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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北美 

國家（駐在地） 加拿大 

駐外館處 駐加拿大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自 1980年 7月簽署並於翌年 12月正式批准聯合國「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來，加拿大

遵照公約條例，已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提交多份報告，最後一份報告於 2016 年 11月 18日

遞交。 

（二）駐在國性別主流話議題之國際參與： 

加拿大在國際上一直是引領與婦女相關議題的國家，其中 

包含在1995年召開的第 4屆「世界婦女高峰會」（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中發表的「北京宣言及行動綱要」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以及 2000 年

「聯合國安理會第 1325 號決議」（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2017年 6月，國際發展與法語文化部長 Marie-Claude Bibeau

宣布加國啟動女性國際援助政策，確保加國國際援助工作 

重視婦女與青少女權益。加國持續透過多邊（聯合國）及   

雙邊（國與國）管道，與國際社會討論包含「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暴力」、「婦女平等參與決策」及「性別觀點主流化」

等議題，並支持相關非政府組織代表政府參與國際討論，  

使國際與國內接軌。 
 

2018年 1月，小杜魯道總理在瑞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時發表

演說，強調加拿大是倡導女權國家、聯邦內閣兩性人數均等，

堪稱全球典範，呼籲各國效法加拿大，為婦女爭取兩性平等。

小杜魯道總理稱，縮減兩性差距可使加國經濟在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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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500 億加元。倘領導階級雇用婦女增加三成，利潤將

增加 15%。小杜魯道總理另表示重視同工同酬概念，兩性  

平等有助職場創新改革。 

（三）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依據小杜魯道總理 2017 年對加國婦女地位部（Status of 

Women）之任務提示書，強調原住民及少數民族之性別平等、

減少男女薪資差距、防制家庭及性別暴力、增加庇護之家、

減少職場性騷擾、調查原住民婦女之謀殺及失蹤事件。 
 

依據「加拿大實施聯合國安理會對婦女、和平及安全決議  

行動綱要」（Canada’s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所執行之性別平等政策，是一份跨部門、跨政

府層級架構之施政，以預防、參與、保護、緩和暨復原四大    

主題為實施方針，其重點工作並包括 2005 年設置「加拿大    

婦女、和平及安全委員會」（Canadian Committee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負責對內宣導、婦女才能培養、保障婦女

權益與性別平等訓練。 
 

卑詩省： 

要求各廳各自處理與性別相關案件，以利該省更全面性推動

性別主流化。省長 John Horgan 於本年 2月 14 日任命省議員

Mitzi Dean 出任性別平等省務秘書（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Gender Equality），專責性別主流化。 
 

卑詩省之首府維多利亞市曾在 2016 年獲選為全加國對女性

最友善城市。 
 

加國婦女地位部長 Maryam Monsef 與司法部長 Jody Wilson 

Raybould 於 2017 年 9 月宣布聯邦政府核撥 220 萬加元進行

7項由不同公民組織負責推動之增進婦女權益計畫。 

亞伯達省： 

亞省人權法案（Alberta Human Rights Act）已將性別平等及

表述自由寫入法案中，支持同工同酬、增加對婦女避難所  

補助經費、允許受暴婦女提前解除租約免支付房東罰金等。 
 

新民主黨政府 2015 年執政後，首創全國先例成立內閣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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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婦女地位廳（Ministry of Status of Women），專責推動性別

