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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貝里斯 

駐外館處 駐貝里斯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貝里斯於 1990 年簽署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貝國前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經內閣會議

審議通過第 5 次及第 6 次定期報告，並將該等報告提交

CEDAW 委員會，第 7 次及第 8 次定期報告則預計於本年

底前提交。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貝里斯積極參與有關性別主流化政策規畫及性別平等發展

之國際會議。如人類發展、社會轉型暨祛貧部次長 Judith 

Alpuche 於 2017 年 3 月 13 日至 24 日率團赴紐約出席     

聯合國第 61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大會；並於本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3 日再度率團出席第 62 屆大會。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貝國政府根據聯合國 2013 年國家性別政策修正案，致力於

教育、健康、反暴力、經濟賦權及決策權等五大優先議題

中尋求性別平等；尤以反暴力部分，貝國並制訂 3 年期

（2017-2020）跨領域之「國家反性別暴力行動綱領」

（ National Gender-Based Violence Action Plan: A 

Multisectoral Plan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Belize 2017-2020），盼能減少該國性別暴力情事

並提供受害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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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女性參政現況： 

貝里斯之女性參政情況雖有改善惟仍相對落後，目前女性

內閣閣員僅佔 3 位，分別為移民部國務部長 Beverly Castillo 

（民選）、貿易部國務部長 Tracy Panton （民選）及財政部

暨天然資源部國務部長 Carla Barnett （總理指派）。 

貝里斯國家婦女委員會（NWC）執行「婦女參政計畫」

（Women in Politics Project），旨在提倡婦女投入選舉，    

目前已獲致若干成效，總計 98 名婦女在市政以上之層級 

服務，包括貿易部國務部長 Tracy Panton 等均為計畫成員

之一。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NWC 擬進一步深化「婦女參政計畫」，自前段提及之 98 名

菁英婦女中擇 25 名積極參政者接受進階訓練。女性政治 

意識培力已逐漸獲得重視。NWC 並規劃未來設立跨黨派之

從政女性聯繫網絡、籲促各政黨強化黨內女性決策角色等，

以進一步提供女性政治意識。 

（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目前尚無此類調查。 

（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目前貝國並無太多婦女職訓機會，NWC 將女性經濟賦權及

技能發展列為優先訓練項目，並且尋求各界資金協助。   

現階段該國人類發展部婦女司（Women’s Department）則  

針對弱勢婦女團體每年不定期推出各類職訓班（如縫紉、

種植等），以協助弱勢婦女改善生活。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目前並無特別針對此一領域做出明確規範。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貝里斯國家婦女月 

每年 3 月為貝里斯國家婦女月（National Women’s Month），從最

初慶祝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日逐漸擴展至當週及當月，本年

主軸為「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 Press for Progress」，用以

喚起國民對女性成就、挑戰及機會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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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婦權團體 

1. 國家婦女委員會 

National Women’s Commission （NWC） 

2. 人力發展部婦女司 

Women’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uman Development 

3. 貝里斯婦女議題網絡 

Women’s Issues Network （WIN-Belize）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照片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Kim Simplis Barrow 

聯合國婦幼特使、總理夫人/公益慈善活動 

 
Laura Tucker-Longsworth 

貝里斯國會眾議院議長/女性從政提升婦權 

 
Beverley Castillo 

移民部國務部長/女性從政提升婦權 

 
Tracy Panton 

貿易部國務部長/女性從政提升婦權 

 Carla Barnett 

財政部暨天然資源部國務部長/女性從政提升婦

權 

 
Diane Haylock 

貝里斯駐華大使/維護臺貝邦交 

 
Judith Alpuche 

人類發展、社會轉型暨祛貧部次長/全面確保及

提升婦女權利 

相關網路資源 
Website: www.nationalwomenscommissionbz.org 

FB Page: National Women’s Commission 

備註  

 

                

http://www.nationalwomenscommissionb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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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表         
 

地區 拉美 

國家 瓜地馬拉 

駐外館處 駐瓜地馬拉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瓜國參與 CEDAW 進程： 

1982 年 8 月瓜政府批准 CEDAW，2000 年批准 CEDAW  

條約後提出追蹤報告等；總統府婦女事務局（SEPREM） 

會同原民婦女保護官署（DEMI）曾提出 2014 年 CEDAW

相關報告，另 SEPREM 會同總統府人權局（COPREDEH）

等提報北京平台之成果報告、Belém do Pará相關報告、2015

年 9 月份 CEDAW 第 8 及 9 次報告。委員會於 2021 年 11

月將提交其第 10 次定期报告 

（二）瓜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瓜國係國際婦女委員會（CIM）、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

委員會（CEPAL）、中美洲暨多明尼加婦女委員會

（COMMCA）、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共同體（CELAC）、  

美洲國家組織（OEA）及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等組織之會員。 
 

婦女局曾參加 COMMCA、MESECVI、中美洲統合體

（SICA）及第 59 屆 CSW 大會等與減少對婦女歧視、改善

婦女衛生、參與政治、平權及創造利潤有關議題之峰會。 
 

此外，總統府原民保護官署曾參加聯合國有關原民婦女  

第 13 屆論壇、第 7 屆原民權利之專家機制會議、聯合國 

第 1325 號決議有關婦女參政及和平進程會議等。 
 

近年重要參與情形如下： 

1.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1屆會議之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

域磋商會議。 

2. 出席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1屆會議（CSW）。 

3. 出席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瓜地馬拉第8次和第9次

合併報告的互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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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瓜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2008 年制訂婦女統合發展國家政策（PNPDIM），嗣

SEPREM 提出 2008-2023 兩性平等計畫（PEO），以及行政

部門性別主流暨種族人權實務之制度化手冊（IPGE），旨在

責成並監督 21 個部會確實執行兩性平等政策，另獲致機關

間簽署兩性平權備忘錄。 

（四）女性參政現況： 

瓜政府成立內閣婦女事務小組（GEM），藉以落實推展婦女

整體發展之國家政策，及全面參與有關婦女發展及福利之

決策。 
 

整體而言，瓜國男女參政比例不平等，如 2011 年出現第一

位女性副總統，內閣部會首長（男性 21 名，女性 8 名）女

性比例為 21.43％，國會（男性 138 名，女性 20 名）女議

員比例為 12％，地方政府（省市長，男性 346 名，女性 9

名）女市長或市議員佔 8.5％，司法機構（最高法院及憲法

法院，男性 13 名，女性 6 名）。 
 

至於女性參與選舉比例近來相對提高，如 2011 女性投票 

登記率較 2003 年成長 121％，2003 年女性投票率為 54

％,2011 年提高為 72.5％。 
 

2015 年 9 月 6 日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完成合法總統候選

人登計共 14 名，其中女性總統候選人 2 名；10 月 25 日  

第二輪總統選舉，男、女性總統候選人各 1 名，足見本次

選舉女性選票日漸重要。 
 

惟 2016 年國會所通過政黨選舉 修改法卻未見增列加強婦

女參政之條文。目前瓜國國會中，國會女性代表佔 13％，

另政府內閣成員中只有 2 位女性，分別為外交部部長

Sandra Jovel 及勞工部部長 Aura Leticia Teleguario。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為改善及革除對女性不平等之待遇，SEPREM 與內閣婦女

事務小組研議提昇婦女自身權益、經濟自主及特別強化  

培訓內地婦女參政能力，進而參與國家政策之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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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SEPREM 曾與 CEPAL、瓜國央行及統計局就婦女工作   

無報酬進行調查，並藉以瞭解家庭主婦之實況；此外，並

協助制訂行政部門性別主流執行手冊、各部會性別主流  

預算分析手冊、辯識及防範學校性騷擾手冊及衛生部暴力

及歧視申訴手冊等約 40 冊。 
 

DEMI 編撰瓜國原民婦女地位與權利、原民婦女認識瓜國

司法體系及原民婦女對瓜國經濟的貢獻等。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WEG）報告中，瓜地馬拉在性別   

平等第 144 個國家中排名第 110 位。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透過勞工部已在公部門增設婦女暨眷屬職訓課程，並由  

市政府專責婦女事務辦公室輔導。 
 

另設置婦女事務特別內閣（GEM），旨在協調、推展各部會

實施婦女整合發展（包含婦女權益、青少年、對抗向婦女

施暴、經濟自主能力等）之計畫。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已通過相關法令，如對抗婦女兇殺及其他對婦女施暴法、

對抗婦女兇殺、家庭計畫及其他對婦女施暴法之運用細則、

反性暴力及販賣人口法、防範及消弭家庭暴力法等，     

以及相關政策，如 2008-2023 婦女發展暨推廣統合國家政

策及機會平等計畫、反人口販賣暨照護受害者政策、預防

暴力、犯罪及居民安全國家政策。 
 

另瓜地馬拉內政部為預防家庭暴力和對婦女的暴力成立防

止暴力協調局，同時法務部亦特別設立婦女檢察辦公室，

以落實和促進性別平等政策。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2 月 11 日 國際女性科學日 

2 月 21 日 國際母語日 

3 月 8 日  國際婦女節 

3 月 13 日 國家女性兒童非暴力日 

3 月 21 日 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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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  國家暴力受害者尊嚴日 

