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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與運動業務─
女性是運動領域的特殊族群嗎？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10年11月

🏃

大綱
OutLine

㇐、CEDAW核心概念與條文大綱
二、CEDAW㇐般性建議
三、暫行特別措施
四、CEDAW與運動業務─案例討論

【女性是運動領域的特殊族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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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DAW核心概念
與條文大綱

什麼是CEDAW…

• 「 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 」 的簡稱 （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 1979（民國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並在1981（民國70） 年正式
生效。

• 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 和政治權
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切適當措施，消除 對婦女之歧視，確
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
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 此㇐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 (state)簽署
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189 個國家簽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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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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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基於性別而做的區
別、排斥或限制，妨礙
婦女行使在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人
權及自由。

直接、間接、交叉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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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三大核心概念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追求實質上的平
等而非只是形式
上的平等。

形式平等、實質
平等*

國家（政府機關、
所有部門）應肩
負確保平等和消除
歧視的責任。

尊重義務、保護義
務、實現義務、促
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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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歧視、間接歧視與交叉歧視

直接歧視

明顯以性或性別
為由所實施的差
別待遇

間接歧視

一項法律、政策、
方案或措施表面
上對男性和女性
無任何歧視，但
在實際上產生歧
視婦女的效果。

交叉歧視

性別歧視同時夾
雜著其他歧視因
素，如: 社會地位、
年齡、種族、宗
教、年齡…等因
素。

如拒絕聘用女性、
女性員工懷孕即
須離職、同性禁
止結婚……等。 如徵才條件所隱

藏的限制。
如身心障礙婦女
的求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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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形式平等

男女一視同仁，
沒有分別。

實質平等

承認事實上或本
質上有所差異，
得酌為合理的差
別待遇。

齊頭式的平等，
一視同仁，不
問對象或事實
差異，均為相
同之處置。

CEDAW
目標係促進實
質平等，創造
有利的環境，
消除不利於女
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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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條文大綱

第一部份

歧視的定義 第 1 條

採取措施以消除對
婦女的歧視

第 2 條

保障基本人權和基
本自由

第 3 條

臨時特別措施 第 4 條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和偏見

第 5 條

禁止性剝削 第 6 條

第二部份

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 7 條

國際代表權 第 8 條

國籍權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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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條文大綱

第三部份

教育權 第 10 條

就業權 第 11 條

健康權 第 12 條

經濟和社會福利權 第 13 條

農村婦女 第 14 條

第四部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 15 條

婚姻和家庭生活 第 16 條

🏃

二、CEDAW一般性建議

男女平權也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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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 之執行亦包括CEDAW 委員會歷年頒布之「一般性建議」。
 為確保CEDAW 在實質上和程序上能與時俱進，委員會持續蒐整來自締約
國資訊聯合國體系報告或委員會之觀察，自1986 年（民國75 年）至今，
建制37 項「一般性建議」，納入CEDAW 制定時尚未普遍的重要女性人權
事項，闡明、擴大、延伸了公約具體適用之範圍。

 透過以「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來理解：基於性和性別的對
婦女歧視往往並非單獨發生，而是與其他影響婦女的因素息息相關，包
括種族、族裔、宗教、健康狀況、年齡、階級、性取向和性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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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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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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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暫行特別措施

為加速實現性別平等，
可採取 「暫行特別措施」…

CEDAW第四條
1. 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

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2. 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包括本公約所列各項措施，不

得視為歧視。

CEDAW第五條
「…各國採取更多臨時性特別措施，諸如積極行動、優越待遇或配額，以推
動女性在教育、經濟、政治及就業上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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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與意涵

暫時的

非永久性的

特別的

非一般常態的

具體措施

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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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的類型

設定配額比例 重新分配資源

提供優先或優
惠待遇

採取彈性作為

🏃

四、CEDAW與運動業務
─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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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內容
女性是運動領域的特殊族群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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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內容

小花是位喜歡運動的女孩，從小到大都喜歡跟男
生㇐起打球，和體育課大多常常坐在旁邊休息的
女生不㇐樣，就常常被身邊的人說：「男人婆!都
喜歡跟著男生在那邊打球，真不像個女生!」，讓
小花⾧期下來開始懷疑自己，女生喜歡運動真的
是件奇怪的事嗎？

然而，等到小花⾧大後，嫁給了小草，有了小
孩後住進了小草家，小花便受「媳婦」、「妻子」
與「母親」的角色及履行家庭照護責任影響，而
犧牲日常去運動的機會，導致日常的壓力無法宣
洩，身體狀況也跟著越來越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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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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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統計

1. 臺中市男女性之運動人口比例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現況調查」研究指出，
臺中市107及108年之男女性運動人口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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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男女性之7333規律運動比例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現況調查」研究指出，
臺中市107及108年男女性7333規律運動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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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統計