主流化，盼協助婦女實現脫貧、取得管理階層職位、消弭   

暴力等。 
 

亞省目前女性占管理階層比例及男女同工同酬比例仍較  

其他省份低，故婦女地位廳廳長 Stephanie McLean 宣布成立

為期半年之輔導計畫，邀請社會婦女賢達以導師身分帶領 

婦女爭取領導階層地位。M 廳長上年並將該廳補助婦女相關

計畫之經費從成立初期的 50 萬加元提升至 150 萬加元，   

相關款項補助項目包括輔導男性主管協助女性員工升遷、 

協助性侵受害者、鼓勵婦女在專業領域就業等。 

沙士卡其灣省： 

成立婦女地位辦公室（Status of Women Office）專責性別   

主流化，其具體任務包括進行性別相關分析研究、開發性別

平等指標、協調各部會改善有關婦女之政策及服務等。 

育空特區： 

設立「婦女董事會」（Women’s Directorate），推動該特區居民

在社會、法律及經濟上的兩性平權，特別關注原住民婦女  

遇害或受暴事件。 
 

負責婦女董事會之廳長 Elaine Taylor 於 2016 年 3 月宣布成

立性別平權指標網站，隨時公布與婦女 地位有關的統計數

據及量化資料，該網站目前已有超過 140個不同主題的指標。 

西北特區： 

1990年通過婦女理事會法案（Status of Women Council Act），

成立每年至少集會兩次的婦女理事會，該理事會有權受理 

特區內個人或團體申訴、研究與婦女相關議題、參與婦女  

相關工作計畫、建議修法使婦女受益、出版報告供主責廳長

轉致特區議會審查等。 

努納福特區： 

努納福特區因生活環境惡劣，居民普遍貧窮、健康欠佳，   

其中女性之情況又較男性嚴重。努納福特區的女性從政人數

近年已逐漸增加，2017 年普選之 22 個選區中有 6 名女性   

當選省議員。 
 

努納福婦女地位廳長自 2001 年起指派民間婦女領袖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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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納福特區婦女地位理事會（Qulliit Nunavut Status of Women 

Council），推動婦女在社會、法律、經濟、教育、醫療方面的

平等參與。該理事會有來自努納福特區  不同城鎮的 9 名  

婦女領袖，任期 1至 3年。 
 

（四）女性參政現況： 

女性從政比例持續穩定上升，從 2006 年聯邦大選時 65 位  

女性當選眾議員，2011 年有 76 位女性（21%），至 2015 年

的 88 位（26%）。30 位現任聯邦閣員中（cabinet minister）

有 15 位為女性。參議院部分，105 位現任參議員有 46 位為

女性，佔總數的 44%。 

安大略省： 

現任省長 Kathleen Wynne 及多倫多市議長 Frances Nunziata

均為女性，安大略省省議員及多倫多市市議員中，女性各為

33.64%（36/107）及 30%（13/44）。 

卑詩省： 

省長 John Horgan 之 22 人內閣中目前男、女性人數均等。 

亞伯達省： 

現任省長 Rachel Notley 為女性。N 省長之 22 人內閣中，   

男性、女性各半。 

沙士卡其灣省： 

省長 Scott Moe之 18 人內閣中現有 14名男性、4名女性。 

育空特區： 

省長 Sandy Silver 之 7 人內閣中有 4名男性、3名女性。 

西北特區： 

省長 Robert McLeod 之 7人內閣中有 6名男性、1名女性。 

努納福特區： 

省長 Paul Quassa之 8 人內閣中有 5名男性、3 名女性。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聯邦政府持續與多方合作提高女性領導能力（leadership）及

決策角色（decision-making roles），相關組織或辦理活動可向

聯邦婦女地位部（Status of Women Canada）申請婦女計畫

（Women’s Program）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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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  

2015 年 10 月 9 日，安省政府設置「性別工資差距戰略指導

委員會」（Gender Wage Gap Strategy Steering Committee），除

致力於該省實現婦女平等，並採取措施強化婦女之經濟機會

暨消除妨礙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之障礙，以求進一步消除改善

安省男性薪資平均高於女性 31.5%之薪資差異現狀。 

卑詩省： 

根據非政府組織 Equal Voice 2015 年調查，卑詩省之女性   

國會議員參選人數已連續兩屆大選為全國最高，該組織分析

導因或係卑詩省女性從政歷史悠久，故能樹立典範，鼓勵  

婦女投入政壇。 
 

加國聯邦政府另於 2018 年 1 月 16 日宣布撥付 28 萬 2 千  

加元協助卑詩省兩大城市溫哥華及素里推動消除婦女從政

及參與公民社會障礙。 

亞伯達省： 

亞省婦女參與市級政治之比例在 2016 年為 26%。該省     

新民主黨政府同年執政後重啟名為「投給她」（Ready for Her）

之全民運動，鼓勵省內各地婦女參加市選。 
 

此外，非政府組織 Equal Voice 推出名為「選票的女兒」

（Daughters of the Vote）行動計畫，邀請加國各國會議員選

區推派一位年齡介於 18-23歲之女子學習參政。亞省政府嗣

在省議會接待參加該行動計畫之代表，鼓勵伊等未來競選 

公職。 
 

亞省女性政治人物爭取領導地位經常遭受批評謾罵，前進步

保守黨省議員 Sandra Jensen 2016 年參選該黨黨魁時被同僚

無情排擠和騷擾，以致宣布退選。省長 Rachel Notley為展現

對婦女參政之關心，特爭取 J 省議員跳槽到新民主黨，並   

延攬 J 氏進入內閣，一時蔚為新聞。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各政黨（沙士卡其灣黨、新民主黨、綠黨、自由黨、     