5 月 10 日  母親節 

5 月 19 日  全國助產士尊敬節 

6 月 4 日   世界兒童遭性侵日 

7 月 15 日  國際家庭日 

7 月 19 日  國際消除衝突性暴力日 

7 月 21 日  非裔原民日 

7 月 23 日  國際喪偶婦女日 

7 月 25 日  國家加里富納族女性日 

8 月 9 日   世界原民日 

9 月 5 日   世界原民婦女日 

10 月 11 日 國際女童日 

10 月 15 日 國際農村婦女日 

11 月 25 日 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 

12 月 29 日 簽署和平協議紀念日 
 

重要婦權團體 

1. 與 SEPREM 合作瓜國機關： 

行政部門所屬各部會（局）、基金會、內閣婦女事務小組、     

國家婦女委員會、兒童暨青少年委員會、鄉村發展國家委員會、

法務部、司法機構專責婦女事務辦公室等 

2. 與 SEPREM 合作國際組織： 

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 ）、聯合國平權及婦權組織

（ONUMUJERES）、泛美衛生組織（OPS）、西班牙國際合作

發展署（AECID）、瑞典國際合作發展署（Asdi）、美國國際    

合作署（USAID）、世界銀行及美洲國家組織等。 

3. SEPREM 參與之國際： 

中美洲統合體（SICA）、中美洲婦女部長委員會（COMMCA）、

Belén do Pará協定之追蹤機制（MESECVI）、拉美經濟委員會

（CEPAL）、洲際婦女委員會（CIM）及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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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政府組織： 

婦女尊嚴維護團體（Defensoría de la Mujer Indígena）、蝴蝶翼

基金會（Fundación Alas de Mariposa）、生還者基金會（Fundación 

Sobrevivientes）、馬雅婦女政策協會（Asociación Política de 

Mujeres Mayas）。 

傑出女性政要

及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Julia Urrutia 

烏魯提雅 女士 

瓜國勞工部理事會理事 

1940 年至 1950 年瓜國婦女運動之首位倡議

者，嗣勞工部以伊命名獎章並每年頒贈對  

性別有重要功績人士。 

Thelma Aldana 

阿達納 女士 

瓜國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 

現任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曾任最高法院  

院長及最高法院大法官，並創立對抗婦女  

兇殺及一切暴力特別法庭。 

Norma Cruz 

古魯斯 女士 

生還者基金會創辦人 

積極維護受虐婦女及孩童之人權 

Sandra Erica Jovel 

Polanco 

何薇 女士 

瓜國外交部長 

現任外交部長，曾任瓜國外交部雙邊司    

北美事務副司長及瓜駐哥倫比亞大使。 

Aura Leticia 

Teleguario 

德蕾瓜里歐 女士 

瓜國勞工部部長 

現任勞工部部長，致力於原住民事務發展。 

Lucrecia 

Hernández Mack

艾萳德絲‧麥 

瓜國重要公共衛生學者及女性主義者，曾於

反（前政府 Otto Perez）貪腐之抗議活動中扮

演活躍角色，於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

曾任衛生部長，現為多個國際衛生組織顧問。 

Maríadel Rosario 

Furlán 

藝術界稱為 Tuti Furlán。曾代表瓜地馬拉參與

各大國際節目，如西班牙語 CNN 新聞台及

Univisión。目前主要在國內及國際場合提供 

座談及激勵性演講，並擁有支持女性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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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 Iniciativa T。 

Karla Ruiz Cofiño 

柯芬紐 女士 

瓜地馬拉創業家、MILKnCOOKIES 共同創辦

人。曾獲得世界峰會獎，成為全球五大電子娛

樂開發商之一。 

相關網路資源 

總統府婦女秘書處 

www.seprem.gob.t 

反對性暴力剝削及人口販運秘書處 

www.svet.com.gt 

總統府反對歧視及種族主義委員會 

www.codisra.com.gt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附屬國家婦女辦公室 

www.mintrabajo.com.gt  

人權監察婦女保障委員會 

www.pdh.org.gt 

備註  

 

 

 

 

 

 

 

 

 

 

 

 

 

 

 

 

 

 

 

 

 

 

 

 

http://www.seprem.gob.t/
http://www.svet.com.gt/
http://www.codisra.com.gt/
http://www.mintrabajo.com.gt/
http://www.pdh.org.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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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 宏都拉斯 

駐外館處 駐宏都拉斯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1. 宏國於 1979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 la Convención sobre la eliminación de todas las formas de 

discriminación contra la mujer），嗣於 1998 年由國會通過第 232-98

法案成立婦女署（Instituto Nacional de la Mujer），以專責改善婦女

生活及基本權利。 

2. 惟宏國迄未簽署聯合國大會於 1999 年所通過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任擇議定書」（Protocolo Facultativo de CEDAW）。 

（二）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婦女署宣稱將配合聯合國於 2011 年所成立之婦女署（ONU Mujer）    

相關政策，然迄未簽署（甚未表達簽署意願）。 

（三）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首要之務在推動性別平等、強化女性賦權、終結針對婦女暴力。 

（四）女性參政現況： 

宏國國會（2018-2022 年）議員 128 席中，女性國會議員計 28 名，約佔

總數 21.8%。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3 位副總統中，有 2 位係女性；19 部會中，5 位部長及 15 位次長係女

性。 

宏國 2000 年制定「機會平等法」（La Ley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

及「選舉暨政治團體法」（La Ley Electoral y de la Organizaciones Políticas）

保障女性政治參與。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婦女署曾於 2011 年就「反對暴力對待婦女」進行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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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2018 年 2 月 15 日宏國經濟發展部召集全國 12 個「中小企業發展中心」

開會，討論提升對中小企業服務及增加婦女對生產資源之取得、使用及

控制等議題。宏國婦女署同時舉辦「性別及經濟力」工作坊，計有 150

名中小企業發展中心員工參加。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宏國 1997 年制定反家暴法（La Ley contra la Violencia Doméstica），並

於 1998 年 2 月公布生效。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2018 年 2 月 21 日汕埠市舉行「婦女城市中心」（Ciudad Mujer）動土      

典禮，由宏國第一夫人 Ana García de Hernandez 及汕埠市長 Armando 

Calidonio 夫婦共同主持。繼宏京及 Choloma 市後，宏國續在汕埠市興建

婦女城市中心，該中心預計於 2018 年 10 月完工，為 384,108 名婦女提供

諮詢、照護、教育等服務。 

2. 2018 年 3 月 8 日宏國婦權團體在宏京及汕埠市發起大規模遊行，以紀念

國際婦女節，並呼籲爭取男女平權、安全及正義等權利。 

重要婦權團體 

1. 婦女署 

（Instituto Nacional de la Mujer） 

2. 婦女權利中心 

（Centro de Derechos de Mujeres） 

3. 宏國婦女聯合會 

（Colectiva de Mujeres Hondureñas）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宏國現有 2 名女性副總統

（Designada Presidencial）， 

分別為（圖左）Olga Alvarado 及

（圖右）Maria Antonia Ri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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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 

Maria Dolores Agüero 

 

財政部長 

Rocío Tábora 

 

人權部長 

Karla Cueva 

 

策略通訊部長 

Maria Andrea Matamor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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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級關稅署長 

Miriam Guzmán 

 

公安部副部長 

Alejandra Maria Hernandez Quan 

相關網路資源 

婦女署官方網站 

http://www.inam.gob.hn/web/index.php 

 

婦女權利中心 

（Centro de Derechos de Mujeres）www.derechosdelamujer.org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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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 海地 

駐外館處 駐海地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海地於 1980 年簽署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1981 年經國會批准。2008 年提交國家報告，承諾推動性別平等、改善    

婦女地位與條件。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 CEDAW 審議委員會審查

海地遞交之第 8 次和第 9 次國家報告。 

（二）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2013 年 3 月海地婦女部長 Marie Yanick MÉZILE 率團出席第 57 屆

「聯合國改善婦女條件委員會年會」，報告海地婦女條件改善及女權

發展概況，並與世界婦女團體交換意見。 

2. 2016年2月29日至3月 1日海地婦女部總司長Marie-É lise BRISSON-

GELIN 率團出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審議

委員會對海地遞交之第 8 次和第 9 次國家報告之審查會議。 

3. 2016 年 6 月 21 日海地婦女部長 Marie Denise CLAUDE 出席「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19 次會議，遴選 11 位     

審議委員會委員。 

（三）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海地 1980 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1981

年經國會批准據以執行。 

2. 於 1994 年成立婦女部，致力於消除婦女暴力，創造公平與平等的   

社會，業務執掌改善婦女權益、地位與條件等，迄今已通過制定    

「預防、制裁及減少婦女受暴」、「全國及各省兩性平等」、「婦女工作

平等受雇權」等政策及法規，並成立「受暴婦女收容中心」。 

3. 1996 年 4 月 3 日海地國會批准「美洲防制、懲處及根除對婦女暴力

侵害公約 -貝倫杜柏拉公約」（Convention interaméricaine sur la 

prevention, la sanction et l’élimination de la violence faite aux femmes-

Convention Belém do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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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1 年的憲法第 17.1 條修正案，规定參與各級政治和公共事務，   

