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性別平等政策綱領 
 

中華民國100年12 月19 日行政院頒布 

行政院106年1月3日院臺性平字第1050183619號函修正 

行政院110年5月19日院臺性平字第1100174338號函修正 

 

一、前言 

性別平等是基本權利，每個人都應該被同等對待，並享有一

切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利，不因性別而有任何區

別。長久以來，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中存在性別權力的差距，

而為了解決這些差距所帶來的不公與挑戰，政府各項施政作為與

資源分配即應關注不同性別者處境與需求，積極提升弱勢性別者

權益，落實性別正義。 

我國自民國80年代中期之後，隨著政治解嚴及民主體制的成

長與發展，政府於性別平等推動上建立了參與式民主的平臺，透

過與民間的夥伴關係，不斷的對話與努力，對政策產生實質的影

響力，包括自86年後，陸續完成制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暴

力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並於94年憲法增修條文明訂婦女於不分區立法委員的當選比例，

以及96年通過「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CEDAW)」，100年

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領」(106年修正)，作為政策指導方針，

於101年行政院組織改造時成立「性別平等處」，將「行政院婦女

權益促進委員會」擴大為「行政院性別平等會」，成為我國第一

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等，不僅呈現著我國性別平等的發展軌跡，

也展現性別平等努力的過程與具體的成果。 

這些年來，女性在各方面條件、權益及擁有的資源均有相當

程度的提升，然而傳統性別角色、定型化分工及性別歧視，加上

面對少子女化、高齡化、新住民、新型態家庭等社會結構的變

遷，限制及阻礙女性的發展，權利尚未達到實質平等，如在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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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參與上的不足、性別刻板印象與偏見、性別暴力威脅、照

顧女性化、性別友善環境不足等，尤其對不利處境者(如原住民

族、新移民、高齡、身心障礙、農村及偏遠地區等女性、女童，

以及同性戀、雙性戀、跨性別者與雙性人等)的影響更為嚴重。

因此，我國性別平等工作需要更周全與前瞻的政策規劃，由政府

與民間共同努力克服各項困難與挑戰。 

為擘劃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方向，行政院訂定本綱領作為國家

性別平等政策發展的指導方針，於既有性別平等的基礎及成果

上，因應社會發展與國際人權趨勢，規劃性別平等施政藍圖，內

容涵納女性地位提升、性別平等參與、性別人權保障及不利處境

者權益促進等，致力營造尊重多元與性別平等的公義社會。 
 

二、願景 

保障自由、自主的性別人權，建立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

會。 

保障不同性別者都能享有自由、自主的權利，獲得實質平等的發

展與促進，進而營造一個多元共治、資源共享與平權共贏的永續

社會。 

 

三、理念 

(一)性別平等是公平正義、永續社會的基石 

社會係由不同性別、族群、文化所組成，忽視多元差異將產生

歧視與偏見，造成相對剝削與衝突，影響社會體系運作的秩

序。因此，建立包容與尊重多元差異的性別友善環境，保障不

同性別者的權利，尤其關注不利處境者，在性別平等的基礎上

實現自我，以達成公平正義的永續社會。  

(二)提升女性權益是促進性別平等的優先任務 

傳統性別角色、文化規範及社會制度長久以來限制了女性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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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家庭及職場的地位、資源與權利，使女性在公、私領域的

可見性、主體性及發展明顯不及於男性，不僅妨礙社會和家庭

的繁榮進步，亦使女性難以充分發揮為國家及人類服務的潛

力。因此，透過破除文化習俗與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改變

家庭與職場任務定型化分工、加強家庭支持系統的公共化及多

元化，營造性別平權的社會環境，以保障女性不受任何阻礙行

使權利，在各領域自主充分發揮潛力，提升女性權益，是實踐

性別平等的優先任務。 

(三)性別主流化是實現施政具性別觀點的有效途徑 

政府在制定政策過程中，往往容易忽略不同性別者生命經驗及

其所受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導致未能充分考量不同性別者處

境與需求。為導正此現象，運用性別主流化策略，促進各項施

政皆能具備性別觀點，使不同性別者都能平等享有參與社會、

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的機會，實踐施政以人為本的目標。 

(四)尊重、保護與實現不同性別者在各領域的權利是國家的義務 

為使不同性別者都能享有機會平等、取得資源的機會平等及結

果平等，政府應制定具性別觀點的法規、政策，中央與地方共

同合作，結合民間力量並接軌國際，於決策參與、女性經濟賦

權、社會文化、人身安全、健康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等領域

創造有利環境，以達到全面實質性別平等。 

 

四、政策目標 

(一)促進決策參與的性別平等 

增進女性培力與發展，強化領導力，擴大女性參與政治、國家

及公共事務的管道，建立性別平權的決策參與機制，增加不利

處境者參與機會，以促進權力、決策及影響力的性別平等。 

(二)整合就業與福利提升女性經濟賦權 

整合就業與福利資源，促進女性勞動參與，營造性別友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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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縮減職場性別隔離與薪資落差，維護女性勞動尊嚴與價