聯合保守黨）均面臨招募女性黨員困難。根據沙士卡其灣  

大學 2016 年出版研究，沙省雖然出現加國第一位女性省級   

政黨黨魁、財政廳長、原住民內閣廳長，然而在女性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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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以來之女性參政情形並無太大改善，過去 25 內女性

省議員人數約僅佔 61 人中 11 至 13人。 
 

育空特區： 

育空特區女議員人數逐漸攀升，從 2006 年之 11%、2011 年

之 31%進展到 2016年之 37%（19位省議員中 7人為女性），

所佔比例在全加國僅次於卑詩省。 

西北特區： 

特區婦女理事會為加強推動婦女從政，起草相關行動計畫及

宣傳活動，展開一系列參政入門講座，教導婦女如何籌劃  

選舉造勢活動。 
 

此外，特區議會曾為 Equal Voice 組織之選票的女兒」

（Daughters of the Vote）參與者舉辦議會導覽活動，介紹   

議事規則。 
 

特區婦女上年任職特區董事會、社區理事會及市議員之比例

均有成長。 

努納福特區： 

努納福特區首位女性省長 Eva Aariak（2008-2013 任職）    

表示，該特區其實有許多女性有興趣參政，惟生活上面臨   

種種不便，例如托兒機構一位難求、競選期間毫無收入、   

當選後必須遠離家鄉。勉勵該特區有意從政之婦女先積極  

參與社區事務，累積經驗並等候適當機會。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2016 出版的第 7 版「加拿大女性」（Women in Canada:       

A Gender-based Statistical Report）是目前加拿大官方對於  

女性在加拿大各層級經驗的最新統計數據，詳情請參閱   

加拿大統計部網址 

http://www5.statcan.gc.ca/olc-cel/olc.action?objId=89-503-

X&objType=2&lang=en&lim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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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加拿大聯邦政府於 1976 年 4 月創立「加拿大婦女地位」

（Status of Women Canada）部，提昇婦女在各公司行號高階

管理地位、倡導性別平等。該部設有婦女計畫（Women’s 

Program）供各界為提升婦女經濟安全及繁榮。 

 

安大略省： 

女性議題廳（Ontario Women’s Issues Department, OWD）   

提供女性津貼之計畫包括：建立原住民女性領導力計畫、  

性教育計畫、女性小額創業貸款、抵抗性暴力專業訓練計畫、

預防暴力訓練計畫、女性從商及資訊產業訓練計畫等。藉由

消弭性別工資差距、提供勞動市場婦女平等機會可望帶來 

極佳之經濟效益，包括提升安省國內生產毛額、增加全省  

個人收入以及提高當地企業業績和競爭力等。 

卑詩省： 

卑詩省職訓局（BC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運用省府與

加國聯邦政府簽署就業基金協定之專款，提供婦女學徒計畫

（Women in Trades）。 

亞伯達省： 

亞省社福慈善機構Women Building Futures（WBF）自 1998

年起招募女性提供職能訓練，協助婦女在男性居多、利潤  

較高的行業謀職。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政府成立「沙士卡其灣學徒及技工證照委員會」

（ Saskatchewan Apprenticeship and Trade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SATCC），與專上教育機構、原住民社區、企業

及工會建立夥伴關係，藉由辦理校園講座、設置實作攤位等，

推動更多婦女加入非傳統產業。 

育空特區： 

育空特區非營利組織 Yukon Women in Trade and Technology

（WITT）成立於 2000 年，協助已成為或有志成為技工之   

婦女獲得更高報酬、更有成就感的工作。 

西北特區： 

西北特區高等教育廳下設之「教育、文化及就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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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Employment, ECE） 