特别是公共事務女性人數至少為 30%。 

5. 2013 年婦女部成立「打擊針對婦女及女孩之暴力侵害行為辦公室」。 

6. 2014 年司法部設置針對加強暴力受害婦女之司法協助機構 

7. 2014 年通過修正「父親、母親及親子關係法」，納入母親權責及保障

非婚生子女權益。 

8. 2015年2月「選舉法」規定市及地方選舉名單之女性候選人比例30%。 

9. 2015 年完成防止婦女受暴法草案，但尚未送國會審議。 

10. 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審議委員會審查海地遞交之第 8 次和第 9 次國家報告。 

11. 2016 年因應聯合國兩性平權計畫，海地婦女部與聯合國穩定特派團

（MINUSTHA）、聯合國婦女組織（ONUFEMMES）、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中華民國駐海地大使館、海地紅十字會及海地全國

婦女組織等，於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舉辦 2030/50-50 紀念活動，    

旨在宣導兩性平權、推動女性政治參與及輔導婦女加強就業技能等。 

12. 2018 年海地政府持續執行「男女平等國家級計畫」（2014-2020）及

「遏止對婦女暴力行為國家級計畫」（2017-2027）等兩大長期計畫。 

 

（四）女性參政現況： 

海地女性人口佔海地總人口 52%，政府 18 個部會首長，女性首長佔 6 名

（衛生部、婦女部、社會事務部兼海僑部、觀光部、青年體育部），目前

國會參議院 19 位中僅有 1 位女性參議員，眾議院 119 位眾議員中有 3 位

女性眾議員，地方省區首長、市長等女性參與比例目前仍偏低。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海地婦女教育及發展運動組織」（Mouvement des femmes haitiennes pour 

l’éduc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MOUFHED ）致力於提升及捍衛海地女性

權益，定期舉行論壇，推動婦女教育及女性自主意識，並向民眾宣導打擊

暴力保護女性之海地現行法令及經批准之國際公約。 
 

「海地婦女團結運動組織」（Solidarité des femmes haitiennes, SOFA）於

1986 年成立，致力於推動兩性平等、提高女性各項權利及女性參政權，

該組織於海地 10 省皆成立分會，廣納會員，推動女性政治參與與發言權， 

並透過社群網路、facebook 及媒體廣宣與教育女性自主及女性政治參與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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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美國 USAID 海地辦事處等組織皆定期召開會議，提出海地人權進展報告，

其中包含降低性別暴力、性別主流化評估調查，以促使海國政府改善人權

條件、婦女與兒童安全、減少私刑制度及家庭暴力等。 

「聯合國駐海地司法支援團」（MINUJUSTH）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正式

運作，協助海地加強維護人權機制及捍衛人權機構之能力等，2018 年 3 月

8 日至 4 月 3 日協助海地法院加速審理因案遭羈押佔所有羈押人數 3.7%

之婦女，她們大部分均因無力支付律師費，而遭羈留監獄時間延長。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海地各界婦女團體、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際組織每年不定期資助或   

舉辦婦女職能發展訓練，例如助產士、裁縫、廚師等。 

「海地身障婦女自立協會」（Association pour l’autonomisation des femmes 

haïtiennes à mobilité réduite）自 2018 年 4 月起辦理 40 人次身障婦女職能

訓練計畫，盼身障婦女結訓後能滿足個人及家庭需求，進而投入職場。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海地婦女部草擬預防、制裁及降地婦女受暴法，盼能遏阻、減少婦女受暴

及性侵案件。 

2014 年 9 月，海國各省 12 社團組織共同推動為期 4 年「社區婦女    

安全計畫」，確保婦女居住及人生安全。 

2015 年完成防止婦女受暴法草案，2017 年已送國會審議。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例行性活動： 

海地目前由婦女部結合各地女權或女性團體，推動全國性之性別主流化  

活動，主要於每年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前後一個月舉辦，以研討會、社區

座談、工作坊、教育訓練及女性手工藝博覽會等方式進行。 

 

 

2. 女孩站起來： 

2017 年 10 月 6 日國際女孩節前夕，由海地婦女部、海地國際計畫及社會   

福利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旨在促進女孩及男孩平等，以利社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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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 

2017 年 11 月 25 日舉辦紀念日「不將任何人擱置不理：遏止對婦女暴力 

行為」，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重申政府打擊對任何性別一切    

形式之不平等，並盼能提升婦女在司法、經濟及社會的自主能力，以降低

海地社會之性別歧視，達到建構性別平等、尊重婦女基本權益的國家。 

4. 性別問題資料中心開放日： 

2018 年 2 月 8 日海地婦女部與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共同舉辦性別 

問題資料中心開放一日活動，旨在鼓勵性別議題研究，開放相關報告、   

國家資料及女性文學等。 

5. 促進海地女性參政研討會：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海地婦女部與聯合國婦女組織（UNFEMMES）

派駐海地計畫共同召開為期 2 天之工作研討會，旨在鼓勵更多女性參政、

降低選戰期間女性遭受暴力事件及打擊言語、肢體及其他象徵性暴力。 

6. 國際婦女節： 

2018 年 3 月 8 日海地全國各地藉由研討會、社區座談、工作坊、教育訓練

及女性手工藝博覽會等方式，辦理一系列國際婦女節活動。「聯合國駐海地

司法支援團」（MINUJUSTH）亦於本日舉辦名為「農村和城市活動改變   

婦女生活」座談會，探討海地婦女現況及司法、政治等基本權益。 

7. 「海地婦女運動日」： 

2018 年 4 月 3 日辦理相關紀念活動，由於 1986 年 4 月 3 日 30 萬名來自 

各階層婦女走上街頭要求建立公平、平權及排除各種形式歧視的社會，

1996 年 4 月 3 日海地國會批准「美洲防制、懲處及根除對婦女暴力侵害 

公約-貝倫杜柏拉公約」（Convention interaméricaine sur la prevention, la 

sanction et l’élimination de la violence faite aux femmes-Convention Belém do 

Para），中華民國駐海地大使館除贊助海地婦女部舉辦此項紀念活動外，  

並於是日出席表達支持，盼能在提升婦女權益基礎上，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與婦權組織研討及訂定新目標。 

重要婦權團體 

1. 「海地婦女教育及發展運動組織」 

（Mouvement des femmes haitiennes pour l’éduc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MOUFH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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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勞工促進中心」 

 （Centre pour la promotion des ouvrières, CPFO） 

3. 「海地婦女團結運動組織」 

（Solidarité des femmes haitiennes, SOFA） 

4. 「太陽下的女性協會」 

（Association Filles et Femmes au Soleil, AFAS） 

5. 「海地身障婦女自立協會」 

（Association pour l’autonomisation des femmes haïtiennes à mobilité réduite） 

6. 「海地身體障礙婦女聯盟」 

（Union des Femmes à Mobilité Réduite d’Haïti） 

7. 「社會行動女性聯盟」 

（Ligue Féminine d’Action Sociale）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Mrs. Matine 

Marie Etienne 

JOSEPH MOÏSE 

瑪婷-摩依士 

海地第一夫人 

關懷女性政治參與、婦幼醫療、女性受刑人權益、兒童教育及

發展等。 

Mrs. Sophia 

MARTELLY 

蘇菲亞女士 

海地前第一夫人 

促進女性政治參與，家庭計畫及女性健康照護。 

Mrs. Eunide 

INNOCENT 

殷諾松 

海地婦女部長 

推動海地兩性平權、與婦女組織就推動兩性平權議題展開  

對話、推動女性參與非典型工作及鼓勵婦女參與社團組織等。 

Mrs. Stéphanie 

AUGUSTE 

歐姑斯得 

海地社會事務暨勞工部兼海僑部長 

推動性別工作平等、協助婦女就業。 

相關網路資源 

 

海地婦女團結運動組織 

https://www.facebook.com/SOFAAyiti/?ref=py_c 
 

女性勞工促進中心 

http://cpfohaiti.org/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OFAAyiti/?ref=py_c
http://cpfohaiti.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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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婦女教育及發展運動組織 

http://moufhed.e-monsite.com/ 
 

美國國際發展署 

https://www.usaid.gov/haiti/gender-equity-and-womens-empowerment 
 

聯合國駐海地司法支援團 

https://minujusth.unmissions.org/journ%C3%A9e-internationale-des-femmes-

la-minujusth-invite-les-membres-du-personnel-des-nations-unies-au 

 

備註  

 

 

 

 

 

 

 

 

 

 

 

 

 

 

 

 

 

 

 

 

 

 

 

 

 

 

http://moufhed.e-monsite.com/
https://www.usaid.gov/haiti/gender-equity-and-womens-empowerment
https://minujusth.unmissions.org/journ%C3%A9e-internationale-des-femmes-la-minujusth-invite-les-membres-du-personnel-des-nations-unies-au
https://minujusth.unmissions.org/journ%C3%A9e-internationale-des-femmes-la-minujusth-invite-les-membres-du-personnel-des-nations-unie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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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表 

 

地區 拉美 

國家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駐外館處 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參與CEDAW進程: 

克國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8 條之規定，於

2002年12月向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總結報告，報告中指出

了克國參與CEDAW之4次進程及規劃。 

（二） 駐在國政府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克國積極參與「婦女地位公約」（Convent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論壇，及認識婦女關切問題的各種區域與國際研

習班。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克國政府現無性別平等政策。 

（四） 女性參政現況: 

