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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 

102.2.18 制訂 

102.3.21 修訂 

壹、計畫緣起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以下簡稱

CEDAW），1981 年生效，至 2012 年底，全球共有 187 個國家簽署此公約，是

聯合國第二大人權公約（僅次於《兒童權利公約》），亦即全球九成以上國家

都是 CEDAW 的締約國，使得 CEDAW 成為現行國際人權體制重要的一環，

也是各國用以檢視及評估其婦女人權保障執行情況的最佳指標。 

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一向主動遵守國際規範，在非政府組織的倡

議推動下，2007 年 2 月 9 日由總統簽署加入 CEDAW，並積極研議透過友邦

送交聯合國策略，後雖遭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引用第 2758 號決議文拒絕台灣

存放，仍不減我國推動落實 CEDAW 之決心。近來在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現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大力推動下，政府已於 2009 年 3 月完

成初次國家報告，並主動邀請聯合國 CEDAW 委員會卸任委員來台審閱之。

2011 年 5 月 2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施行法，2012 年元旦正式生效，使 CEDAW

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CEDAW 施行法明訂報告制度之建立，政府（含行政、立法、司法、考試

及監察等五院）應依公約規定每四年提出國家定期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101 年甫成

立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即擔負有統合國家報告之責，並規劃於 2013 年底完成

第二次國家報告。 

惟 CEDAW 報告機制之建立與完備，除國家報告之研提，尚有賴堅實民

間觀點之影子/替代報告，1來檢驗國內法規及政策措施之效果，並作為國際專

                                                 
1 影子報告與替代報告的差異：當一個 NGO 撰寫一份報告、附上政府遞交給 CEDAW 委員會的報告，並在

內容中批判政府的報告時，這種報告叫做「影子報告」。當一個 NGO 撰寫一份報告而未附上政府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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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審閱國家報告的重要對照和參考資訊。而受限於國際特殊情勢，CEDAW 完

整之國際監督機制無法及於台灣，如果缺乏有力之民間影子/替代報告，更無

法讓國際社會理解我國婦女人權實況。 

民間撰寫影子/替代報告乃基於對婦女人權之關切，提出大多數婦女之意

見，期待與政府部門對話，提醒及要求政府確實保障並實踐婦女人權、消除

性別歧視。至於影子/替代報所呈現的內容，除法律面向外，應強調婦女的實

質處境，針對特定議題，提出基層婦女受歧視的經驗，並呈現國家報告忽略

的議題。 

誠如 2010 年 1 月 19 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於第 45 次會議聲明

〈CEDAW 委員會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所言，與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維護婦

女人權，乃促進並落實 CEDAW 的關鍵。為因應第二次國家報告、真實呈現

人民對於婦女權利之感受，婦權基金會特訂定本補助辦法，支持非政府組織

提出能夠反映大多數婦女聲音的 CEDAW 影子/替代報告，並促成非政府組織

合作結盟積極參與 CEDAW 的落實與監督，促使我國婦女人權能有效推展。 

貳、計畫目的 

一、 協助非政府組織對消除歧視及婦女人權議題的深入瞭解，鼓勵積極參與

CEDAW 的落實與監督，強化其政策對話及法令檢視的能力，促進

CEDAW 之在地實踐。 

二、 協助非政府組織發展 CEDAW 影子/替代報告，呈現大多數婦女的真實

處境，檢驗國內法規及政策措施之效果，作為國際專家審閱國家報告的

重要對照和參考資訊。 

参、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肆、承辦(申請)單位 

國內立案之非政府組織 
                                                                                                                                                             
論是因為政府沒有遞交報告，或是政府不願與 NGOs 分享報告，而祕書處的網站又太晚張貼政府報告，導

致來不及展開撰寫影子報告的程序），這種報告叫作「替代報告」。見 IWRAW Asia Pacifi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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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補助 

公益彩券回饋金 

陸、辦理時間 

自民國 102 年 3 月至 12 月底止 

柒、執行內容 

一、申請程序與補助方式 

（一）收件方式： 

本案採隨到隨審制，申請單位應於 102 年 3 月 29 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寄(送)達主辦單位（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1. 申請補助公文 