提供學徒技工和職能證照班，增進特區技術勞動力人口   

比例，惟特區統計局曾公布婦女在過去 20 年內僅占該特區

技術勞力之 3%，主要原因在於該特區主要產業均為男性  

居多之石油業、礦業。 
 

西北特區婦女理事會特別推出「油礦天然氣產業之北方婦女

計畫」（Northern Women in Mining, Oil and Gas Project），    

研究如何增加技職產業的婦女人口比例。 
 

努納福特區： 

非營利組織 Skills Canada在努納福特區之分部致力推動特區

居民優先選擇專業技能工作。該組織 2017 年舉辦全國性   

技職競賽，項目包括廚藝、電影製作、美妝美髮、機械等，

努納福特區兩名女學生分別在化粧及電機操作兩大項目  

摘下銅牌，成績斐然。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加拿大聯邦政府提出 6項措施針對和防範向婦女施暴： 

1. 加重刑罰 

（stronger criminal justice measures） 

2. 支持受害者 

（support for victims of crime） 

3. 保護原住民婦女 

（protecting aboriginal women and girls） 

4. 打擊人口走私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5. 預防對婦女施暴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6. 針對家庭暴力 

（addressing family violence） 

安大略省： 

女性議題廳擬新建 10 萬個持照托兒所、確保到 2019年所有

省級董監事會任命女性至少佔比達 40％，透過「性暴力和  

性騷擾防治行動計劃」之落實使工作場所、校園和社區益形

安全。另設置求救專線、收容所網站及性傷害收容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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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 

根據統計，卑詩省每年約有 2萬名女性遭受伴侶暴力對待。

省長 John Horgan 上年 12 月宣布省府撥付一次性之 5 百萬

加元經費，協助受暴婦女及兒童機構增進服務。省府另設置

全年無休之受害者專線 VictimLinkBC，提供資訊或轉介服務

予遭受家暴、性暴力、人口販運之受害者。 

亞伯達省： 

亞省之家暴案、性侵案、原住民婦幼失蹤遇害案在全加國  

排名居高不下，省府每年撥款補助性侵關懷中心、宣傳    

反家暴及性暴力、增進婦幼避難所服務。 

沙士卡其灣省： 

沙省有全加國最高之家暴受害率，幾乎為其他省份平均之 

兩倍，省府為受暴婦女提供之相關服務包括中途之家、    

性侵輔導、家庭諮商等。省府於 2017 年邀請專家學者合作

出版該省家暴致死案回顧報告，盼深入瞭解家暴成因並改善

政府相關政策回應。 
 

另沙省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比例在全國排行榜亦居高。國際

人權觀察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 經與沙省原住民婦女   

深度訪談，於上年致函加國聯邦政府，呼籲徹查警方及執法

機關不公處理原住民婦女受害事件。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 

情形目前在沙省面臨之新挑戰，為省府 2017 年為撙節開支

宣布關閉長途公共巴士站乙案，眾多婦女機構聯名致函加國

聯邦政府，抗議截斷偏鄉地區聯外交通可能使更多婦女失蹤   

遇害。 

育空特區： 

育空特區議會自 2013 年 4 月起開始呼籲聯邦政府調查    

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案。2016 年 2 月，育空政府召開有關 

原住民婦女失蹤遇害案之區域性圓桌論壇，以期提供受害人

家庭更多協助。 
 

2015年，育空特區婦女地位理事會（Yukon Status of Women 

Council）邀請派駐育空首府白馬市之加國王家騎警及該特區

六大婦女組織共同制定增進婦女安全之 Together for Safety

規章，合作拍攝一系列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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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加國聯邦政府與育空特區合作進行婦女人身安全 