克國婦女參政意識逐漸抬頭，如克國內閣秘書長Josephine 

Huggins、衛生、社區發展、兩性平權暨社會服務政務委員Wendy 

Phipps、國會副議長Akila Nisbet Byron、國會議員兼勞工黨   

主席Marcella Liburd、克國駐美大使Thelma Phillip- Browne、

克國駐華大使Jasmine Huggins、克國財政部次長Hilary Webbe- 

Hazel等均為重要女性參政者。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克國婦女透過接受教育，取得在管理與領導方面職務人數逐漸  

增多，克國朝野均體認到培養女性參與政治之重要性，亦定期  

舉辦各種論壇與講習班，此外，克國兩性平權事務部門亦呼籲   

克國婦女積極發揮潛能，創造自我價值，踴躍參與社區服務及   

參政，藉由關心與參與社區公共議題，提昇女性政治意識與培養

女性參政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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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由克國負責衛生、社區發展、兩性平權暨社會服務政務委員Wendy 

Phipps及兩性平權事務部司長Celia Christopher公開呼籲克國  

各界正視促進性別平權活動，除積極響應國際婦女節重要活動，

盼喚起社會大眾對促進性別平權之重視。克國目前仍存在婦女 

就業率為男性3分之1，收入為男性10分之1之普遍情形，為實現

性別平等，推動保障婦女權益、提高婦女教育程度、防止家庭   

暴力、提升就業機會、單親家庭照護及優先納入分配社會住宅等

相關政策目標，並鼓勵克國婦女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與參政。 

（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克國兩性平權事務部門透過諮詢及小型企業管理與專長培訓   

計畫，協助克國婦女走出傳統家庭角色，培養男性特殊技能與  

就業專長，發揮其長才，協助創業，改善自身經濟情況，提高    

家庭收入，健全家庭發展，減少社會問題。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克國兩性平權事務部門正擬透過立法以提昇克國婦女的地位和 

改善性別關係，以強化婦女與少女之人身安全保障。該部亦提供

相關諮詢及救濟服務，以協助減輕包括家庭暴力與性侵受害者，

與弱勢青年包括未成年母親、無家可歸者之負擔。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國際婦女日遊行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March） 

號召全國婦女及家庭共同為認識婦女議題而走之健走活動。 

2. 國際男性日頒獎典禮 

（International Men's Day Awards Ceremony） 

關注男性健康、改善性別關係及提倡性別平等，自 2010 年起每年

表揚克國傑出男性及父親。 

3. 國際婦女日早餐會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Breakfast） 

自 2003 年起每年辦理及表揚克國傑出婦女，宣導家庭暴力防治 

措施並檢視相關法案。2017 年旨揭早餐會邀請克國總督Sir Tapley 

Seaton、總理 Timothy Harris、副總理兼教育部長 Shawn Richards 及   

克國各部會部長與各界代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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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啟發訓練營 

（Student Sensitization Campaign） 

安排拜訪克國 6 所高中，宣揚性別平等及女性自主意識，教導   

學生瞭解不同性別學習能力之差異及互動方式，以協助認識兩性

平等與女性自主議題。 

5. 生產事業研習 

（Industrial Estate Workshop） 

鼓勵工商企業者報名參與研習，表彰及分享中小企業個人之努力

及對克國生產事業之貢獻，同時亦對提供婦女就業機會及協助婦

女創業者之中小型企業給予正面評價。 

重要婦權團體 

1. 全國婦女協會 

（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2. 工商企業婦女協會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3. 聖公會聯盟 

（Mothers’ Union Anglican Church） 

4. 衛理公會婦女部 

（Methodist Women's Group）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Wendy Phipps 

 

 

克國衛生、社區發展、兩性平權暨社會服務部長。 

 

致力推動性別平權，以推動立法、加強婦女教育

與訓練、防治暴力與培養經濟自主，能力等為首

要目標。 

 

Josephine 

Huggins 

 

克國內閣秘書長、前勞工黨政府執政時曾任公共

服務及警察服務兩委員會主席 

 

歷練豐富，深受克國總理哈里斯（Dr. Timothy 

Harris）信任與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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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la  

Nisbet- Byron 

 

克國新任國會副議長， 

 

年輕有活力，致力提昇婦女教育與職能發展，  

頗受克國總理哈里斯肯定。 

 

Jasmine Huggins 

 

克國現任駐華大使， 

 

駐華多年表現良好，頗受克國總理哈里斯肯定。 

Marcella Liburd 

 

 

 

 

 

克國勞工黨黨主席，前任克國文化衛生暨性別 

事務部長。 

 

以推動性別平權，制定國家性別政策為性別議題

發展之主要目標。 

Thelma  

Phillip- Browne 

 

 

 

 

 

克國現任駐美大使，皮膚科執業醫師 

 

醫衛服務方面經歷豐富，頗受克國總理哈里斯肯

定。 

Hilary 

 Webbe- Hazel 

 

克國財政部次長 

 

財經方面經歷豐富，頗受克國總理哈里斯肯定。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wtic.org.tw/imgs/121221/n_02.jpg&imgrefurl=http://www.wtic.org.tw/news_121123.html&h=409&w=400&tbnid=0QPVg3PLCG1-JM:&zoom=1&docid=3HVPFxuzZyru-M&ei=j6MdVauvJPbbsASGzoCQAw&tbm=isch&ved=0CFwQMygzMDM4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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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路資源 

Department of 

Gender Affairs-St. 

Kitts and Nevis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g/DepartmtneOf 

GenderAffairsStKitts 

電郵：skngenaff@@gov.kn 

備註 
 

 

 

 

 

 

 

 

 

 

 

 

 

 

 

 

 

 

https://www.facebook.com/pg/Departmt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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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 聖露西亞 

駐外館處 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聖露西亞政府於 1982 年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並於 1982 年 11 月 7 日生效。根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8 條之規定，於 2005 年 12 月向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提交 CEDAW/C/LCA/1-6 號總結   

報告，報告中並指出了露國參與 CEDAW 之 6 次進程及規劃。 

(二) 駐在國政府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露國政府於 1994 年提出《國家婦女地位報告》，並     

設立婦女事務部。該部為露國政府促進和確保婦女充分

發展和進步的主要力量。其任務是通過旨在促進婦女  

最大程度地參與和受益於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倡議並改進

性別關係的政策和方案。 

2. 聖露西亞於 1995 年 4 月 20 日通過制止家暴法律

（Domestic Violence Act），該法律提供健全有效之環境

防止家庭暴力，並於 2005 年增修若干條文。 

3. 聖露西亞遵照 200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委員會經 

修訂的報告準則》，於提交之  CEDAW/C/LCA/1-6 號   

報告中，確定執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條款之法律、行政和《憲法》框架，並提供有關執行    

《公約》各項條款之具體資訊。 

4. 聖露西亞參與 2010 年 6 月第 11 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

關於性別平等區域會議，該國衛生部提交之報告中，   

廣泛就女性與貧窮、女性經濟能力培力、女權及防止   

家暴、女性政治培力、人口販運等多項議題與與會各國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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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露西亞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交

普遍定期審查報告（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6. 聖露西亞係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會員國，    

該共同體組織與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於 2017 年  

1 月 9 日簽屬諒解備忘錄，促進性別平等及婦女培力。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986 年聖露西亞於社區發展、青年、體育和社會事務部設立

婦女小組，開始重視批准進程，並承諾遵守《公約》相關     

規定，1994 年成立婦女事務部，其後歷任政府皆設相關主管

性別平權事務機構。 

 

(四) 女性參政現況: 

露國女性參政相當活耀，外交部第二部長 Sarah Flood-

Beaubrun、教育部長 Gale Rigobert、衛生部長 Mary Isaac、社

會部第二部長 Fortuna Belrose、地方事務部長 Fortuna Belrose

均為重要女性參政者。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聖露西亞主要各政黨均體認培養女性參與政治舞台之重要

性，紛紛於政黨內部成立「婦女核心小組」，另定期舉辦多種

講習班和研討會。此外，許多非政府組織，如聖露西亞全國

婦女理事會和聖露西亞全國青年理事會亦舉辦各式講習班以

促進女性政治意識及鼓勵女性參政。 

 

(六)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2000 年版本之《就業和工作機會和待遇平等法》中規定，    

雇主以種族、性別、信仰、膚色、族裔或社會出身、政治      

見解、殘疾、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和其他此類區別為由歧視

雇員是非法的。此外，2001 年版《聖露西亞勞工法》第 E 章

規範了「平等條款和婦女就業」相關規定，原則上，保證     

婦女在就業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禁止在就業上對   

婦女之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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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1. 2016 年聖露西亞政府新政府教育、創新、性別平等暨  