2. 申請表【附件一】 

3. 執行計畫書（含撰寫計畫、共同撰稿人/團體名單、經費概算表等），

可參考【附件二】之範例 

4. 團體立案或登記證書 

（二）審查作業： 

審查及行政作業時間約需兩星期工作日，審查結果將公布於 CEDAW

資源網，並以公文函知申請單位。 

（三）補助額度及補助項目： 

1. 每團體年度補助以 8 萬元為度，視計畫內容與申請情況，酌予調整補

助額度。 

2. 補助項目包含撰稿費、鐘點費、出席費、臨時酬勞費、交通費、場地

費、布置費、印刷費、餐費、雜支等。經費編列原則，務請參考本會

「102 年度 CEDAW 影子/替代報告補助基準暨結報注意事項」【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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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北市申請案請優先以「台灣國家婦女館」為辦理場地。台北市以外

縣市請儘量結合地方婦女中心(館)辦理。若因活動特殊性或是地域特

殊性無法於婦女館(中心)辦理，敬請於經費概算表中敘明，惟優先補

助公部門場地之租用。 

（四）撥款流程： 

申請案通過後，先行撥付核定金額之二分之一，餘款於活動結束並辦

理結案核銷完畢、提出影子/替代報告後再行撥付。（撥款用領據可自

「CEDAW 資源網」下載或自行複印如附件） 

二、受補助單位如何發展影子/替代報告 

（一）影子/替代報告之撰寫： 

本計畫之受補助單位可自行發展或結合數個民間團體共同撰寫影子/替代

報告，撰寫時可定期蒐羅國內外 CEDAW 文獻與報告，並得運用讀書會、工

作坊、焦點座談、論壇或專家諮詢會議等方式，就 CEDAW 關注之國家機制、

教育、文化、人身安全、健康、經濟就業、政治及公共生活、國際參與、農

村、婚姻家庭、法律地位等不同面向或議題，與不同團體交換實務經驗，並

針對 CEDAW 國家報告內容、法規政策及其執行有無違反 CEDAW 公約精神

與內涵等，提出民間平行監督報告與改進策略。 

受補助單位請自行校潤影子/替代報告，援引資料時應註明出處；所有意

見溝通過程應公開透明，請將活動訊息及相關紀錄提供 word 檔予主辦單位，

俾利上傳至「CEDAW 資源網」，供各界查閱交流。（如為保護案主而不便公開

之資料，請務必先行通知本會。） 

（二）影子/替代報告之發表： 

依據亞太地區國際女權行動觀察（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Action 

Watch Asia Pacific, IWRAW Asia Pacific）2010 年〈參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的報告程序：影子/替代報告準備程序與撰寫指引〉之建議，由婦

女團體集思廣益、共同撰寫一份影子報告，代表眾多女性的聲音，讓合作倡

議更為有力，增加報告的信度，也讓審查委員在有限的時間消化充足的資訊，

將使介入行為更為有效。惟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還是有必要準備個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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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審查委員，如：特定少數族群面臨邊緣化的狀況；發生特定暴力和壓迫

衝突地區的狀況；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為避免某些議題、族群或地區受到

忽視或邊緣化，仍強烈建議關注此議題、族群和地區的團體／組織都能遞交

專門的個別報告。 

受補助之影子/替代報告，其著作權及文責屬於原著作人(團體)。主辦單

位如為因應審查會議之需要而有翻譯等應用情形，應經受補助單位確認內

容。受補助單位發展影子/替代報告期間，婦權基金會將視需要召開期中/期末

討論會、跨領域對談等相關討論會，商議影子/替代報告進度與內容、體例格

式、準備程序、後續分工等，受補助單位應派員出席。 

（三）影子/替代報告架構： 

由於 CEDAW 審查委員是依照 CEDAW 條文逐項審議國家報告，因此本

計畫建議影子/替代報告亦依循 CEDAW 條文順序呈現，並提供綜合摘要協助

國際審查專家更瞭解報告內容。（有許多議題很可能會牽涉一條以上條文，

此時應清楚註明牽涉之所有相關條文，但仍建議寫在與該議題最為相關或核

心的條文之下，而在其他相關條文下以參照方式呈現。） 

（四）各條撰寫大綱與體例： 

為使國際審查專家在有限時間內能夠系統性地掌握 CEDAW 影子/替代報

告內容，本計畫建議受補助單位撰寫影子/替代報告時，可參考《2011 年兩公

約民間社團影子報告》之內容架構，針對 CEDAW 第 1 至 16 條各項權利提出

四個面向之意見： 

1.相關條文說明： 

閱讀 CEDAW 各實質條文應搭配相關一般性建議，闡釋該項權利之核心價

值，避免國家報告誤解或忽略。由於 CEDAW 與聯合國其他人權公約會彼

此援引、補充、闡釋人權的精神和內涵，建議受補助單位亦可參考其他聯

合國人權公約規範及其相關報告中有關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的部分，強化

該項權利的論述。 

2.回應國家報告內容： 

或針對國家報告特定內容提出批判，或指出其不妥善之處，以呈現民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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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項權利內容不同於政府之意見或評價。引用國家報告時，請註明段落