普查，發現部分社區被認為是高度危險地區。該次普查回收

147 份問卷，其中 63 人表示曾受暴力侵害，44 人曾向警方

求助，對警方採取之行動滿意度為滿分 10分的 5.6分。 

西北特區： 

西北特區部分婦女遭受之暴力創傷程度較加國其他地區  

嚴重，其中又以原住民婦女及青少女最容易受害。在幅員  

遼闊的西北特區，部分地帶完全沒有警力或社福機構。  

2010 年，加國婦女地位部（Status of Women Canada）撥款 

資助西北特區首府黃刀鎮的 YWCA 進行為期三年的計畫，

為逃離家暴的婦女提供更多保障人身安全的選項。2014年，

黃刀鎮 YWCA宣布成立名為 Lynn’s Place的婦女安全之家。 

努納福特區： 

努納福特區兒少家福廳鼓勵受暴婦女於第一時間向社區  

法律聯絡官、社福人員、家扶人員、王家騎警求助。努納福

特區當地共有 5間家暴避難所，居住社區內無避難所之婦女

得申請轉介到鄰近社區的避難所。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2018 年國際婦女日年度主題為「我的女性主義」（#My Feminism），

突顯女性主義在加拿大及其他國家仍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加拿大

各省中、小學亦安排教導國際婦女日之歷史及重要性，並安排當地

傑出女性演講，除婦女議題外亦，會教導家庭經濟等相關議題。 
 

另有紀念婦女在形塑世界歷史過程所做貢獻之婦女歷史月

（Women’s History Month，10 月）相關活動及反對向婦女施加   

暴力行動日（12 月 6 日），追思 1989 年在蒙特婁理工大學校園   

遇害之 14名女學生，安慰遭受暴力迫害之婦女，並採取行動消弭

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暴力。 

重要婦權團體 

1. 加拿大全國女性議會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of Canada） 

關注有關家庭、社區及國家等議題並向政府諫言 

http://www.ncwcan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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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Canada） 

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多功能婦女服務團體，提倡透過研究及 

會員社團加強兩性平等 

http://ywcacanada.ca/en 

3. 加拿大婦女基金會 

（Canadian Women’s Foundation） 

專門幫助婦女遠離暴力、貧窮並恢復信心 

http://canadianwomen.org/ 

4. Equal Voice 

加國前總理 Kim Campbell 於 2001 年創立之跨黨派之全國性

組織，致力於提升女性政治人物當選加國各級議會議員之   

比率，以落實婦女參政之理念。 

http://equalvoice.ca 

5. 多倫多婦權集合 TOFemCo  

（Toronto Feminist Collective） 

位於多倫多市中心，透過組織各種活動及網路傳播展現平權 

力量 

http://www.tofemco.com/about/ 

6. West Coast LEAF： 

卑詩省非營利組織西海岸婦女法律教育及行動基金會成立於

1985 年，旨在透過興訴、修法、教育大眾等途徑增進婦女    

權益。 

7. The Women’s Centre in Calgary 

亞伯達省卡加利市婦女互助會慈善機構，旨在集結婦女力量，

改善婦女生活，並定期聚會，討論公共政策及社會問題，盼對

政府決策發揮影響。 

8. WESK  

（Women Entrepreneurs Saskatchewan） 

沙士卡其灣非營利組織，協助婦女創業、取得貸款、職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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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Julie Payette 

加拿大第 29任總督 

 

Chrystia Freeland 

外交部部長 

 

Maryam Monsef 

婦女地位部部長 

 

 

Kathleen Wynne 

安大略省省長 

 

Rachel Notley 

亞伯達省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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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s Mitchell 

亞伯達省省督 

 

Jocelyne Roy-Vienneau 

紐布朗斯維克省省督 

 

 

Janice Filmon 

曼尼托巴省省督 

 

Judith Guichon 

卑詩省省督 

 

Elizabeth Dowdeswell 

安大略省省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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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ghn Solomon Schofield 

沙士卡其灣省省督 

 

Elizabeth May 

加拿大綠黨黨主席 

聯邦眾議員 

 

Adrienne Louise Clarkson 

加拿大第 26任總督 

（首任華裔） 

 

Beverley McLachlin 

加拿大第 17任首席大法官 

（首位女性） 

 

Jeanette Vivian Corbiere Lavell 

原住民女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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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la Watt-Cloutier 

環境及人權主義者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Alice Munro 

第 1位加拿大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Indira Naidoo-Harris 

安大略省女性議題廳廳長 

 

Frances Nunziata 

多倫多市議長 

 

Dr. Sherene Razack 

多倫多大學教授 

婦權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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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onnie Burston 

多倫多大學教授 

婦權領袖 

 

Shelagh Day 

婦權領袖 

 

Viola Desmond 

首位登上加國紙鈔之 

非王室非裔 

女性人權鬥士 

 