永續發展部，其下之性別平等司負責提高聖露西亞婦女

的地位和改進性別關係，該司亦為負責執行公約條款的

官方機構。 

此外，露國國家實施了一些重要的立法改變，以增強  

婦女和男子的平等。主要包含與兒童、財產、離婚、    

婚姻、繼承和解雇未婚懷孕的教師有關的法律。 

2. 早在 1989 年，露國即對《民法》第 242 章作了重大   

修改，以直接改變關於家庭和婚姻的法律中所載有關  

婦女的地位和權利，而露國正在全面審查《刑法》，預期

該進程將對婦女產生重大影響。 

3. 因貧窮所產生之性別的暴力問題已被聖露西亞視為  

國家發展的嚴重障礙。針對這個問題，聖露西亞政府  

通過議會法，於 1998 年設立了減貧基金。該基金的   

主要目的是以可持續的方式在聖露西亞的弱勢社區  

減輕貧窮、建立社會資本和增強社會經濟發展。除了以

一般社區為基礎的專案，還開展了社會援助和創新   

方案，尋求處理弱勢群體的特殊需要，如殘疾者、無家

可歸者、家庭暴力受害人和弱危青年包括未成年母親。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露國衛生部向於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舉行一系列就防制對婦女及

兒童施暴之全國電視與廣播對話活動；Saint Lucia Women in action

等社群團體亦舉辦全國性婦女節相關活動。 

重要婦權團體 

1. 聖露西亞國家研究與開發基金成立於 1983 年，係提供服務

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的任務說明中稱，該基金會通過促進

和執行發展活動，尋求改進人民特別是處於社會邊緣地位  

群體的社會經濟條件。  

2. 聖露西亞危機中心於 1988 年設立，係一個非盈利、自願性的

非政府組織，針對性別暴力的增加而設立。危機中心發揮了

重要的宣傳作用，設立主要目的為補足司法系統不能適當或

迅速處理性別暴力案件的功能，特別是強姦和謀殺案件。   

該中心為處於危險中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熱線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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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臨時住處。該反暴力組織得到政府某些財政支助，但多

數資金來自其他來源，如個人和基金會的捐款以及籌款活動。 

3. 聖露西亞小型企業發展協會設立於 1994 年，係為婦女和  

其他人員提供機會及發展項目，負責提供中小型企業管理  

方面之企業經營培訓。透過培訓計畫、提供支助及協助企業

制訂計畫、註冊，使個人具備創業能力。小型企業發展協會

曾向 2,000 名男子和 1, 200 名婦女提供幫助，以改善自身的

經濟狀況。 

4. 聖露西亞於 2000 年設立了婦女支援中心，並將該中心作為

打擊性別暴力戰略規畫一環。該中心主要功能為提供處於  

家庭暴力危險狀態中而無其他庇護場所之受暴婦女及兒童之

臨時收容所，並向收容者提供食物、資訊、諮詢和一般支援

服務。 

5. 加勒比海家庭與人權中心（Caribbean Centre for Family and 

Human Rights, CARIFAM）由聖露西亞外交部第二部長 Sarah 

Flood-Beaubrun 於 2003 年創立，成立宗旨在提供家暴婦女  

法律諮詢協助及提倡性別平等。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Ms. Sarah Flood-

Beaubrun 

外交部第二部長 

Ms. Gale Rigobert 

 

教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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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Mary Isaac 

 

衛生部長 

Ms. Fortuna Belrose 

 

地方事務部長 

Ms. Antoina Jean 聖露西亞危機中心執行主席 

相關網路資源 

1. 聯合國促進兩性平權及婦女權力網站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網站 

http://www.unwomen.org/en 

 

2. 聯合國人權（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網站 

http://www.un.org/en/rights/ 

 

3.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網站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 

 

 

 

 

 

 

 

 

http://www.unwomen.org/en
http://www.un.org/en/rights/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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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尼加拉瓜 

駐外館處 駐尼加拉瓜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1980 年 7 月 17 日簽署，1981 年 10 月 27 日批准生效。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尼國在本議題之國際參與甚多，如：「世界人權宣言」（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美洲防制、懲戒及根除對婦女

暴力侵害公約，『貝倫杜柏拉公約』」（Convención Interamericana para 

Prevenir, Sancionar y Erradic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 Mujer, “Convención 

de Belém Do Pará”）及參與聯合國國際婦女地位委員會（CSW）會議；

1995 年第 4 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通過之「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

2014 年 CSW 58「為婦女和女童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挑戰和成就」。 

（三）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憲法： 

憲法（Constitución Política）第 27 條及 48 條規定保障婦女各項

權利。 

2. 法律： 

(1) 2008 年第 648 號法「機會及人權平等法」（Ley de Igualdad 

de Derechos y Oportunidades）總計46條文皆在規範如何  落

實保障男女兩性同享政治、經濟及社會平等參與權並設立

國家平等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por la Igualdad）監督。 

(2) 2010 年第 717 號法「以性別平等協助鄉間婦女購買土地   

基金」（Fondo para Compra de Tierra con Equidad de Género a 

favor de Mujeres Rurales），成立基金協助鄉間婦女享有購買

土地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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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 年第 40 號市府法修正案或稱「50-50 法」（Ley 50-50），

規定各政黨提名之地方政府之市長、副市長及市議員必須 

男女同額。 
 

(4) 2012 年第 779 號法全面禁止對婦女施暴法（Ley Integral 

Contra Violencia hacia Las Mujeres）；2014 年第 870 號家庭 

法（Código de Familia）修正案中首度將防制家庭暴力入法

並承認同居之法律地位。（惟若干女權運動人士在 2018 年

婦女節發文指出，尼國相關婦女保護法令，在國際評比上 

表面光鮮，但事實上婦女在政府部門並無聲音，也無決策

權，甚至發生女性議員因反對大運河興建而遭撤換之    

反民主情形；另前述第 779 號法實施迄今，婦女遭兇殺之案

例並未明顯減少，甚者該法並未真正執行有關父親未盡  

贍養子女之責任以刑責罰之規定；鄉間婦女權益未受    

重視。） 

3. 政策： 

奧德嘉（Daniel Ortega）總統 2007 年上任後，制定為期五年，於

2007-2011 年及 2012-2016 年分兩階段實施之「國家發展人文 

計畫」（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Humano, PNDH），以消滅    

貧窮及根除社會不平等，促進經濟發展為策略目標。 
 

內容包括照顧青年、經濟相對弱勢的婦幼，推動「零飢餓」

（Hambre Cero）計畫，發送貧窮婦女類似糧食補助劵之生產包

（Bono Productivo）及提供組織性、社團性、行政及技術方面之

諮詢與協助。 
 

另亦推動微額貸款計畫（Usura Cero）供婦女進行小型創業投資

貸款，並由政府輔導訓練。另責成公務機關及國家警察總署婦女

業務處成立反對家庭暴力、性暴力之執行部門。 
 

2018-2021 年實施第三階段計畫，持續推動女性在經濟、政治及

社會領域之參與及主導地位；保證性別平等法在勞動、政治、  

工會及薪資等方面落實執行；並從教育及法律層面推行消除  

女性暴力及家庭、職場等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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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合國開發總署駐尼加拉瓜辦公室： 

由該署駐尼辦公室制定「聯合國開發總署－尼加拉瓜 2014-2017

年性別平等策略計畫」（Estrtegia de Equidad de Género 2014-2017 

PNUD Nicaragua），協助並監督尼國推動性別平等主流化女性  

發展（MED, Mujer en Desarrollo）及性別發展（GED, Género en 

Desarrollo）兩大主軸。 

（四）女性參政現況： 

1. 行政部門：行政內閣 16 部會中有 9 名女部長，包含內政部、   

衛生部、國防部、環境資源部、家庭部、勞工部、婦女部、教育

部、家庭經濟部及警察總監等首長均為女性，公務機關中女性 

次長級及司處一級主管所佔比率亦高。根據拉美暨經濟委員會

（Cepal）之數據，尼加拉瓜內閣部長中，女性比例為 57.1%， 

在拉美各國排名第一。 

2. 司法部門：最高法院院長為女性，16 名大法官中女性佔 5 名。

檢察總長及人權檢察官署署長均為女性。 

3. 國會：尼國 91 位國會議員中女性議員高達 42 位，佔 46%，     

主席團 7 人中，4 位係女性，佔 57%。 

4. 最高選舉委員會：10 名大法官中女性佔 4 名。 

5. 中美洲議會：20 名議員中 9 名為女性。 

6. 地方政府：全國 153 個鄉鎮市長中含 65 名女性市長、62 名女性 

副市長及 2,870 名女性市議員。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2008 年第 648 號「機會及權利平等法」及 2012 年第 40 號市府法   

修正案或稱 50-50 法（Ley 50/50）保障尼國女性獲得政治、經濟及 

社會平等參與權，兩項法律為尼國女性政治意識培力提供最大動能。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1. 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 

2015年 6月 10日聯合國開發總署頒發金質獎章（Sello de Igualdad 

de Género en categoria Oro）予該署駐尼加拉瓜辦公室，表彰    

該辦公室性別平等事務之官員 Vanesa Pichardo 為促進尼國性別  

平等所做之貢獻。 

 



33 
 

2. 世界經濟論壇（WEF）： 

世界經濟論壇針對全球 144 個國家之健康、教育、經濟及政治  

四領域公布 2017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指出，尼國性平指數

高居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各國首位，全球排名第 6，較 2016 年 

進步 4 名，參政權指數排名第 2，僅次冰島。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1. 尼國政府制定 2007-2011 年及 2012-2016 年「國家人文發展    

