次活動 

   -- 很少 

仍可看出參加者(障礙者)的進步 

   -- 看到希望 

值得繼續努力 

   -- 沒有放棄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