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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婦女與性別議題政策研討系列論壇 

【研討成果彙整】 

〔主題一│就業與經濟－看見中高齡女性〕 
 

主持人：姜貞吟／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與談人：張菁芬/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莊昌儒/臺北市婦女館主任、林珈羽/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潭馨園社工員 

         蘇靖淑/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社工員、莊凱傑/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研究員 

 

│疫情下中高齡女性的就業與照顧│ 
■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於提出的報告均指出：女性

受到疫情的衝擊較男性更為嚴重，COVID-19 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了重大的連鎖

反應，也加劇了性別鴻溝。 

■ 勞動人口中，非正式的勞動者以女性居多，且中高齡女性以服務業、生產勞動工作

類型居多。又因 COVID-19 疫情，1.婦女在服務業、餐飲旅遊業等受到嚴重影響的

部門就業的比例高；2.女性自僱業者面臨疫情的衝擊高於男性；3.健康及照顧領域的

工作以女性居多。 

■ 疫情使得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議題更為兩難：在疫情前，全球女性從事無償照顧和家

庭勞務比男性多 3 倍。疫情發生後，職業女性平均會每週多 15 小時的無償照顧和

家務工作。疫情管制期間，許多婦女兼顧無償照顧工作的增加，同時收入和有償工

作產生了薪資減少的情形。單親媽媽沒有人分享照顧負荷，並有可能成為低薪酬和

弱勢職業而面臨多重困境。 

■ 政策回應：政府應透過性別影響評估，以減少因性別而有不當處置或差別待遇，且

應透過性別及包容性的社會對話，以避免增加因疫情而引起的傷害，並擴大社會保

障制度的涵蓋範圍，以透過社會保障機制，緩解女性原本處於不平等的勞動結構。 

│看見中高齡女性無家者│ 
■ 女性無家者從穩定居住狀態到街上的過程，多為從生活條件不佳的居所到短期不穩

定的住宿，再到庇護所/安置中心後，才露宿置街頭，且年齡多分布在 50-69 隨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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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的時間平均達 8 年多，相較男性久，而流浪的成因多為家庭因素及經濟因素（失

業、賺的錢不夠付房租）；健康狀態多有腸胃、神經內外科及內分泌等，且看精神科

比例高，並與外界社會連結的斷裂。 

■ 整體社會文化不友善的氛圍，致使女性無家者有許多刻板印象與污名，而女性無家

者會傾向將自己女性化特徵或特色去除，以達到自我保護。 

│中高齡婦女卸下照顧責任的女性生涯再規劃│ 
■ 當家庭面臨照顧需求時，通常由家人自行承擔照顧責任（65%）在台灣，這群容易

被忽視、又一肩承擔起照顧責任的家庭照顧者突破 90 萬人，而新北市粗估至少超過

7 萬名家庭照顧者，照顧者年齡平均為 56.5 歲。且以中高齡、女性照顧者為多數。 

■ 中高齡女性照顧者的狀態，包括長期照顧下的損傷、自身老化帶來的挑戰，與更年

期的到來；面對照顧變化的不確定性，預期失去的悲傷；與家人溝通與分工不易，

導致家庭關係衝突，甚至破裂沒有穩定的社交生活，與社會脫節職涯發展受限，容

易離開職場，可能也回不去。長久照顧累積的花費造成自身貧窮沒有思索或實踐自

己的生涯規劃、未來人生的安排以及自我生命發展任務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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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暴力與人身安全－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從瞭解突破困境〕 

主持人：黃鈴翔／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張凱強／台灣數位女力聯盟秘書長 

        陳明清／台灣數位女力聯盟常務監事、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共同起草人 

        吳翠松／副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女力聯盟理事、聯合大學學務長 

        謝莉君／邊邊女力協會主任 

 

│數位性別暴力的樣態應滾動修正，完備統計資料│  
■ 樣態:由於數位科技發展迅速，導致數位性別暴力定義及態樣日益多元，因此對於數

位性別暴力之定義或樣態，主管機關應每年度進行滾動式檢視與調整。 

■ 統計資料：針對數位性別暴力相關統計資料仍不足，相關部會應著手發展相關統計

指標，並進行相關統計，俾利蒐集相關態樣 

│完備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制│ 
■ 由於現行法律仍有不足因應現況，包含基於圖像影音之性濫用（性勒索、未得同意

散佈性私密影像等）、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仇恨言論與行為，以及以數位技術介入人

口販運等，相關部會應積極研擬修法或檢視相關法律的適用性 

■ 司法警政領域實務現況：因為現行法規並無法明確定義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

行為，須借用其他法規做處理，但法益保護上卻無法正確評價，且，現行法規並無

預防性刪除規定，加上被害人支持系統匱乏，導致被害人不敢尋求幫助 

│留意校園現況與宣導│ 
■ 於教育現場中，學校人員、性平會承辦人及調查委員等未必理解學生使用數位科技

的文化與媒介，以及對於目前數位性暴力樣態不理解；且因「數位」性質，行為人

身分難以掌握，或因行為人身分不明，難以透過性平機制處理。 

■ 建議辦理專業訓練，以提升老師及第一線性平工作者(校安、宿管、導師等)對於數位

性別暴力知能，相關教育要從國小開始，並強化性平教育、性教育、情感教育、法

治及數位安全教育。 

│增加社工處遇能力│ 

■ 於社工領域中，未成年人處遇：親子的數位落差、原生家庭的支持狀態、兒少的數

位人際界線意識較薄弱、核心議題（性與親密關係）較難回應。於成年人處遇：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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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狀況不如預期、身心創傷的反應、與親密關係議題交織、數位安全概念較薄弱、

對生活與經濟狀況的衝擊等問題。 

■ 且社工自身對於數位性別暴力型態、數位安全的相關知能不足。因此，於社工領域

之政策建議為，應強化辦理專業訓練，以提升社工及相關人員對於數位性別暴力知

能，並蒐集目前處遇的困難點，進一步發展處遇流程及技巧。在中央法規增訂（修）

法完成前，各縣市應著手整合現有服務持續宣導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