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CEDAW第2次到第3次國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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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
2015 2016 2017

協助民間形成與
提出政策建議

參與各場次政府機關回應
會議及彙整回應狀況

召開周年成效評估與未來策略
座談、規劃電子報回顧專題

引介審議民主概念與討論工具

協力婦團於兩公約民間報告中
提出婦女議題相關建議(手冊p.68)

結合GRs & SDGs相關倡議

宣傳總結意見
與推動落實

出版《你被歧視了嗎？》

召開性別統計溝通平台會議

建置性別指標

資訊平臺

模擬法庭(手冊p.83)

目標：

• 識別重要
議題

• 擴大民間
參與

• 形成具體
建議，完
成民間報
告

2018.6

第3次
國家報
告審查



2016年：引介審議民主概念與工具

第1階段

認識審議民主

•理論

•模式/工具

•台灣發展

第2階段

主持/帶領人培訓

•利益關係人分析

•長照政策介紹

•屏東案例

第3階段

運用審議民主
討論長照制度

•國家 vs 社會

•台中、新北案例

第4階段

長照機制的公
私部門對話 在地扎根&發酵：

審議民主
+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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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異甚至爭議的議題上，促進民間團體的溝通與理解



2016年：建置性別指標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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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gender-indicators.org.tw

在共同訴求的交叉歧視上，促進政府加速建立指標與回應審查意見

http://www.gender-indicators.org.tw/
http://www.gender-indicators.org.tw/
http://www.gender-indicato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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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
2015 2016 2017

協助民間形成與
提出政策建議

參與各場次政府機關回應
會議及彙整回應狀況

召開周年成效評估與未來策略
座談、規劃電子報回顧專題

引介審議民主概念與討論工具

協力婦團於兩公約民間報告中
提出婦女議題相關建議(手冊附錄3)

結合GRs & SDGs相關倡議

宣傳總結意見
與推動落實

出版《你被歧視了嗎？》

召開性別統計溝通平台會議

建置性別指標

資訊平臺

模擬法庭辯論(手冊附錄４)

目標：

• 識別重要
議題

• 擴大民間
參與

• 形成具體
建議，完
成民間報
告（中）

2018.6

第3次
國家報
告審查



2017年工作重點

•延續審議民主培訓與實作，透過與基層婦團共同召開議題工作坊(4-5月)，
支持照顧、環境、移民等議題回到在地、深化討論，進而提出具體建議

•延續兩公約民間報告，並透過召開報告討論會、協調會議等(6-7月)，就
CEDAW第2次審查總結意見，強化民間回應與政策建議

•【工作期程詳附錄1】

搭建民間團體資訊與聯繫平台，形塑具體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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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期待更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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