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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國家報告運作期程規劃

2014年10-12月
•審查各機關對總結意見與建
議初步回應會議一(民間團體
列席，參與名單見手冊p.5)

2015年3-6月
•審查各機關對總結意見
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二
(民間團體列席)

2016年1-2月
•落實總結意見專案小組
(名單見p.3)審查各機關
104年度辦理情形會議

2016年3-4月
•各機關104年度辦理情形
提報行政院性平會(民間

委員名單見p.4)大會

2016年8-9月
•落實總結意見專案小組
審查各機關105年度上
半年辦理情形會議

2016年10-11月
•各機關105年度上半年
辦理情形提報行政院性
平會大會

2017年2月～

•第3次國家報告準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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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權基金會：
2014/12、2015/2辦理
性別統計溝通平台會議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平會



審查後一年婦權基金會在
協助民間建議及監督政府落實上的角色

協助發布各場次審查機關回應會議報名資訊，擴及議題相關團
體的參與

參與各場次審查機關回應會議(各點次已/未提出回應彙整表見手冊p.12)

就總結意見中的共同議題(交叉歧視部分)，召開公私部門溝通
會議

族群、身心狀況、年齡

性別認同、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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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間參與審查機關初步回應會議的觀察

成效
打開NGO整體性參與性平政策的管道，提供政府機關實務經驗思考
政策規劃，也是NGO摸索與政府對話策略的過程

NGO試圖改變機關各自為政的思維，使國家儘可能整體性面對總結
意見(包括各點次被納入的機關p.5、各回應計畫或方案內容的完整度)

限制與挑戰
不同點次回應程度存在落差，回應度低者或由於對議題掌握程度相對
不足，或由於對該點次總結意見欠缺認同

第二輪審查機關回應會議出現「反總結意見」的「民間」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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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溝通平台會議一：族群、身心狀況、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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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邀請熟悉議題的專案小組委員擔任主持人
就第2次國家報告所引用公務統計及統計調查中，提出應依族群、
身心狀況及年齡呈現差異的項目

? 進一步促成公部門完備特定女性群體重要人權項目的統計調查

目前進展
衛服部社家署「身心障礙者性別統計網頁」，納入教育部、勞動部
身心障礙女性處境相關統計

未來策略
身心障礙及未成年女性專案調查項目之完備需與CRPD, CRC的推動
合作



性別統計溝通平台會議二：性別認同、性傾向

作法
邀請熟悉議題的專案小組委員擔任主持人
蒐集中研院以及英、美、加、挪威等國政府於家戶調查或國民健康
調查納入性別認同／性傾向相關問題的作法

目前進展
 性平處於6/17召開「性傾向/性別認同調查分類研商會議」，請相
關部會提出未來兩年可能納入相關問題的調查

未來策略
就性傾向/性別認同在就學、就業等面向之影響，蒐集他國調查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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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享，期待更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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