計畫」（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Humano, PNDH），旨在促進

生產，發展經濟，消滅貧窮、不平等及飢餓。該計畫第二章    

「消滅貧窮及不平等」（Capítulo II Reducción de la pobreza y 

desigualdad），將消滅貧窮及包括兩性在內之社會不平等列為  

重要施政目標，目前執行中之「零飢餓計畫」（Hambre Cero）及

「微額低利貸款計畫」（Usura Cero）由政府相關部門如家庭經濟

部，組織鄉間婦女，透過職業教育訓練，加強婦女之自我認同，

並透過發放生產包及提供低利貸款之方式，協助婦女生產及  

創業，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條件，以達減貧之目的。 

2. 由家庭經濟部、婦女部及職訓局（INATEC）等機關不定期舉辦

各類婦女教育或職業訓練活動。 

3. 衛生部：全國衛生從業人員 80%為女性。 

4. 家庭部：至 2016 年底止，已在全國興建及整建 269 個兒童發展

中心（CDI），照顧 13,640 名六歲以下的兒童，僱用超過 2,000 位

女性教師。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2014 年第 779 號法「全面禁止對婦女施暴法」及 2015 年第 870 號

「家庭法」。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國際婦女節」活動 

(1) NGO 團體： 

民間婦女團體每年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日皆舉辦遊行，宣達   

性別平等，反對對婦女之一切暴力，爭取婦女在工作、薪資、健康、

安全等各領域之平等，同時要求治療性墮胎合法化。 
 

2018 年婦女節參與之社團主要有「全國婦女反對暴力網」（Red de 

Mujeres contra Violencia）、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婦女人權保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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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Cladem）、「天主教婦女自主權」（Católicas por el Derecho a 

Decidir）等重要婦權團體。 

(2) 政府機關： 

2018 年 3 月 8 日穆麗優副總統在午間例行說明會中發表談話，  

說明尼國推動性別主流化之成果，並強調性別平等指數已名列  

世界前茅。 

2. 「控訴尼加拉瓜政府」 

（Acusamos al Estado de Nicaragua）車輛遊行 

墮胎在尼國係非法行為，部分女權團體每年在 9 月 28 日「拉丁美洲與

加勒比海爭取墮胎合法日」舉辦遊行，訴求支持治療性之墮胎合法化。 

3. 「尼加拉瓜婦女領袖大會」 

（Congreso de Mujeres Líderes en Nicaragua） 

由尼加拉瓜私人企業最高委員會（Cosep）主辦，於 2018 年 3 月 8 日

在尼京馬納瓜舉行，邀請國內知名女性領袖以演講及座談方式，鼓勵

提升婦女能力和地位，我駐尼加拉瓜大使館並予贊助，同時藉以宣揚

我國協助尼國促進婦女權益之貢獻。 

4. 中美洲統合體漁業及養殖業組織性別平等大會 

（Congreso de Igualdad y Equidad de Género-SICA-OSPESCA） 

尼加拉瓜以中美洲統合體輪值主席身分，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尼京

馬納瓜舉辦是項活動，強調婦女在農業及漁業和養殖業所扮演之重要

角色，我駐尼大使館應邀出席並致詞。 

重 要 婦 權 團 體 

1. 「瑪莉亞艾雷娜瓜德拉」女性勞工與失業者運動 

（El Movimiento de Mujeres Trabajadoras y Desempleadas “María Elena 

Cuadra”, MEC） 

2. 尼加拉瓜婦女自治運動 

（Movimiento Autónomo de Mujeres de Nicaragua, MAM） 

3. 婦女反抗暴力網 

（Red de Mujeres contra la Violencia） 

4. 「天主教婦女自主權」 

（Católicas por el Derecho Decidir, C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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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ociación Proyecto Miriam 

（Miriam 計畫協會）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Rosario Murillo 

 

總統府（副總統兼政府發言人） 

推動國會通過 50-50 法，規定地方選舉候選人應符合

男女各半之比例，積極提升婦女參政，尼政府部會   

首長係女多於男，另推行照顧婦女與兒童之各項社會

福利措施，以提升婦女社經地位，致尼國政府推動   

兩性平權獲得國際高度肯定。 

Alba Luz Ramos 

 

最高法院院長 

Ramos 院長除具有深厚法學素養與遠大之司法改革 

願景（推動並通過尼加拉瓜第一個司法五年策略計劃

及司法十年策略計畫），同時兼具人文關懷胸襟，尤其

關心婦女與弱勢族群之司法正義，係尼國全面禁止對

婦女施暴法之主要推動者及法案共同起草人，另亦為

現任政府機關間對抗對婦女施暴國家委員會成員。 

Aminta Granera 

 

國家警察總監 

歷任警政署參謀長、交通總局局長及警政署副總監，

自 2006 年 9 月 5 日起出任尼加拉瓜警察總監   

（Primer Comisionada de la Policía Nacional）迄今。   

在 G 總監領導下，尼國為中美洲最安全國家，伊亦   

身負眾望，歷次政治人物民調均排名第一；警方亦   

深獲民眾好評及信賴。 

Sandra Ramos 
「瑪莉亞艾雷娜瓜德拉」女性勞工與失業者運動

（Movimiento de Mujeres Trabajadoras y Desempleadas 

“María Elena Cuadra”）負責人，係最受國際敬重與   

肯定之尼國婦權運動家。該組織於 1994 年 5 月在尼

成立。 

主要目標與理念： 

1. 制定、檢視、評估有關推動保障尼國婦女人權、

工作權及性別平等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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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進保護婦女一般權利，特別是性別平等及社經

弱勢之婦女權利。 

3. 協助弱勢婦女爭取人權並提升自立能力。 

4. 促進與改善婦女健康、安全及就業水準。 

5. 發展與管理訓練婦女傳統及非傳統工作技術。 

Juanita Jiménez 

Martínez 

 

「婦女對抗暴力網」（ Red de Mujeres contra la 

Violencia）主席，該組織於 1992 年 1 月在尼成立年，

目前共有全國 80 個婦女非政府組織加入其網絡，J 氏

亦為「尼加拉瓜婦女自治運動」主要幹部， 

主要理念： 

經由法律訴訟、群眾運動、女權運動、強化組織及政

治介入等手段，改變因政治權力、文化傳統所產生對

婦女之一切暴力。 

Azalea Solís 

Roman 

 

「尼加拉瓜婦女自治運動」（El Movimiento Autónomo 

de Mujeres de Nicaragua）負責人， 

主要理念： 

1. 反對一切影響性別平等之法律、制度、文化，以

追求性別平等。 

2. 婦女免於在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遭受性別歧

視之權利。 

3. 尊重性別多樣性。 

4. 科學化的性教育。 

5. 婦女對性的自決與保護。 

6. 反對物化女性。 

相 關 網 路 資 源 

尼加拉瓜總統府： 

www.presidencia.gob.ni 

尼加拉瓜婦女部： 

www.minim.gob.ni 

尼加拉瓜家庭經濟部： 

www.mifamilia.gob.ni 

尼加拉瓜國會性別網站： 

www.asamblea.gob.ni/genero/ 

備註  

http://www.presidencia.gob.ni/
http://www.minim.gob.ni/
http://www.mifamilia.gob.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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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巴拉圭 

駐外館處 駐巴拉圭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巴拉圭政治家暨人權鬥士 Line Bareiro 女士獲選為 CEDAW 委員會    

委員。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2017 年 10 月 27 日巴拉圭婦女部部長 Ana María Baiardi 率團出席

於瑞士日內瓦舉行之第 68 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執行成果檢討會議。 

2. 參與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EPAL）舉辦之拉丁

美洲婦女區域論壇。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巴拉圭依「國家計畫-機會平等」綱要執行，推動男女平權。 

2. 巴國參議院於 2018 年 3 月 8 日通過「兩性民主平權法」        

（Ley de Paridad Democrática），要求各政黨候選人名單、內閣成員

及所有法院或委員會的組成都要引用「性別平等」（Paridad）及   

「交替」（Alternancia）兩原則，並賦予最高選舉法院有權駁回任何

不符上述兩原則之選舉名單。此法案尚待巴拉圭眾議院審議通過後

生效施行。 

（四） 女性參政現況： 

依據巴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團體（ONU Mujer Paraguay）之調查顯示，    

巴國婦女於國會政治上之參與度，自 1989 年起至 2013 年有持續進步

（1989 年 4.6%、1998 年 8%、2003 年 10.4%、2008 年 13.6%、2013 年

16.8%），惟目前全國 17 個省僅有 1 位女性省長（Alto Paraná）、6 個省

有女性眾議員，此外全國各市鄉鎮女性首長比率為 10%、女性市議員  

僅占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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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1. 巴國婦女部續推動 Jaku’eke（我們動起來）計畫，全面鼓勵女性    

參與社會、經濟及公民活動。 

2. 2018 年巴拉圭將舉行總統大選，巴國婦女部與聯合國婦女權能署

駐巴拉圭辦公室（ONU Mujeres Paraguay）及婦女市政聯盟在歐盟

駐巴拉圭大使館協助下，推動 Mujeres Líderes: La Política, nuestro 

hogar（婦女領袖: 政治，我們的家園）計畫，進行「2018 年選舉前

和選舉進程中強化巴國婦女政治權利及領導能力」培力活動。 

（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巴拉圭性別平等千禧年調查計畫，包括： 

1. 男女中小學就學註冊情形。 

2. 15 歲至 19 歲全國男女文盲人數。 

3. 非農業人口之婦女就業情形。 

4. 婦女在國會中參與情形。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1. 自 2015 年起提供青年、婦女創業貸款以及創立合作社，迄今業逾