標號，而非頁碼，俾利國際審查專家能迅速找到相關段落；回應內容請說

明現況（應分析資料而非僅止於現象羅列）、相關法規政策或社會文化的

影響、真實案例或統計舉證。 

【*6 月之前先以彙整實務現況為主，俟國家報告提出後再增補回應內容。】 

3.民間主動提出之議題： 

對於部分議題，國家報告主張其與權利無關或是已實踐權利保障，但實非

如此，CEDAW 影子/替代報告因而特別提出這些政府所忽略或已侵害之婦

女人權議題。請說明該議題涉及哪些法規政策或社會文化、實務案例或統

計舉證等。 

4.結論與建議： 

影子/替代報告不只是提出批判意見而已，同時亦提出正面積極之建議，以

作為未來更完整實踐婦女人權與性別平等之基礎。 

三、計畫執行期程 
年度 102 

月分 
進度規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補助辦法公告＆ 
補助說明會 

            

計畫審查＆撥款             

影子/替代報告撰寫與

修正 
            

影子/替代報告初稿提

出＆期中討論會 
            

影子/替代報告修稿＆

期末討論會 
            

影子/替代報告定稿             

編輯出版或跨領域對

話相關會議 
            

影子/替代報告定稿綜

合摘要&翻譯 
            

核銷&成果上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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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銷結案配合事項 

一、 本計畫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部分經費，相關活動之布置用品、會議手

冊、活動宣傳品以及成果報告等，務請放置「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之

標章，另請將本會並列為主辦單位。 

二、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將 1.憑證資料、2.經費結報

明細表、3.結案報告表、4.成果報告（須含會議紀錄、影子/替代報告完

整內容等）相關資料之紙本（正本+影本）與電子檔，以公文函送婦權

基金會辦理核銷。 

三、 受補助單位應依核定之計畫內容切實執行，如有異動，須先來函申請變

更，經本會同意後辦理，否則本會有權要求繳回補助經費。 

四、 所有活動訊息、會議紀錄及影子/替代報告內容，得由婦權基金會上傳於

「CEDAW 資源網」（www.cedaw.org.tw），請受補助單位切實提供 word

檔，促使溝通過程能夠公開透明，俾利各界意見交流。 

捌、其他參考資源 

一、 婦權基金會為推廣 CEDAW 之精神並促進該公約之落實，建置有「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資源網」，除提供 CEDAW 條文及其一般性建議

內容外，也提供 CEDAW 師資參考名單，2009 年之 CEDAW 初次國家報

告、民間替代報告以及國外專家建議等資料，並且不斷更新國內外婦女/

性別人權議題的發展，歡迎各界多加運用及宣傳。（CEDAW 資源網網址：

http://www.cedaw.org.tw） 

二、 由於 CEDAW 與聯合國其他人權公約會彼此援引、補充、闡釋人權的精

神和內涵，建議受補助單位發展影子/替代報告時，亦可參考其他聯合國

人權公約規範及其相關報告中有關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的部分，尤其是

我國所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三、 由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四十多個人權、婦女、勞工、律師、學術等民間團

體共同組成的「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彙整出版了《2011 年臺灣人權報

告：兩公約民間社團影子報告》，其內容多處涉及婦女人權/性別平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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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非常值得援引參照。（報告全文下載：http://ppt.cc/@A!G） 

四、 亞太地區國際女權行動觀察（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Action Watch 

Asia Pacific, IWRAW Asia Pacific）1993 年成立於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該

機構名字雖和美國總部 IWRAW 相同，卻是兩個獨立的單位。亞太地區

國際女權行動觀察旨在透過 CEDAW 及其他國際人權條約來促進並實現

婦女人權，並發展了具組織性的網絡架構，培力各國婦女團體、推動相

關活動，協助她們參與 CEDAW 監督程序，提出民間詮釋，監督該國法

律政策以確保 CEDAW 的實踐；另藉由區域合作以及國際相互監督的介

入方式，強化各締約國之婦女權利，讓各國未盡人意的婦女權利逐步改

善，以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亞太地區國際女權行動觀察於 2010 年 2 月出

版〈參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報告程序：影子/替代報告

準備程序與撰寫指引〉（Participation in the CEDAW Reporting Process: 

