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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CEDAW國家報告審查之前
民間可持續採行的策略



問題診斷
1. 儘管有行政院層級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和性別平等處，

但仍欠缺一個獨立於各級政府機關的人權保障機構。
2. 兩輪會議下來，與會報告的政府代表，仍在各自業管

範圍，片面地回應專家的結論性意見。
3. 地方政府的參與度極低。
4. 公佈結論性意見後，五位專家的角色是什麼？政府如

何看待這些建議？只是列管項目？責任義務？有沒有
依法的約束力？



強化現行CEDAW機制的可能作法
1. 倡議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2.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和性平處不應只是協調各部會

討論問題，而應站在一個跨部會並積極地方政府合作
的角度，研擬和推動政策性的CEDAW國家人權行動
方案，透過這樣的方案指揮調度各級政府機關研發適
當積極措施，回應專家們的建議。民間可以倡議此事

3. 兩公約沒有期中審查，CEDAW公約有條件進行期中審
查。民間可倡議並建議邀請其中一位專家來台期中審
查。



期中審查可以就人權高專所建議的指標進行評估



拓展國際合作
1. 就LBTI議題和跨國女性移工的議題，可以進
行區域的合作。比如，台灣的LBTI處境和女
性移工的處境，是否可以成為他國審查國家
報告時的影子報告或替代報告的材料。

2. 建議盡早準備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時的國際
NGO觀察團，甚至鼓勵他們也提出影子報告
，並在審查期間與國內NGO進行密切的合作
與倡議。



提升媒體關注度

1. 去年審查的影像和全部文字紀錄，至少要先
整理上網。

2. 對於各種性別人權議題抱持高度的敏感度，
並在倡議過程中運用CEDAW與結論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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