相關網路資源 

聯邦政府之「加拿大婦女地位部」 

http://www.swc-cfc.gc.ca/index-eng.html 

加拿大政府參與 CEDAW相關文件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

ountryCode=CAN&Lang=EN 

加拿大政府實施聯合國安理會行動計畫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START-

GTSR/women_canada_action_plan-plan_action_femme.aspx?lang=eng 

加拿大人權委員會 

http://chrc-ccdp.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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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新民主黨政婦權委員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bcndpwrc/ 

亞伯達省婦女地位廳 

https://www.alberta.ca/ministry-status-of-women.aspx 

沙士卡其灣省婦女地位辦公室官方網址 

https://www.saskatchewan.ca/government/government-structure/boards-

commissions-and-agencies/status-of-women-office 

育空特區性別平權指標 

http:yukongenderequality.com/ 

西北特區婦女地位理事會 

https://www.eia.gov.nt.ca/priorities/advancing-womens-equality-

issues/status-women-council-nwt 

努納福特區婦女地位理事會 

https://www.qnsw.ca 

備註  

 

 

 

 

 

 

 

 

 

 

 

 

 

 

 

https://www.saskatchewan.ca/government/
https://www.eia.gov.nt.ca/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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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北美 

國家（駐在地） 美國 

駐外館處 駐美國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美國於 1980年 7月 17日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惟美聯邦參議院迄未完成批准程序。美國國內以 

保守政黨及團體為主之反對意見認為，批准 CEDAW 將侵害   

美國主權及人民自由，導致國際法及國際組織凌駕於美國憲法

及國內法之上，亦可能使國際社會藉此施壓美國接受性交易  

合法化等政策。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強化政府機制： 

2013 年 1 月 30 日，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署總統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um），重申促進性別平等及提升  

全球女性地位為當代最大挑戰之一，並授權國務卿任命  

一位無任所大使主管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就性別平等及提升全球女性地位 

議題直接向國務卿提供建議，惟川普總統就任後，該無任所

大使職位至今尚未補實。 
 

此外，歐巴馬前總統對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推展

全球性別平等，及強化女性權益議題之成就表示肯定，    

並成立由白宮國安會主導之性別平等議題跨部會工作   

小組，然而新任川普總統是否延續歐巴馬前總統之作法，  

至今仍不明。 

2. 擴大全球女性經濟參與： 

包含推動 APEC「女性與經濟倡議」、投資開發中國家女性

農業生產者、投資並鼓勵開發中國家之女性企業家、在

APEC 及國際勞工組織（ILO）提出增加女性就業機會及   

就業保障之相關倡議與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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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揚推動女權與社會議題之傑出女性： 

2007 年起美國務卿每年頒發「國際婦女勇氣獎」

（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表彰在國際上  

冒險推動人權、女權與社會進步有貢獻傑出女性。 

4. 婦女、和平及安全國家行動計畫： 

2011 年 12 月，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發佈第 13595 號行政    

命令，推動美國「婦女、和平及安全國家行動計畫」

（Instituting a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致力推動婦女在平等參與國際和平談判與重建，

以保護受到戰爭或其他衝突影響地區之婦女與孩童；2012

年 8 月國務院提出執行方案，以供國務院及美駐外使領館

在國際上推動該計畫之依據。 

5. 防治全球性別暴力： 

2012年 8月 10日，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發佈第 13623號行政

命令，推動「美國防制全球性別暴力策略」（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Globally），

要求國務院及國際開發署將防制性別暴力策略與外交及 

援外作為結合。國務院曾於 2015 年 12 月發佈評估報告，

指出自 2012年以來該策略已取得實質進展。 

6. 打擊人口販運： 

2012 年 9 月 25 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第 13627 號行政    

命令，對影響眾多女性及兒童之跨國人口販運議題宣示  

美國「零容忍」政策，並強化美國政府打擊人口販運作為。 

7. 女性及家庭衛生議題： 

美國「全球衛生倡議」（GHI）及「對抗愛滋病緊急援助     

計畫」（PEPFAR）均特別著墨性別議題與全球衛生整體策略

之結合。 

8. 擴大全球女性教育機會與領導角色： 

包含國務院、國際開發總署（USAID）、國土安全部及司法

部等分別推動促進女性參與公職、協助女性手機通訊、訓練

女性執法人員等各項跨國合作計畫。 

9. 國際組織合作： 

包含與聯合國各專門機構、G20會員國、G7 會員國、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合作推動性別平等議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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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美國於聯合國大會提出「平等未來夥伴關係」  

