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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對象：農漁會會員、選任人員、員工、成長班、農事班班員及幹部。

⚫ 學習目標：鼓勵農漁會女性會員登記參選，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機會，翻轉
農漁會決策場域是以男性為主的刻板印象。

⚫ 學習內容：

(一)輔導農漁會開設性別培力課程、領導力課程，以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及
決策參與能力。

(二)運用特別獎勵措施及補助機制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壹、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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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CEDAW）

⚫ CEDAW主要內容闡明男女平等，公平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和政

治權力，所有締約國應該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的歧

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婚姻、政治、法律、社會、

經濟等各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

貳、CEDAW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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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第4條是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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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DAW第7條C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政治和公共生

活中對婦女的歧視，應與男性享有同等權利。

⚫ CEDAW第14條是國際人權條約中唯一明確標示農村婦女的條款，依此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確認農村婦女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農村婦女涉及CEDAW相關條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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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性建議第 23 號：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政治和公眾事務

中對婦女的歧視，應保證婦女與男性立於平等條件。

⚫ 一般性建議第 34 號：國家有義務增強農村婦女之經濟權能、積極促使其

能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並獲得服務以及避免農村女性遭受勞動剝削。

參、農村婦女涉及CEDAW相關條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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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八里區農會連O修理事從農會基層員工做起，一路打拼

至推廣股長，退休後也參與農會選舉，並當選110年屆次理

事，期間除了為農友發聲，更改善農會服務，讓農會推出小

包裝肥料，方便在地年長者、女性農友搬運使用。

VS

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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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輔導農漁會開設多元性平課程

✓性別培力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平等觀念。

✓領導力課程：強化女性領導力以提升決策機會及倡議能力。

✓第二專長類別課程：如中西式烘焙、農產品加工、手工藝品製作。

伍、宣導及推動重點(1/5)

汐止區農會：
傳統農產品製作傳承-草粿

三峽區農會：
性別平權-從Me too事件談家人情感關係

新莊區農會：
提升女性領導力及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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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補助要點：為提升農漁會女性社會參與，110年修訂「農漁會理事、
監事及會員代表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者，應優先予以補助。」

• 補助要點修改後正面影響（110年屆次改選）：

✓ 女性理事達1/3：
樹林區、中和地區農會

✓ 女性監事達1/3：石碇區農會
✓ 女性理事人數提升：新莊、樹林、

鶯歌、三峽、淡水、八里、中和地
區農會、瑞芳區漁會等8家農漁會

✓ 女性監事人數提升：淡水區漁會

伍、宣導及推動重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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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納入年度農漁會考核加分：為提高女性選任人員當選比例並鼓勵女性會員
參與農漁會選舉，於年度農漁會考核關於辦理下列性平工作項目予以加分：

✓ 對於農漁會屆次改選時，女性會員登記參選農事小組長、會員代表、理事、
監事、上級農會會員代表等候選人，最高計給3分。

✓ 女性會員當選屆次改選之選任人員，達該類選任人員總數之1/10、1/9、1/6
者，各給2、3、5分。

✓ 屆次改選之女性選任人員當選比例高於上屆次者，給5分。

伍、宣導及推動重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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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中央修法

• 為保障性別平等，本府農業局函請農
委會針對農會法研修增訂性別比例。

伍、宣導及推動重點(4/5)

• 農委會函復表示將本府建議納入後續
修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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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續關注中央草案修法後續動態

⚫現行規定：

✓ 申請會員條件：實際從事
農業達0.1公頃以上。

✓ 登記理監事條件：在直轄
市須實際從事農業達0.2公
頃以上。

⚫草案：

✓ 女性參選人所持農業用地
或固定基礎設施，其最小
面積下限得減半計算。

伍、宣導及推動重點(5/5)



陸、結論

✓引用CEDAW翻轉農村婦女在農漁會決策層級的機會。

✓運用暫時特別措施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