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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婦女暨性別議題溝通平台計畫 綜整建議〕 

 

本年度「婦女暨性別議題溝通平台計畫」，延續以 CEDAW 第 4 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為

主軸，結合當前社會關注議題，研議主題包括：疫後永續發展及提升女性就業經濟力、從性別

與人權視角看臺灣長照政策，並邀集婦女／性別團體及部會代表就相關政策進行對話；此外，

為促進結論性意見的落實並加強社會對話，辦理北區中南四個區域對話平台，針對工作權、不

利處境以及性別暴力等三面向，蒐集在地視角與實務建議。綜整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數位性別暴力修法後觀察： 

修法後現況為案件、報警數皆增加；數位性暴力特⾊因匿名性⾼，找散播的 IP 困難傳播速

度很快，不但被害人個資取得容易且普遍相關⽀持系統較薄弱，兒少被害者多數也不敢求

助。未來建議，應促進網路/數位犯罪安全法制定，督促網路業者與平台的管理，並積極與

各方網絡合作以找到嫌疑人；並期許促進媒體、網紅及政論節目的自律；修法上應讓成人

性影像被購買及持皆能有罪責；也要持續加強數位身體界線教育及友善路人甲的宣導。 

 職場性騷擾修法後的觀察： 

被害人以 25 歲左右的女性為多，當事人的處境包含不敢申訴、被勸退或遭受不利處境、

向地方政府申訴之細緻度不足等問題；勞動部在訓練專業人才因應方式上，除了尋找合適

委員外，應建置通報系統，得以累計統計數據；同時建議製作申訴處理指導⼿冊；最後，

被申訴人處境也尚有改善之處，包含填寫欄位可能造成被貼標籤或缺少不成立後的申訴管

道；最後，若職場中雙方有師⽣身分，當前亦有該適⽤何法等法條競合問題。 

 人工生殖法適用對象與風險管控： 

目前僅適⽤於不孕夫妻，不含同性伴侶與單身⼥性。婦團建議將代孕制度需和人工⽣殖法

脫鉤研議修法；主因認為目前修法版本並未對代理孕母有更完備的保障制度，且⾮商業服

務機構被過度空⽩授權，貿然通過等於將懷孕⾵險轉嫁到另個女性身上；此外對於⼦⼥身

世知悉權亦應有更完善的規劃。另針對人工⽣殖評估機制針對單身女性有更嚴格的審視外，

也建議應提供大眾更詳細的資訊，例如：凍卵的資訊揭露。 

 針對「就業經濟」面向上： 

(一) 協助偏鄉女性有更多就業選擇、政策因地制宜調整 

偏鄉、離島地區的女性可能因季節性農業工作、觀光化衝擊面臨就業機會匱乏、交通不便限制

其選擇，或更容易因天災造成⽣活衝擊，加劇經濟壓力；偏鄉托育資源與設施不足，亦導致婦

女難以兼顧就業與家庭，建議保母與長照培訓須因地制宜調整。 

(二) 職場友善政策與家庭照顧者支持，避免工作與照顧雙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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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育嬰假應朝向可小時制彈性請領，並完善非典型就業者的勞動保障，避免刻板印象或標