（Equal Futures Partnership），推動各國投入擴大女性參政及

經濟參與機會。 

10. 全球計畫： 

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自 2009 年起，透過小額融資  

協助當地婦女組織，以助其發起各種活動，以改善婦女於 

當地生活，例如提升識字率及工作技能等。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2009 年 3 月 11 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第 13506 號行政命令，  

成立白宮「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該會旨在協調美聯邦政府各部會施政納入性別平等議題

相關考量，並整合各部會資源。 
 

該會初期主要政策目標包含提升女性經濟地位及確保女性經濟

安全，與各部會合作規劃可維持工作與家庭生活均衡之政策，與

副總統及司法部防制女性暴力辦公室等相關單位合作，擴大  

美國國內外防制對女性施暴之相關作為，以及推動健全家庭與

提升女性醫療照護之相關政策。 
 

然而川普總統就任後，媒體報導該委員新任主席懸缺至今，美媒

體亦報導其前景日趨黯淡，有可能會被川普總統解散。 

（四） 女性參政現況： 

1. 女性閣員暨閣員級官員： 

目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其內閣女性閣員計有  

運輸部長趙小蘭（Elaine Chao）,駐聯合國大使 Nikki Haley, 

教育部長 Betsy DeVos、國土安全部部長 Kirstjen Nielsen 及

中小企業署署長 Linda McMahon 共 5人 

（女性比例 20.83%）。 

2. 國會： 

目前第 115屆國會，共有 83位女性聯邦眾議員（女性比例

19.1%），以及 22位聯邦參議員 

（女性比例 22%）。 

3. 最高法院大法官： 

Ruth Ginsburg、Sonia Sotomayor 及 Elena Kagan 

（女性比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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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州長： 

羅德島州長 Gina Raimondo、新墨西哥州州長 Susana 

Martinez、奧勒岡州州長 Kate Brown 及奧克拉荷馬州州長

Mary Fallin、阿拉巴馬州州長 Kay Ivey及愛荷華州州長 Kim 

Reynolds 共 6人 

（女性比例 12%）。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1. 美國政府積極投入協助擴大其他國家女性參政，例如於  

聯合國大會提出「平等未來夥伴關係」（Equal Futures 

Partnership），內容包含鼓勵各國擴大女性參政，國務院及 

國際開發署均有與各國相關合作計畫，以推動擴大女性   

參政。 

2. 歐巴馬前總統任內曾任命 10 位女性擔任內閣閣員，超越  

過去所有美國總統。此外，渠任內所提名並經聯邦參議院  

通過之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均為女性（Sonia Sotomayor 及

Elena Kagan）。 

川普總統上任至今，其任用女性閣員比例明顯較歐巴馬  

總統少。 

（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1. 「美國女性報告」 

2011 年 3 月，白宮「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主導聯邦     

政府管理及預算辦公室、經濟統計署及商務部共同撰擬  

「美國女性報告」（Women in America Report），此係美國  

政府近期首度就美國女性議題，整合聯邦政府各部會相關 

資料及統計數據製作之綜合性報告，主要內容包含「個人、

家庭及收入」、「教育」、「就業」、「醫療衛生」及「犯罪與    

暴力」等五大項目。 
 

川普總統就任後，至今並未發表相關更新之報告。 
 

2. 「追求有色人種女性與女童平等」報告 

2016 年 12 月「女性及女童事務委員會」發布「追求有色   

人種女性與女童平等」報告（Advancing Equity for Women 

and Girls of Color: 2016 Updated Report），更新 2014 年與

2015 年該委員會所發布針對有色人種婦女與女童所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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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之報告，並指出歐巴馬政府改善彼等困難所作之努力

與措施，包括處理婦女與女童在教育、經濟及安全上困境等 

議題。 
 

報告全文：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images/2016%20CWG%20WGOC%20REPORT%20.pdf 
 

川普總統就任後，至今亦未發表後續或更新報告。 
 

（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1. 美國勞工部核撥專款，協助接受職業訓練之婦女獲得價格 

