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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何碧珍

◎ 現職：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資深研究員

◎ 目前參與：

行政院性平會 第三屆委員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基隆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104-105年度衛福部縣市婦女業務輔導團 輔導委員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CEDAW 推薦講師

◎ 重要經歷：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95-105年〉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六屆委員

中央部會性平專案小組及性別影響評估 審案委員

內政部地方縣市社會福利 考核委員



2001年成立，為台灣民間婦女

團體的一個大集合體，擔任意

見與資源整合的大平台角色，

前後集結全國八十餘婦團，目

標是促進性別的實質平等。

創會理事長為尤美女。

現任理事長為楊芳婉。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簡稱「台灣婦全會」、NATWA )



●兩層意涵：

1.公民有依法從社會獲得基本生活條件的權利。

---經濟權、受教育權、環境權 三類。

2.公民有依法向國家要求提供生活條件的權利。

---要求國家積極的權利。

社會權的內涵



台灣社會的三大女性族群：

● 農村婦女 ***
● 新住民婦女 ***
● 身心障礙婦女〈CEDAW第18號一般性建議〉

社會權特別行使不足



CEDAW 第14條—農村婦女（1）

1.締約國應考慮農村婦女面臨的特殊問題和她們對家

庭生計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包括她們在經濟體系中

非商品化部門的工作。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證對農村婦女適用

本公約的各項規定。

2.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農村婦女的

歧視，保證他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參與農村發

展並受其益惠，尤其是保證他們有權：

A.參與各級發展規劃的擬訂和執行工作。

B.利用保健設施，包括計劃生育的知識、輔導和服務。



CEDAW 第14條—農村婦女（2）

C.從社會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D.接受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培訓和教育，包括實用讀

寫能力，以及享受一切社區服務和推廣服務的益惠，

以提高她們的技術熟練程度。

E.組織自助團體和合作社，以通過受僱和自營的途徑，

取得平等的經濟機會。

F.參加一切社區活動。

G.有機會取得農會信貸，利用銷售設施獲得適當技術，

並在土地改革和土地墾殖計畫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H.享受適當生活，特別是在住房、衛生、水電供應、

交通和通訊等方面。



●提升農村公共參與的機會

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總結意見，建議：

1.擬定及執行國家級地方農村發展計畫，應納入女性。

2.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決策階層須達1/3女性參與。

●如何督促進行？

--於性平會下成立「婦女農參專案小組」，由農委會主

責召集，國發會、內政部、原民會、客委會協辦。

--107年第三次國家報告提出時，有階段規畫並開始啟動。

農村婦女的決策參與不足



長照新作法--建構社區大家庭式的整體照顧
托育、長照、女性就業三合一政策

「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長照服務
以『國中學區』為社區範圍

 到宅支持性服務
（衰老＋輕＋中＋重：陪診＋家事支持）

 社區老人廚房
（衰老＋輕＋中：共餐＋送餐＋購餐 …）

 日間托老
（衰老＋輕：文康＋共餐＋促進生活自理）

 居家式長照服務
（輕＋中＋重：長服法第1條，身體照顧為主）

 日間照顧＋短期住宿
（輕＋中：文康＋共餐＋復健＋沐浴＋短宿）

 微型日照
（輕＋中：10人以下，較低規格）

 失智症團體家屋（重度： 24小時照顧）

 失能老人社區照護之家（重度：24小時照顧）

[ 外接「 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長服法第12條) ]

社區整合式服務

日托+到宅

日照+短宿+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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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樂高積木」模式
由簡而繁漸進發展

支持服務：自費或低度補助
照顧服務：依失能度補助＋

部份自費

日托

到宅與/或居服
日托+微型日照



●目前人數約52萬，東南亞籍約佔32％

1.CEDAW中無相關具體條文，缺乏規範及保障，

2.性別統計分項不足，不容易掌握問題實況。如喪

偶、離婚、離家、家暴…等。

3.夫家不信任，對其居住、學習、交友的限制。

4.學籍認定及無國籍的可能威脅是否仍存在？

5.政府對其居留權、工作權益、養家負擔是否有合理

權衡。如何提升其在台灣的經濟參與機會及能力？

新住民婦女的問題限制



●「新南向政策」，會是新住民婦女的尖兵機會？

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106年編42 億，

主軸之一是：人才交流。

--不能短線操作，需長期規劃、階段性推動。

--破除刻板，應正視及善用新住民女性的多元能力。

新住民婦女的發展空間



●「共享經濟」：

近年，國際間推崇的一種新的經濟型態，強調所
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不但能創造利潤，同時具有解
決社會問題的功能，特別是在：環境維護、廢物
再生、消除歧視、促進性別平等…諸面向，帶動
建構新的社會價值。

如：運用網路科技而發展出來的uber、airbnb

共享經濟、共享價值



● 女性職代

● 合作共老

可開發的女性「共享經濟」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