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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核心人權公約對台灣政府是有效力的？

⚫ 雖然台灣因為國際地位爭議，無法成為任何國際人權公約的正式
「締約國」，但是從2009年立法院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來，已經透過此一國會立
法之「施行法」模式承認五部核心人權公約之人權保障規定「具有
國內法效力」，並且比照聯合國之制度建立了一套「在地」的報告
審查機制。

⚫ 值得說明的是，在中華民國仍為聯合國會員國時，曾經依循正式的
國際法規定，簽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CERD）》，理應成為對我國有拘束力之法律文件，不過實務上
並未受到相應重視。至於其餘公約，先前受邀來台之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委員也持續建議我國政府，應當將其餘核心人權公約的國內法
化作為推動人權保障的重要目標之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8
https://covenantswatch.org.tw/publications/hr-in-a-glimpse/untreatyreview-in-taiwan/


Ø 目前台灣已經通過施行法之核心人權公約

l ICCPR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l ICESCR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l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l CRC 兒童權利公約

l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參考網址：https://convenantswatch.org.tw/un-core-human-
rights-treaties/)



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網址：（參見聯合國網頁）、維基百科

（ https://zh.wikipedia.org ）

* 2007年1月5日，中華民國（臺灣）雖並非聯合國成員國，立法院第6屆第4會期

第15次會議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2]2011

年5月20日，立法院第7屆第7會期第14次會議制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施行法》計9條， [1][3]同年6月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117471號令公布，自

民國101年（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 2006年7月，行政院通過「推動我國加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一案，2007年1月於立法院獲無異議通過，經總統簽署後，外交部聯合國工

作小組委託諾魯駐聯合國代表團，代為轉交批准書給聯合國祕書處，但被退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6%96%E5%85%AC%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6%96%E5%85%AC%E7%B4%84#cite_note-%E7%AB%8B%E6%B3%95%E9%99%A2%E5%9C%8B%E6%9C%83%E5%9C%96%E6%9B%B8%E9%A4%A8%E7%AB%8B%E6%B3%95%E7%B5%B1%E8%A8%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6%96%E5%85%AC%E7%B4%84#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D%E8%A1%8C%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6%96%E5%85%AC%E7%B4%84#cite_note-%E7%AB%8B%E6%B3%95%E9%99%A2%E5%9C%8B%E6%9C%83%E5%9C%96%E6%9B%B8%E9%A4%A8%E7%AB%8B%E6%B3%95%E7%B5%B1%E8%A8%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6%96%E5%85%AC%E7%B4%84#cite_note-3


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2. CEDAW第三次國家報告（2018年7月），第46、47點，网址：

https://gec.ey.gov.tw/Page/44EEED7850788946

* 46. 審查委員會擔心校園中會繼續發生性騷擾、性侵害和性霸

凌 ， 尤其是針對女孩、 身心障礙、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雙性人及外國籍學生等。

• 47. 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強化政策措施和教育計畫，以防止校

園性騷擾、性侵害和性霸凌。審查委員會建議定期調查與分析，

並採取聚焦且客製化的積極政策措施解決問題，特別著重防治

對女孩、聽覺和聲語功能缺損者及智能障礙者，以及同性 戀、

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和外國籍學生之侵害。

3. CEDAW第四次國家報告（2022年12月）（参见下页）

https://gec.ey.gov.tw/Page/44EEED7850788946
































二、認識多元性別

1. 維基百科：

* 在西方世界中，通常使用簡單的分類來描述性取向（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性別

認同（跨性別和順性別）、和非典型性徵（雙性人），收錄在縮寫LGBT或LGBTI之下（女

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或變性人，有時包括雙性人）。然而，在某些文化中

有其他方式來理解性別系統。此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出現了一些性學理論，如金賽理

論和酷兒理論，提出這種分類不足以描述人類和其他動物物種中的性複雜性。例如，有些

人可能認爲自己是異性戀與雙性戀之間，或同性戀與雙性戀之間的偏差性取向。它也可能

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或者不僅包括對女性和男性的吸引力，而且還包括對所有性別特

徵和性別認同的各種吸引力（泛性戀）。換句話說，在雙性戀中，存在着從幾乎異性戀到

幾乎同性戀（金賽量表）的各種類型和偏好。

2. 性別平等委員會：釋字第748號解釋、其他多元性別相關權益保障法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F%96%E5%9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2%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8%A5%E8%AA%8D%E5%90%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6%80%A7%E5%8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86%E6%80%A7%E5%8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9%E6%80%A7%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LGB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90%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6%80%A7%E5%8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8%E6%80%A7%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C%E6%80%A7%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B5%9B%E9%87%8F%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7%E5%84%BF%E7%90%86%E8%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5%90%8C%E6%80%A7%E6%80%A7%E8%A1%8C%E7%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6%80%A7%E6%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9%E6%80%A7%E6%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0%A7%E6%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9%E6%80%A7%E6%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F%96%E5%9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8%A5%E8%AA%8D%E5%90%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B%E6%80%A7%E6%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2%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0%A7%E6%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B5%9B%E9%87%8F%E8%A1%A8




















三、多元性別權益案例

1. 性別暴力（參考：勵馨基金會）

*性別暴力不只發生在女性身上，男性、同性戀、跨性別等族群也都可能遭受暴力。包含多元性別

（LGBTQ+）在內，許多性別暴力的當事人，由於性別、年齡、自我認同、身心狀況等多重因素，遭遇

家庭暴力、性暴力、校園霸凌或職場歧視，並面臨獨特的困境。然而，儘管面臨獨特困境，他們的身

影卻很少出現在性別暴力防治系統的圖像中。

*根據勵馨2019年的調查，42%的多元性別遭遇過性別暴力。同時，勵馨從服務經驗中發現，「校園

霸凌」是多元性別最常遇到的暴力事件，其造成的身心創傷，甚至讓當事人即使離開校園，精神健康

與人際關係仍持續受到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法》早在2011年就將「性霸凌」納入通報範圍，實務上校方卻往往將之視為一般霸

凌、甚至只以學生打鬧來處理，並未進行通報。根據2018年教育部統計，性霸凌通報只有128件，相

較於1,766件的性侵害及5,982件的性騷擾，通報量差距極大，顯見校方敏感度仍待加強。

• 遭遇多重歧視的當事人，需要的不只是專業服務，更需要社會一同建立友善的支持環境。

• 2. 多元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



態度是指人們對某一標的物持有的評價，
由情感（affect）、行為（behavior）、
認知（cognition）等三個要素共同組成，
稱為態度的ABC模型（英語：ABC Model 

of Attitudes）。情感指的是對態度標的物
的感受；行為則包含著針對該標的想要有
所行動的意圖(意圖不一定真的會付諸行
動)或實際的行動；認知則是指消費者對
態度標的物的信念、知覺與知識。 此模
型強調知道、感覺與行動之間的交互關係，
認為消費者的態度並非單一地由他們的信
念、行動或感覺所決定，而是三種成分相
互影響而來。



多元性別職場歧視案例解析，網址：HTTPS://

lgbtfamiliesinfo.tw/?p=4000)

教育訓練教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訓練
教材 (ey.gov.tw)

https://lgbtfamiliesinfo.tw/?p=4000
https://gec.ey.gov.tw/Page/9C0B08279246AD6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