合理且品質良好之托育計畫。 

2. 專案計畫改善學校教育及制度，鼓勵更多女性投入科學、 

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藉以提升從事高薪及高技術性工作

之女性比例。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1. 女性暴力法（VAWA）： 

2013年 3月 7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法案延長 VAWA（1994

年時由柯林頓總統簽署），授權每年約 5億美元預算，用以

打擊女性家庭暴力及性侵事件等。 

2. 打擊人口販運： 

2012 年 3 月，歐巴馬前總統指示各部會加強國內外打擊   

人口販運措施，包含簽署第 13627 號行政命令，強化各    

部會打擊人口販運機制，並擴大與民間團體及宗教領袖  

合作打擊人口販運。 

3. 校園性侵防制： 

2014年 1月 22日，歐巴馬前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於白宮

成立學生性侵害保護工作小組，該小組與教育部及司法部

合作，強化各級學校針對性侵之防制與因應作為。 

4. 加強對強暴及性侵之防制： 

2015 年聯邦政府增加預算，強化執法機關打擊強暴及性侵

之裝備及策略。 

5. 防制青少年約會性暴力： 

司法部成立約會性暴力防制專線電話，以協助約會性侵  

受害人，教育部亦通函全美各級學校重視約會性侵問題，並

針對學校行政人員辦理約會性侵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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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全國女性歷史月 

（National Women’s History Month）： 

1981 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宣告每年 3 月其中   

一週作為「女性歷史週」，嗣逐漸擴大為美國總統每年宣告 3 月

為「全國女性歷史月」。 

女性歷史月相關活動網址：http://womenshistorymonth.gov。 

2. 全國婦女組織年會 

（National NOW Conference）： 

美國最大婦權組織年會，每年 6月或 7月舉行， 

2016年活動網址：http://now.org/about/conference/gala/。 

3. 華府婦女大遊行 

（Women）: 

該遊行首次於 2017年 1 月 21日華府舉辦，主要係針對川普總統

之示威遊行，其訴求包括婦權、移民、種族平等及環保等議題。

2018年 1月 20日再度於華府舉行。 

華府婦女大遊行網址：https://www.womensmarch.com/。 

重要婦權團體 

1. 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 

美國最大婦權組織，總部位於華府，全美 50 州均有分會，會員

人數達 55萬人。 

網址：http://www.now.org， 

電子郵件：now@now.org。 

2. 美國大學婦女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AAUW）： 

為全球最大規模專門協助大學女性的基金會之一，總部位於   

華府，共有 1500個分會，500所夥伴大學，會員人數達 15萬人。 

網址：http://www.aauw.org 

電子郵件：connect@aauw.org。 

http://womenshistorymonth.gov/
http://www.now.org/
http://www.aau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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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婦女論壇 

（Independent Women’s Forum；IWF）： 

政治立場偏右之保守派婦女組織，會員人數約 2萬人。 

網址：http://www.iwf.org 

電子郵件：info@iwf.org。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Elaine Chao 美國運輸部部長 

 

Nikki Haley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Betsy DeVos 美國教育部部長 

 

Linda McMahon 美國小型企業署長 

 

Kirstjen Nieisen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 

 

http://www.iwf.org/
mailto:info@iw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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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Pelosi 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 

 

Kate Brown 奧勒岡州州長 

 

Susana Martinez 新墨西哥州州長 

 

Mary Fallin 奧克拉荷馬州州長 

 

Gina Raimondo 羅德島州長 

 

Kay Ivey 阿拉巴馬州州長 

 

Kim Reynolds 愛荷華州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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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 Van Pelt 

美國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會長 

 

Marjorie 

Margolies 

美國 

「國際婦女基金會」 

（Women’s Campaign 

International, WCI）  

創辦人兼會長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親家母） 

 

相關網路資源 

美國國務院「全球女性議題辦公室」網站： 

（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 

www.state.gov/s/gwi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議題」網址： 

（USAID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ww.usaid.gov/what-we-do/gender-equality-and-womens-empowerment 

美國勞工部婦女局網址： 

（US Departmen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www.dol.gov/wb/ 

美國司法部婦女暴力辦公室：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ww.justice.gov/ov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