1 萬人受惠。 

2. 推動協助農村婦女就業計畫，依據巴國政府提出之「國家計畫-機會

平等」，協助鄉村婦女增加收入，以保障其生活無虞，並進一步獲

得經濟資源上之自主能力及人權自尊。 

3. 巴國婦女部結合相關 14 個部會成立「婦女城」（Ciudad Mujer-Ñ ande 

Kerayvoty Renda），提供婦女健康服務、提供家暴諮詢支持及援助，

並支持婦女就業，提供職訓計畫，進而促進婦女權力及真正自主權。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巴國行政部門於 2016 年 12 月 27 日頒布第 5777 號法律「保護婦女免遭

任何形式暴力」，並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通過第 6973 號行政命令，對  

第 5777 號法律做出更詳盡之規範及管理。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Mujeres Líderes: La Política, nuestro hogar 

（婦女領袖: 政治，我們的家園）計畫： 

「2018 年選舉前和選舉進程中強化巴國婦女政治權利及領導能力」培力

運動，並提升婦女參政之意識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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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iolencia Cero（零暴力）： 

據統計資料巴拉圭 2017 年至 11 月止有 38 名婦女遭家暴死亡案件，等於

每 8 天就有一位巴國婦女死於家暴，爰巴國婦女部自 2017 年 11 月開始

推動「零暴力」，宣導防治家暴專線 137，並推動及確實執行第 5777 號  

法律。 

重要婦權團體 

1. 巴拉圭婦女協調委員會 

（Coordinación de Mujeres del Paraguay） 

2. 巴拉圭婦女市政聯盟 

（RMMP, Red de Mujeres Municipes del Paraguay） 

3. 家庭主婦及家庭幫傭協會 

（Asociación de amas de casa y de empleadas domésticas） 

4. 推動兩性民主平權團體  

（GIPD, Grupo Impulsor de Paridad Democrática）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Lilian Samaniego 

 

參議員、前紅黨（現任執政黨）黨主席、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提高婦女政黨及政治參與 

Esperanza Martínez 

 

參議員、參議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主席 

 

積極推動「兩性民主平權法案」 

Alicia Beatriz Pucheta 

 

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長、前最高法院院長 

 

巴拉圭首位女性最高法院院長，曾二度擔任   

該職，為巴國法律彥碩，並為女性在巴國法界之

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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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yan Peña 

 

最高法院第二副院長 

 

為巴拉圭女性大法官，為女性在巴國法界之   

楷模。 

Lea Giménez 

 

（首位女性）財政部長 

 

被票選為巴拉圭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第一名，致力

推動巴國性別平權。 

Soledad Núñez 

 

住居部長 

 

推動平民住宅計畫，使離婚婦女及單親媽媽能在

良好居住環境下撫養子女；鼓勵巴拉圭青年女性

從政，挺身支持零（家庭）暴力活動 

Magalí Cáceres 

 

青年部長 

 

為內閣中最年輕之部長，為巴拉圭青年女性從政

之楷模。 

Sandra McLeod 

 

巴國第二大城東方市市長 

 

長期關懷並協助婦幼團體、促進市容建設及婦女

平權就業。 

Josefina Duarte Benitez 

 

2 月革命黨黨主席 

 

致力於推動婦女政黨自主及擴大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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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an Soto 

 

婦女自立黨黨主席 

 

長期關注女性議題、支持女性墮胎及同性婚姻 

相關網路資源 http://www.mujer.gov.py/ 

備註  

 

 

 

 

 

 

 

 

 

 

 

 

 

 

 

 

 

 

 

 

 

 

 

 

 

 

 

 

http://www.mujer.gov.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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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薩爾瓦多 

駐外館處 駐薩爾瓦多大使館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1. 薩爾瓦多於 1980 年 11 月 14 日簽署公約，1981 年    

8 月 19 日經國會通過。（保留第 29 條第一項） 

2. 2011 年 3 月 17 日薩國會配合 CEDAW 進程，將條約

內化為國內法，通過「婦女平權及消減女性歧視法」

（ Ley de Igualdad y Equidady Erradicación de la 

Discriminación Contra la Mujeres）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1. 薩國係美洲國家婦女代表大會（CIM）、聯合國

（ONU）、中美洲統合體（SICA）、中美洲婦女部長  

委員會（COMMCA）、拉共體（CELAC）、美洲國家

組織（OEA）及聯合國婦女地會委員會（CSW）等    

組織或倡議之會員，定期參加所屬相關會議。 

2. 薩國曾於 2017 年 7 月辦理「中美洲議會」政黨婦女

論 壇 （ Foro de Mujeres de Partidos Políticos del 

PARLACEN）。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政策與法規制訂： 

（1） 2011 年 3 月 17 日薩國會配合 CEDAW 進程，      

將條約內化為國內法，通過「婦女平權及消減女性

歧視法」（Ley de Igualdad y Equidady Erradicación de 

la Discriminación Contra la Mujeres） 

（2） 2012 年 12 月薩總統府「社會融合秘書處」（Secretaria 

de Inclusión Social, SIS）及「婦女局」共同提出首份

「薩爾瓦多婦女平權國家政策白皮書」（ Plan 

Nacional de Igualdad y Equidad para las Mujeres 

Salvadoreñas, PNI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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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 10 月依據薩政府「國家五年施政計畫」  

（2014-2019） ，將薩國生產力、教育、安全等議題

作為主要綱領，並著重人權及性別公共政策平等，

藉以規劃性別平權國家政策；社會融合秘書處及  

婦女局並共同提出「薩爾瓦多平權國家政策白皮書

2016-2020」（Plan Nacional de Igualdad y Equidad, 

PNI, 2016-2020）。 

2. 政策執行： 

（1） 中央政府：共於 60 個中央政府機構中成立性別  

服務單位（較 2017 年增加 10 個）、通過 29 項機構    

性別政策（較 2017 年增加 9 個）、通過 24 項機構

性別計畫（較 2017 年增加 9 個），另有 41 機構提編

性別預算。 

（2） 地方政府：262 個城市中有 203 個性平小組，其中

183 個訂有年度工作計畫，又其中 141 個城市編列

有預算；70 個城市訂有性別政策，其中 51 配合制

訂執行計畫。 

（3） 中央透過省辦公室提供地方政府平權行動綱領及  

實務指導手冊。 

（4） 婦女局另透過「性平培訓學校」（EFIS）推動公務員

性平培訓戰略，培訓永續平等、男性霸權、免於    

暴力侵害及平等規範等議題，計訓練 2,5569 名公務

員，其中 1,514 名為女性，1,051 名男性。 

（5） 2017 年成立「媒體性平觀察平台」（OMI），觀察    

媒體及社群網路對性平之情形，杜絕媒體、社群之

不平等問題。 

（6） 婦女局於 2017 年 3 月發布「薩爾瓦多，女人的地位

與境遇」2009-2014 性別統計與指標。 

（7） 婦女局另外亦協助其他領域或機構推行性平工作，

如制訂「文化暴力量表、藝術及文化性平行動機構

行動綱領」、協助國會制訂法案制訂及審查之性平  

工作指引，提供各委員會參考、為檢察總署婦女    

員工創設暴力行為申訴、保護及制裁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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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女性參政現況： 

1. 行政權： 

（1） 薩國從未出現過女性總統，曾有一位女性總統候選

人惟未當選；3 位副總統候選人，其中一位當選  

（Ana Vilma de Escobar，2004-2009 年）。 

（2） 現薩政府內閣 13 位部長中有 4 位女性部長      

（經濟、衛生、勞工、環境），約佔 30%。另獨立     

機構局處首長（instituciones autónomas）則有 33%之

女性。 

（3） 全國 262 名鄉鎮市長中（任期 2018-2021 年），計

有 27 名女性市長，與 2015-2018 年任期相同，比例

約 10%，惟比 2012-2015 年任期少 1 名。 

2. 立法權： 

薩國國會曾出現 3 位女性議長；目前國會議員約 30%

為女性，現任（2015-2018 會期）84 位議員中有 27 位

女性議員，甫選出之 2018-2021 會期 26 名女性。依

據現行薩國政黨法及選舉法，議員及替補議員之性別

必須相異，俾利達性別平衡，爰現任 27 名女性議員，

即另有 57 名女性替補議員。 

3. 司法權： 

15 名最高法院（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大法官

中，計有 5 名是女性，佔 33.33%。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除前述一般性性平訓練於執行時均有政治培力內容外， 

另有： 

1. 法律修訂： 

（1） 依據政黨法及選舉法，國會議員、中美洲議員、地方

市政委員選舉，政黨提名名單均需在同一組議員及

替補議員提名時取得性別平衡。 

（2） 國會於 2016 年通過「市政法」修訂，規定社區發展

協會之婦女成員參與比例需達 30%以上。 

2. 倡議推動： 

（1） 婦女局與「國會女性國會議員小組」（GPM）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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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選舉法庭」（TSE）於 2018 年國會議員及    