Process and Guidelines for Writing A Shadow/ Alternative Report），提供各國

婦 女 團 體 撰 寫 影 子 / 替 代 報 告 的 參 考 。（ 指 引 下 載 連 結 ：

http://www.iwraw-ap.org/resources/pdf/NGO_Participation_in_CEDAW_Part

_1_and_2_Feb_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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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申請表 

計畫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單位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預定對象及人數  

擬申請補助總額  

計畫內容概述：  

 

 

 

 

預期效益： 

 

 

 

 

附件：□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立案證書    □其他：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傳真號碼  

連絡地址  

負責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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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影子/替代報告專案 
申請計畫書參考格式 

一、主要撰寫議題（對應 CEDAW 第○條）： 

 

二、活動目的： 

 

三、發展影子/替代報告之方式、內容與進度： 

 

四、預期參加對象與人數： 

 

五、撰寫成員/團隊、相關會議代表或講師簡介： 

 

六、活動效益評估： 

 

七、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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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影子/替代報告專案補助基準暨結報注意事項 

102.2.18 

壹、 專案補助基準 

一. 補助對象： 

國內合法立案之民間團體（請檢附立案證書）。 

二. 補助原則： 

採審查制，每單位年度補助以 8 萬元為度。申請案通過審查後，受補助單位以公文檢

附領據函送本會辦理撥款。本會先行撥付核定金額之二分之一，餘款於活動結束並辦

理結案核銷完畢、提出影子/替代報告後再行撥付。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講師鐘點費：工作坊、讀書會、座談會等專講時段之講師得支領，須載明講師之學

（經）歷。外聘每小時最高為 1,600 元，內聘每小時最高為 800 元，未滿一小時者

減半支給，同一時段內有兩名以上講師者，鐘點費再折半支給。同一活動中，已支

領出席費者，恕不再支給鐘點費。 

內政部鐘點費補助標準表 

學經歷 講師鐘點費 

1.碩士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六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2.大專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四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3.高中職以下(含高中職)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4.相關團體專業領域服務十年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六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5.相關團體專業領域服務六年以上，未滿十年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四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6.相關團體專業領域服務二年以上，未滿六年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2. 出席費：活動主持人、引言人或與談人支領，最高標準為 2,000 元。政府部門代表及

承辦單位支薪工作人員恕無法支領，每場次補助上限為 8,000 元。 

3. 撰稿費：中文每千字 630 元計，僅限補助影子/替代報告之撰寫。申請時須於計畫書

敘明撰稿人或撰稿團隊名單、撰寫計畫大綱等。 

4. 臨時酬勞費：每小時 110 元，每人補助上限為 17,280 元。企劃、聯繫、會議記錄、

活動支援、核銷等工作得支領，並請檢附勞務清冊，註明工作時數及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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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費：講師、主持人或引言人得支領，請檢具公共交通工具票根，並請註明乘客

姓名，核實報支。補助範圍為飛機、高鐵、火車、客運；其餘如手續費、匯費、回

數票均不予補助；政府部門代表亦恕不予補助。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不普及地區方得

報支計程車費，每人補助上限 500 元，須註明起迄點與乘客姓名。 

6. 場地費：優先補助婦女中心（館）或其他公家/公辦民營場地之租借費用，並請檢附

單據核實報銷，本項目包含器材租用費。 

7. 佈置費：檢付單據核實報銷，請檢附照片或樣張（須有「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標

章）。 

8. 印刷費：檢付單據核實報銷，並請檢附樣張（須有「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標章）。 

9. 雜支：相片沖印、文具、茶水（每人上限 20 元，憑證品項名稱僅可填寫水或茶水）、

郵資（請檢附郵寄清單）等，每場次補助上限為 6,000 元。 

10. 餐費：補助便當或餐盒，每人補助上限為 80 元（憑證品項名稱限填便當或餐盒）。 

※不予補助項目： 

 獎金、獎品、服裝、紀念品。 

 旅遊及聚餐性質之費用。 

 器材及硬體設備。 

 專案管理費。 

 

貳、 專案補助結報注意事項 

一、核銷期限： 

接受本會補助之單位請於全部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結案核銷作業。 

二、辦理結報應備文件：  

1. 結報公文。 

2. 經費核定表、結報明細表及憑證黏貼表。 

3. 成果摘要及效益自評表。 

4. 成果報告書： 

（1） 活動辦理：含活動日期、場次、參加人數及相片、文宣等資料。 

（2） 會議紀錄：須以條列式呈現主要及次要議題，並摘要與會人員之回應內容。 

（3） 影子/替代報告完整內容。 

5. 務請提供 word 檔以整理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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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餘款繳回： 