女性規律運動比例
始終低於男性

3. 108年臺中市男女沒有運動之原因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現況調查」研究指出，
臺中市108年男女沒有運動之原因如下圖

22

性別
統計

社會、文化及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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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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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男女運動差異之可能原因

社會、文化及刻板印象等
1.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迷思，女性為主要

的家庭照顧者，剝奪女性運動意願與時間。
2. 臺灣運動結構存在㇐些不合理的現象，如體育領導

階級、體育記者女性均為極少數，造成運動以男性
為主角的社會集體潛意識。

3. 大眾媒體對運動員偏頗的報導，影響社會大眾對運
動項目和運動員的印象，如運動員就會身材壯碩，
降低女性運動意願。

相關法規指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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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條文 第 1 條 (歧視的定義)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詞指
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
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
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25

CEDAW
條文 第 2 條(採取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切形式的歧視，協
議立即用㇐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
歧視的政策。為此目的，承擔： (…)
(f)採取㇐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
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
規章、習俗和慣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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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條文 第 5 條(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和偏見)

締約各國應採取㇐切適當措施：
(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
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
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切其
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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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條文 第 10 條(教育權)

締約各國應採取㇐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
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
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在男女平
等的基礎上保證：(…)
（g）積極參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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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條文 第 13 條(經濟和社會福利權)

締約各國應採取㇐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
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
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
同權利，特別是：(…)
（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

各個方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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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
建議 第6屆會議(1987)第3號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自1983年來，審議了來
自各締約國的34份報告，並考量雖然報告來自發
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但由於社會文化因素而對婦
女呈現不同程度的刻板觀念，使得基於性別的歧
視持續，阻礙第5條公約的執行。
促使各締約國有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方案，
藉以消除妨礙女性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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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
建議 第30屆會議(2004)第25號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
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
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
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這些措施應在
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成之後，
停止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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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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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33

運動平權宣導

女性運動典範

女性專案計畫
與動態性課程

降低女性運動阻力

女性專屬運動節日

推廣女性競技運動

性別友善運動設施

改善
措施

運動平權宣導
透過政府機關大眾資訊行銷宣傳女性運動之成效、
傑出女性運動員、女性運動活動資訊…等方式，
以消除過往女性在運動領域中處於弱勢之地位，
並提升女性參與運動之風氣。

 「2020臺中女力女麗Women‘s Day」宣導記者
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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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提供女性運動典範
過去男女參與運動被報導的比例懸殊，男性之則
數與播出秒數遠多於女性。
藉增加女性運動員與運動的報導數量，及辦理大
眾媒體記者會，加強傑出女性運動之宣導與曝光
度。

 臺中市運動有功團體及人員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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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訂定促進女性運動人口提昇
專案計畫
特別開設推動女性參與運動之專案計畫，以確
保性別運動推廣事項有足夠經費及資源落實執
行，進而有效達成性別目標或回應性別差異之
需求。

 運動i臺灣專案「婦女樂活及新住民運動」計畫，
開設女性及新住民團體舞蹈課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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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辦理促進女性參與動態性課程
為提升女性參與運動之意願，辦理各類促進女
性參與之動態性課程，期望提高女性參與意願
及使用頻率。

 國民運動中心於特殊節日推廣女性運動體驗或課
程優惠方案，如母親節免費體驗運動課程或報名
優惠。

 國民運動中心設立女性運動專班，如女性瑜珈專
班、體適能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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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性別友善運動設施
女性專屬課程/計畫亦須配合友善運動空間，以增加
女性運動意願 。藉由規劃性別友善的運動設施及女
性優先場地，吸引女性進入運動場館。

 規劃設計國民運動中心階段，㇐併考量哺乳室、男女更
衣室、男女廁比例、親子廁所等運動友善空間。

 規劃於南屯IKEA籃球場、水湳球場設置女性優先球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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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降低女性運動阻力
分析女性運動的阻力因素，如家庭照顧、運動距離等，
推出因應措施以促進女性運動參與。

 國民運動中心辦理親子運動體驗活動，如兒童節「朝馬
親子運動會」、運動嘉年華「親親寶貝動次動」、親子
運動營。

 配合各社區大學、村里活動中心等社區據點辦理運動課
程，創造就近參與運動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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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辦理女性專屬運動節日

辦理女性專屬運動節日，讓運動結合美食、休閒、朋
友聚會等誘因，吸引女性參與運動。

 「2020台中女力女麗Women‘s Day」 。
 「2021臺中女力X南山Shero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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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措施

推廣女性競技運動

推廣女性競技運動，包含足球、壘球、電競等，打破
以男性為主的社會運動迷思。

 2020年臺中女子足球節、推廣「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2020臺中國際女子壘球邀請賽
 2019臺中電競嘉年華–女力崛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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