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第二次國家報告審議機制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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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背景 

 台灣的性別平等機制 

 第一次國家報告的過程、結果與評估 

 第二次報告機制的程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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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為何台灣需要報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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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性別平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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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性別平等機制 

行政院 

CWRP 

就業、經濟及

福利（勞委會

及其他12個

相關部會） 

教育、媒體及

文化（教育部

及其他9個相

關部會） 

健康及醫療

（衛生署及其

他5相關部會） 

人身安全（內

政部及其他8

個相關部會） 

國際參與（外

交部及其他7

個相關部會)  

 

• 跨部會任務編組，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大會 

• 由中央部會首長11人、社會專業人士7-9
人及婦女團體代表7-9 人共同組成 

•  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性別聯絡人  

各部會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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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性別平等專責機構的建立 

行政院 

政務委員 
內政部 

社會司 

其他部會 

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行政院 

政務委員 

性別平等處 

 (40人) 

內政部 其他部會 

性別平等會 

婦權基金會 婦權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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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of Directors 

婦權基金會：行政支援與中立角色 

• 由內政部於 1999年捐資成立 

 

 

 

 

董事長﹕內政部長 

執行長：社會司長 

17位全職員工 

內政部、外交

部、教育部、

勞委會、原民

會及新聞局之

首長 

社會專業人士4-6人 

婦女團體代表

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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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權基金會：知識資源 
 
 

培力公部門撰寫初次

國家報告 

彙整及翻譯初次國家

報告 

對草根團體進行

CEDAW宣導 

協助民間團體撰寫影子

報告 

• 民間影子報告與政府
部門對話會議 

• 國家報告審議秘書處 
公部門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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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家報告的過程、 
結果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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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國家報告的撰寫過程 

2008年3月  

行政院婦權會通過決議，確立建立CEDAW機制，包括培力

公部門撰寫國家報告、培力民間團體撰寫影子報告。 

2008 年4-10月 

婦權會召開3次會議討論有關撰寫CEDAW初次國家報告事宜。 

婦權基金會舉辦三場工作坊，培力公務員準備國家報告。 

2008年10-12月  

婦權基金會舉辦有關建立CEDAW機制的國際研討會，並為

民間團體召開三場工作坊，培力其撰寫影子報告或替代報告。 

2009年3月 

發表台灣初次國家報告。 

38個中央政府部會中有27個部會投入報告的撰寫工作。 10 



初次國家報告的審查 

審查專家：CEDAW委員會前任委員 －Hanna Beate Schöpp-
Schilling (Germany), Heisoo Shin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mah Tan (Singapore)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政府部門：內政部代表3位，教育部代表1位，法務部代表1位，

勞工委員會代表1位， 農業委員會代表1位，經濟建設委員會代表

1位。最高層級代表為內政部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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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的不足處 

會前工作小組 

非政府組織的平行（影子）報告 

議題清單 

結論性意見 

國家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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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報告機制的程序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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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審議程序三階段 

會前籌備 建設性對話 
從結論性意見

到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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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會前籌備 

2012年6-7月 

•邀請3-4位曾任職於CEDAW委員

會的外國專家組成會前工作小組 

•由其中的亞洲地區專家擔任國家

報告員 

2012年8月 

• 建置報告審查資料網，作為

未來發布國家報告、NGO平

行（影子）報告、議題清單、

結論性意見之用 

2012年9至10月 

• 翻譯國情介紹、國家報告、

平行報告及相關統計資料，

並提供給審查專家 

2013年1至2月 

• 安排會前工作小組線上會議，

討論議題清單之擬訂 

• 協助專家草擬議題清單 

2013年3月 

• 翻譯專家所提之議題清單，

並轉交國家報告祕書處

（性平處） 

2013年4至5月 

• 將政府對議題清單之答覆

提供給審查專家 

國家報告 

平行報告 

議題清單答覆
及相關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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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 

 

 

 
morning 

第一天 

－ 

－ 

－ 

NGO代表向專家提供口頭報告  

第二天 

政府代表簡介國家報告 

 (30分鐘) 

專家提問與政府回應（一）︰

第1至6條 

休息 

專家提問與政府回應（二）︰

第7至9條 

專家提問與政府回應（三）︰

第10至14條 

第三天 

專家提問與政府回應（四）︰

第15至16條 

專家閉門會議：結論性意見討論 

記者會：發布結論性意見 

第二階段：建設性對話 
 2013年7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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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從總結意見到行動計畫 

 

總結意見及主責單位

發布 

 

「落實總結意見」論

壇 

 

相關單位行動計畫及

後續施政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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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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