應以匯款或親至本會繳納現金，並連同原始憑證繳回本會。 

四、核銷注意事項： 

爲符合審計單位查核之要求，辦理核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憑證開立日期：方案執行期間之憑證。 

2. 憑證內容：應含機構名稱、地址、統一編號、日期、項目名稱、單價、數量、總價、

廠商印章、負責人章。 

3. 收據或發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統一編號為

「19325112」。 

4. 原始憑證正本、影本各乙份，正本請勿黏貼，影本請黏貼於憑證用紙（可自「CEDAW

資源網」下載或自行複印如附件）。原始憑證核銷無誤不予退還，請自行複印留底。 

5. 鐘點費、出席費、臨時酬勞費：除檢附簽收領據外，應註明場次或時數、勞務辦理

內容。請使用本會提供的領據（可自「CEDAW 資源網」下載或自行複印如附件），

由本會於翌年 1 月統一申報所得。如邀請境外人士擔任活動之專講講師、主持人、

引言人或與談人時，請影印護照影本並提前通知本會。 

6. 核定之補助項目間不得任意流用，如欲變更，請於活動前以公文向本會申請，並敘

明變更項目及金額。本會同意變更後，再檢附本會同意變更公文影本辦理結案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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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領 據 

  茲收到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補助款，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業經收訖立據為憑。如因故無法履行

方案，將依 貴會規定，退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 

此致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經辦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具領單位：                                      （加蓋單位圖記）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子郵件： 

聯絡人電話： 

金融機構名稱（含分行名稱）： 

戶        名： 

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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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領據 

 

備註：如邀請境外人士擔任活動之講師、主持人、引言人或與談人時，請影印護照影本並提前通知

本會。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領  據 

受領事由  

所得類別 

□撰稿費：0.63 元*          字=              元 
□出席費 
□講師鐘點費(外聘)：     元×   小時＝        元（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講師鐘點費(內聘)：     元×   小時＝        元（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學經歷（可複選）：□碩士以上 □大專 □高中職及以下 

         團體專業領域服務：□十年以上 □六至十年 □二至六年 

□臨時酬勞費：110 元×      小時＝              元 

代扣所得

稅 

所 得 稅：由婦權基金會於翌年 1月申報所得 

二代健保費：□否□是（扣繳率：2％，稅額：          元）(單筆逾 5,000 元以上須扣繳)

所得人 

姓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金 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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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團體名稱）：                                

        接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補助經費結報明細表  

會計年度： 

計畫名稱： 

本會核准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 （    ）婦權發字第             號        

本會核准金額（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總結報金額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回餘款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支票   支票日期             開票銀行              

□匯票 

□其他                                             

核銷支出明細表 

支出日期 

年/月/日 
補助項目 摘      要 

實際報支

金額 

本會核定 

補助金額 

原始憑

證編號 
備註 

      

      

      

      

      

      

      

      

      

      

      

      

      

      

      

      

      

      

      

      

      

負責人（簽章）：           會計（簽章）：             經辦（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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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102 年度 CEDAW 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結案報告 
單位名稱： 

 

方案名稱： 

 

辦理時間及地點： 

 

補助金額： 

 

方案執行情形： 

 

參與人數與性別比例： 

（如為系列活動，亦請分別羅列各場與會情形統計資料） 

總人數：   人（男：  人；女：  人） 

 

行政院性平會民間委員：  人 

縣／市婦權會民間委員：  人 

民間團體：  人 

專家學者：  人 

學生：  人 

其他（      ）：  人 

效益評估： 

（分析活動辦理價值與成效） 

檢討及建議： 

（請條列會議總結之具體政策建議或修法意見，並檢討未來活動辦理可改進之處或可延續

發展之議題方向等。） 

成果報告附件（請務必提供紙本與電子檔）： 

□影子／替代報告完稿     □活動、會議紀錄        □現場照片或影像檔 

□補助經費核定表         □結報明細表與支出憑證（正、影本） 

□錄音帶或錄音檔案       □印刷品樣張            □其他：____________ 

填表者：             申請單位：              （單位圖記） 

聯絡電話： 

負責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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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名稱）：                                

      接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補助經費粘貼憑證用紙  

 

憑證 

編號 

補助項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負責人                  會計                      經辦   

------------------------------------------------------------------------------------------------------------------- 

 

憑證黏貼處（浮貼） 

 

（請黏貼憑證影本，正本夾附即可，請勿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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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影子/替代報告補助計畫 

 

「                     」（活動名稱） 

臨時酬勞費工作清單 

 
姓名 工作時間 工作內容 金額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共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