籤化。同時透過各項政策⽀持，保障家庭照顧者的身心健康與職場穩定。 

(三) 彈性的培力課程和就業訓練，並結合照顧資源、鼓勵雇主參與 

單親與家庭照顧者女性、或農村婦女因應農忙下因照顧責任難以參與職訓，課程可提供彈性

時間安排並結合托育/長照資源；課程設計須突破職業刻板印象，並加強鼓勵雇主參與相關⽀

持政策。 

(四) 中高階女性領導者的培養 

應積極促進中⾼階女性領導者的培養，尤其是在政治與經濟領域，應積極提升女性在管理階

層位階。 

(五) 縮減薪資差距與心理支持的重要性 

當前薪資差距擴大，政府應積極透過政策縮減差距，可先從推動薪資透明化開始。同時，女性

因職場與家庭壓力心理健康受損，應提供免費諮商與深度陪伴的⽀持性團體，緩解心理壓力

並促進整體福祉。 

 針對「不利處境女性」面向上： 

(一) 《人工生殖法》的倫理與權益平衡 

除了女性的⽣育需求外應避免讓⽣育焦慮壓迫女性，尤其應留意法規中相關代理孕母的制度

保障與情感問題，以及⼦女最佳利益等問題。 

(二) 不同群體女性交織問題與需求支持 

未成年、新住民和移工女性需關注獨特交織性問題需求；如新住民女性因語言文化差異更容

易不知如何善⽤當前資源下，常面臨社會資源⽀持的邊緣化；又或是 HIV 感染者及女性藥癮

者，當前資源⽀持是否足夠或應加強檢測宣導並去污名化等。 

(三) 在醫療上的交織性需求與強化_障礙與偏鄉的婚育婦女 

障礙女性在婚育上面臨特殊挑戰，應提供符合性別需求的無障礙設施輔具；偏鄉地區為保障

嬰兒與女性的健康，可透過流動醫療站或助產士等方式來加強偏鄉的醫療服務。 

(四) 與打破照顧工作的性別刻板印象與專業化，並推動男性照護參與 

長期照護工作多由女性承擔，應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並提倡其專業性，亦鼓勵男性積極參與照

護工作，並提升男性在照護工作上的知能或⽀持服務。 

 針對「性別暴力」面向上： 

(一) 社會/文化觀念的差異造成暴力處置模式的成效落差 

部落文化/偏鄉或刻板印象等觀念上的落差，讓暴力防治介入工作顯得困難；現行的庇

護政策與部落婦女的期待可能有不符，導致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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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暴者的生活重建培力以及特殊工作職場的培力支持 

目前法制資源多集中於危機處理，應加強職能培訓、心理⽀持及社會連結，幫助受暴

者重建經濟與情感獨立，例如長照據點亦在提供婦女情感⽀持與求助管道上有發揮出

作⽤。另，居服員等特殊職場亦應加強性騷擾與家暴防治培力，並提供⽀持措施。 

(三) 性別暴力新態樣以及公眾教育與關注的重要性 

性別暴力中的⽣對⽣問題，特別在學⽣間和體制外教育環境中需加強關注。私立幼兒

園應增設輔導資源，並加強教師訓練。性別教育應注重網路安全和隱私保護，尤其偏

鄉或原鄉地區的宣導與意識培力。此外，並須加強對性別暴力的加害者犯罪模式或態

樣的認識，以及大眾教育與綠點旁觀者的關注。 

(四) 企業重視性別友善的必要性 

目前企業亦多聚焦於性騷擾防治，較忽略其他面向的性別平等措施，如性別友善空間、

多元性別員工⽀持和彈性工作設計等，企業在落實這些措施時，亦較缺乏資源與指導。 

 

 針對「整體制度或機制」面向上： 

(一) 在地連結的機制。 

透過善⽤地方性別平等機制、促進地方性平委員會與地方婦團之間的聯繫，以更能貼

近、反映地方上的需求。另外若在地的婦女組織深受政治背景影響，性別平等工作上

仍顯得保守，導致推動困難 

(二) 政策變動會影響婦女資源、以及性別團體的資源支持 

因無婦女基本法源、或因更改政策方向或組織改造，導致以婦女權益為主的經費被忽

視，進而影響婦女相關服務的推動。有婦團指出社團面臨資源困難，多依賴中央指⽰，

呼籲增加與地方團體合作，並提⾼政策宣導。 

(三) 民間團體爭取資源的成效展現 

培力與預防工作的成效需要時間來展現，導致量化指標成為評估的主要依據。在爭取

資源和⽀持時，團體面臨的挑戰不僅在於成果的即時性，還包括如何向政府表達長期

效益的必要性。。此外，初級預防工作長期以來未受到重視，政府機關對此投入的資

源也相對有限；另對於同志團體而言，尋找合適的社福資源主管機關⽀持成為一大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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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述關注議題依「區域」分類之觀察整理： 