值，推動混合式經濟體制，協助女性就創業及技能建構，以提

升女性經濟賦權，保障女性經濟安全。 

(三)建構性別平等的社會文化 

培養全民性別平等意識及尊重多元文化的觀念，認同性別平等

的價值並採取積極行動，消除各領域性別刻板印象、偏見、歧

視，完善性別平等教育體制，避免教育及職業等性別隔離，重

視多元家庭的權利，以建構性別平等社會文化。 

(四)消除基於性別的暴力 

建構有效的性別暴力防治網絡，加強性別暴力防治觀念宣導，

消除對被害人歧視，落實被害人權益保障，積極營造性別友善

社會與司法環境，研修法規及措施防治新興性別暴力，打造安

全無虞的生活環境。 

(五)提供性別平等的健康照顧 

制定具性別意識及公平的健康、醫療與照顧政策，積極推動性

別友善的醫療與照顧環境，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

響，確保女性普遍享有生育健康權利，重視醫療照顧過程中的

自主性，發展不同性別生命週期各階段的身心整合健康資訊與

服務，以提供性別友善的健康照顧及家庭支持服務。 

(六)落實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源與科技發展 

促進女性在環境能源與科技領域進入與發展，縮減性別落差，

確保參與決策機會；推動性別化創新，強化科學研究、科技產

品研發、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措施、都市空間與交通規劃設計

等納入性別觀點，回應不同性別者的基本需求，以促進資源的

分配正義與社會的永續發展。 

 

五、推動策略 

(一)權力、決策與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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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性別平衡原則，縮小決策權力職位的性別差距，達成權力

的平等。 

2.增進女性培力與發展，擴大不同性別者的參與管道，突破參與

上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 

3.重視不同性別者的經驗與觀點，使決策具備性別敏感度，達成

影響力的平等。 

4.增加不利處境女性參與決策的機會，並納入其經驗與觀點，從

多元的角度，促進性別內的平等。 

5.掌握國際性別議題趨勢，積極參與國際交流，提升我國性別平

等成果能見度，成為亞洲標竿，接軌國際。 

(二)就業、經濟與福利 

1.結合就業與福利政策，提供女性公平的經濟資源權利、福利服

務及社會保障，協助自立脫貧及改善生活與經濟處境。 

2.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女性勞動力參

與率，促進不同性別者就業機會平等。 

3.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離，保障合理勞動條件，

特別是以女性為主的職業，落實尊嚴與平等的勞動價值。 

4.確保國家福利策略涵納不利處境者，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其勞動

權益，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5.重視混合式經濟體制的發展潛能，營造有利合作事業發展的環

境，達成具性別觀點的經濟發展目標。 

6.增強女性經濟賦權，協助女性取得資本、進入市場、建構技

能、運用創新與科技及提升女性領導力，促進女性就業與創

業。 

7. 肯認無酬家屬工作者及無償家務勞動者的勞動價值與完善相關

措施，並保障女性於婚姻及家庭的經濟安全及資源合理分配。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1.建構性別平等的教育制度及友善的學習環境，改善科系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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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隔離，並確保不利處境者，均能享有平等的學習及受教育

的權利。 

2.推展及落實各場域、職前與在職、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性別平等

教育，鼓勵具性別觀點的研究、師資培育、教材與教法研發，

提升全民性別平等意識。 

3.落實媒體素養教育，建立媒體自律與他律機制，消弭性別歧視

及促進製播具性別觀點且多元的內容。 

4.提升全民、媒體內容產製者及媒體業者對於數位/網路傳播中

性別暴力的認識與防治觀念，營造具性別觀點的數位/網路文

化。 

5.消除文化、禮俗、儀典及傳統觀念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歧

視，提升女性的可見性及主體性，尊重多元文化的差異及獨特

性。 

6.認識、尊重及保障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倡導婚姻及家庭中的性

別平等價值，促進平等互惠的家務分工，形塑平權的家庭環

境。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 

1.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暴力認知，完善相關法規及機制，消除基

於性別的暴力行為。 

2.消除對性別暴力被害人的歧視，鼓勵被害人申訴，提供充足保

護、法律、福利、心理與就業支持，協助其經濟及生活獨立，

尤其針對不利處境者。 

3.加強生活空間性別暴力防治，重視新興數位/網路性別暴力，

建構性別友善與安全的職場、校園、公共、家庭等生活空間及

數位/網路環境。 

4.提升司法人員性別平等意識，建立具性別正義的司法環境。 

5.系統性收集與分析性別暴力通報、起訴、定罪、判刑及賠償的

數據，尤其針對不利處境者的分析，強化防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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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醫療與照顧 

1.制定具性別觀點的人口、健康、醫療與照顧政策，提供公平的

健康機會、醫療與照顧資源。 

2.建構性別友善的健康、醫療與照顧的職場環境，改善勞動條件

及性別隔離，加強人員的性別平等意識。 

3.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減少社會文化成因造成

的生理與心理健康威脅。 

4.充權女性生育相關健康議題與自我保健，建構性別友善的生育

安全與支持環境。 

5.提升健康/醫療/照顧過程中的自主性，發展不同性別者生命週

期各階段的健康資訊與服務，特別關注不利處境者的需求與服

務可及性。 

6.推動不同性別者的健康平等，提高健康餘命及預防失能，強化

對多元家庭的支持服務及權益保障。 

(六)環境、能源與科技 

1.營造有利於女性進入、升遷及發展的環境、能源與科技領域職

場，尤其是數位科技，破除水平與垂直的性別隔離。 

2.打造具性別觀點的基礎設施、居住空間及城鄉環境，回應不同

性別者的基本需求，尤其是不利處境者。 

3.重視女性的經驗與傳統知識，運用性別化創新概念，強化具性

別觀點的科學研究、技術研發及通用設計。 

4.落實環境、能源與科技領域公民參與和審議機制，確保女性充

分參與，尤其是不利處境者。 

 

六、附則 

行政院督導各部會以本綱領為藍本，運用性別主流化工具，訂定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以落實推動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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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性別平等政策綱領(106年1月3日修正函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