(一) 東部議題觀察：於就業上，許多偏鄉地區缺乏合格托育、相關中心硬體與資源不足，因此婦

女面臨工作與育兒挑戰，建議培養婦女第二專長，並強調部落傳統的「社群照顧」文化，可促

進婦女兼顧工作與照顧；偏鄉交通不便除了造成就醫困難外，亦影響青年的就業與發展，另

也應留意婦女自照顧與醫療的需求。於性別暴力上，部落文化與性別觀念影響著原住民社群

處理性別暴力問題的方式，加上部落對家外庇護制度不熟悉，讓相關受害者⽀持與性別平等

推動困難。此外東部特別探討到政策與經費調整對婦女服務的影響，導致以婦女權益為主的

經費遭刪減，亦會影響婦女服務的推動。 

＃因交通與地域限制讓保母培力與訓後執業不易 

＃偏鄉醫療資源不足與助產士的需求 

＃部落文化與家外庇護的落差 

(二) 南部議題觀察：於就業上，南部特別提到居托機構規範應視偏鄉/山區在地需求，以及偏鄉的

長照需求重要性，以及特定(居服)職場的性騷擾防範、以及老人家暴議題。並重新看見女性就

業的專業性。於不利處境女性上，包含障礙女性中的智能障礙女性在育兒⽀持服務困難與視

障女性的照顧者交通需求、HIV及女性感染者/藥癮者的資源⽀持、新住民女性身上的性別和

種族的交織性、以及教育系統中的性別與情感教育不足。於性別暴力上，目前多數企業的關

注仍主要集中在性騷擾防治與就業歧視等問題，其他重要面向卻常被忽略，例如應留意受暴

者的⽣活重建與培力服務，也應避免過度以量化數據來衡量服務方案的成效，且法官的性別

意識對於家事裁決至關重要；建議應整合資源，增設巡迴服務點、強化庇護機構與心理⽀持

的連動機制，以及在修復式正義的推廣上，加強家長與學校的合作。 

＃偏鄉長照/居服的需求與看見女性就業的專業性 

＃身心障礙者/HIV/藥癮者女性的服務支持與新住民女性權益培力 

＃應留意受暴者的生活重建與培力服務的必要性 

(三) 中部議題觀察：於就業上，婦女需要較具彈性的就業培力課程和相關心理⽀持，也須設計更

多面向或打破刻板印象的課程，此外持續加強⽀持資源的推廣與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友善職場

的理解，透過各種激勵制度促進雇主使⽤相關職場友善制度；不利處境女性上，性別化的照

顧分工常讓女性成為長期照顧者，因此需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並提升男性照顧責任與知能，

此外，應促進女性外籍配偶／新住民女性融入本國⽣活上的⽀持。最後，由於女性領袖在推

動社會變革至關重要，應持續培養中⾼階女性領導者。於性別暴力上，性平三法修法後的機

制中，針對行為人的措施仍顯不足；提升新住民女性及其⼦女對性別暴力的敏感度、中⾼齡

長者／家長對新型態暴力的認識、以及校園性別平等的宣導需再更深入。此外中部也特別關

注如何開啟跨區域婦團的連結，在地婦女團體參與市府政策的機制，以及同志團體在倡議與

角⾊⽀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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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就業培力課程和相關心理支持與促進雇主使用 

＃應積極培養女性中高階領導者與公共參與 

＃加強行為人的措施與提升新住民、中高齡與家長對於新型態暴力認識 

(四) 北部議題觀察：於就業上，包含認同修法將育嬰假彈性化的必要，職訓課程需有臨托服務的

⽀持，以及女性心理狀況也需要被⽀持，企業端應有更積極的政策推動薪資透明化、消除薪

資差距，其中不利處境女性上，包含家庭照顧者回歸職場困難、離島或偏鄉女性的工作與培

力機會少；家暴安置與醫療環境的無障礙、偏鄉⽣產醫療量能不足的助產士需求、以及障礙

者的婚育歧視困境等。於性別暴力上，新住民與家暴的求助資源系統需更完善、以及學⽣對

學⽣的性別暴力問題，並須加強對性別暴力的加害者犯罪模式或態樣的認識，以及大眾教育

及綠點旁觀者的關注。 

＃更積極的政策推動企業薪資透明化、消除薪資差距 

＃家暴安置與醫療環境的無障礙與婚育歧視 

＃性別暴力生對生問題及犯罪模式認識，加強綠點旁觀者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