地方政府選舉前，與 10 個有效政黨中有 9 個政黨 

簽署「女性政治參與免於暴力及歧視契約」 

（2） 婦女局 2017 年製作「女性政治暴力途徑指南」讓  

女性瞭解自身處境，必要時得訴諸司法。 

（3） 總統府公民參與、透明及反貪府秘書處在「婦女   

平權及消減女性歧視法」架構下，於 2016 年推動

「公民參與政策」。 

（4） 薩國會「薩爾瓦多女性現任及卸任國會議員聯誼會」

（ASPARLEXSAL）定期舉辦班隊，訓練有意參政

之女性政治專業課程。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薩國自 2012 年提出首份「薩爾瓦多婦女平權國家政策    

白皮書」後，2016 年再度提出「薩爾瓦多平權國家政策    

白皮書 2016-2020」，均對相關婦女地位、現狀進行調查並  

提出說明，另每兩年提出期中報告。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1. 婦女城： 

總統府「社會融合秘書處」主導於全國成立 6 座婦女城

（Ciudad Mujer），分別位於 Colon, Usulután, Santa Ana, 

San Martin, San Miguel,Morazán，另尚在籌備興建另三座

在 Chalatenango、Sonsonate、La Union。每座婦女城均 

提供各類婦女職訓課程。 

2. 農林漁牧業訓練： 

農業部報告指出，2015-2016 年，婦女參與農業訓練計畫

比例從 40%成長至 47%，農林漁業技術訓練從 31%成長

至 34%；另依據「國立農牧及林業科技中心」（CENTA）

資料，有 1,170 名女性透過婦女城計畫獲取農牧業技術

協助；依據「薩爾瓦多農業轉型研究所」（ISTA）資料，

2017 年 48.96%之農牧業技術訓練受訓人為女性。 

 

 



46 
 

3. 創業訓練： 

薩國「全國微小型企業委員會」（CONAMYPE）辦理    

「第一屆全國婦女企業家及創業家大會」、「女性為經濟

帶來動能」創業博覽會，藉以提供婦女經驗及知識交流

場域。另辦理「婦女創業模式 I&II 手冊」、「女性負責人

企業數位行銷認證」、「公共採購步驟」、「企業發展與  

女性創業家養成」、「性別為主題之財務訓練」（於 5 省 

舉辦，300 名女性參與）、「財務、會計及農工基礎訓練」

（297 名女性參與）、「觀光人力訓練」（56%為女性）等

訓練班隊。 
 

亦提供女性創業工具諮詢，如「女性企業諮詢」、「線上

養成訓練」、「女性企業窗口」（促成 325 間女性負責人 

公司）。 
 

另全國「青年創業計畫」中，有 53%為女性，並對 72 家

企業提供企業診斷。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1. 現狀統計： 

2013 年有 217 件女性兇殺案，2014 年 294 件，2015 年

574 件，2016 年 524 件，2017 年 468 件；2015 年每 10

萬名女性有 16.79 名死於兇殺，2016 年 15.19 人，2017

年 13.44 人；每 18.7 小時即有 1 名女性被兇殺。 

2. 保障工作： 

（1） 婦女局成立 50 個「婦女暴力犯罪預防中心」，配置 652

個工作人員。 

（2） 在「薩爾瓦多安全計畫」架構下之全國 50 個優先城

市，強化「諮詢委員會」及「社會監察」機構 848 個

婦女領袖職能訓練。 

（3） 在前述 50 個優先城市之 120 所學校中，設立 354 個

協助窗口。已協助 14,647 人，其中 8,432 人為女性，

6,215 人為男性。 

（4） 另依法設立「婦女對抗暴力特別照護小組」（UIAEM）

及「歡迎之家」計畫，前者至 2017 年業成立 88 個，

由 9 個國家不同部會機構組成，婦女局已協助 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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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性，衛生部協助 8,790 名女性，人權保護署協助

9,175 名女性。 

（5） 公安及司法部在全國設立 19 個受害者照護地區   

辦公室。 

（6） 婦女局並推廣「全國照護系統」（SNA）此一政策    

工具，促進各政府及地方機構強化保護暴力犯罪婦女

受害者。 

（7） 2017 年起陸續在 San Salvador、Santa Ana 及 San 

Miguel 省法院設立「婦女免於暴力及歧視特別司法  

小組」，給予受害者司法協助。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2018 年 3 月參加第 62 屆聯合國所屬之婦女地位委員會。 

2. 2018 年 3 月 8 日慶祝國際婦女日；提交 2017 年婦女地位與處

境報告/2016-2020 國家平等計畫期中報告。 

3. 2018 年 10 月 15 日慶祝國際鄉村婦女日 

4. 2018 年 11 月 25 日慶祝國際消滅婦女暴力日 

重要婦權團體 

1. 婦女研究暨訓練發展中心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ón, Capacit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Mujer，

IMU）  

2. 獨立非黨派女權機構 

（Institución Feminista, Apartidaria y Autónoma, conocida también 

como Casa Morada de la Mujer，CEMUJER）  

3. 全國實質婦權平等社員大會 

（ Asamblea General del Sistema Nacional para la Igualdad 

Sustantiva，SNIS） 

4. 婦女改造組織 

（MujeresTransformando） 

5. 薩爾瓦多婦女和平組織 

（Organización de Mujeres Salvadoreñas por la Paz，OSMUSA） 

6. 地方發展婦女協會 

（Colectiva Feminista para el Desarrollo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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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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 Vanda 

Guiomar Pignato 

（前第一夫人） 

1. 社會融合秘書處執行秘書 Secretaria de 

Inclusión Social 

2. 薩 爾 瓦 多 婦 女 發 展 局 主 席   

Presidente del Instituto Salvadoreño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Mujer（ISDEMU） 

María Isabel 

Rodríguez 

前薩國衛生部 

部長 

為薩國第一位畢業於醫學系及國立薩大 

第一位校長，畢生利用醫學專業協助女性，

國際間亦頗負盛名，曾獲「世界衛生組織/

泛美衛生組織」（OMS/OPS）頒發「美洲   

公衛女英雄」（Heroína de la Salud Pública de 

las Américas）頭銜。（現已高齡 95 歲） 

Ana Vilma de 

Escobar 

薩國第一位 

女副總統 

2004~2009 

現任薩國聖薩爾瓦多省國會議員 

（2015- 2018） 

Lorena Peña, 

薩國第三位 

女性國會議長 

2015.5~2016.11 

現任國會第一副議長 

（2015-2018） 

相關網路資源 

總統府 

社會融合秘書處 
http://www.inclusionsocial.gob.sv/ 

薩爾瓦多 

婦女發展局 
http://www.isdemu.gob.sv/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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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巴西 

駐外館處 駐巴西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巴西聯邦共和國於 1984 年起正式成為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締約國，惟巴政府對該公約第 15 條第 4 款、第 16 條第 1

款 （a）、（c）、（g） 及（h）段及第 29 條有關爭端解決機制之條文 

提出保留。巴西自 2002 年起每 4 年提交國家報告。 
 

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方面，近年巴西政府積極推行種族平等

以達到直接提升女性地位之目地，並保障婦女在社會計畫及福利之

權利。 
 

另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指出，巴西政府

僅達成部分該公約對於保障女性權利之規範，對於女性健康照顧之

政策並不完善。由於巴西係天主教國家，因宗教因素巴法令明文禁止

墮胎，惟懷孕女性在胎兒有先天性腦部異常、繼續懷孕有危害母體 

生命之虞，可合法墮胎；致巴西違法墮胎率高，每年有上百萬件的  

違法墮胎手術，也造成超過 7 萬名女性因術後併發症而身亡，使    

墮胎成為巴西排名前 5 的主要死因。爰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建議巴政府靈活檢視墮胎犯罪之立法政策。 

此外，2016 年因茲卡病毒（zika）疫情嚴重，又婦女遭性侵之暴力   

案件增多，國內提倡修改墮胎限制法令之聲浪高漲。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巴西總統府婦女政策秘書處專責協調司法部、衛生部、社會發展部， 

共同研議減少婦孺飢餓及受暴問題，與增加女性就業機會等議題。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2013 年 3 月 13 日巴西前總統蘿瑟芙（Dilma Rouseff）提出    

「女性生活無暴力（Mulher, Viver sem Violência）計畫」之倡議，

其目的是整合及擴大現有針對受暴婦女之公共服務，透過專業

護理機構整合衛生、司法、公共安全、社會援助等網絡，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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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經濟自主。該倡議於 2013年 8月 30日正式通過成為第 8086

號法令。 

上述「女性生活無暴力（Mulher, Viver sem Violência）計畫」其

主軸如下: 

A. 建立巴西女性之家（Casa da Mulher Brasileira）。 

B. 180 擴大女性受暴求助保護專線。 

C. 建立性侵受害人協助機制。 

D. 建置與維護偏遠地區之女性社福中心。 

E. 持續宣揚女性自覺意識。 

F. 於鄉村及叢林區建置移動式受暴婦女收容中心。 

2. 國家婦女聯合會及國家婦女權益委員會兩單位負責促進政府、

地方、工會及非政府組織之對話及交流，並強化國內外婦女組織

（如與聯合國婦女署及國際勞工組織）之聯繫。 

3. 巴西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設置婦女、人權暨種族平等促進部

（ Minitério das Mulheres, da Igualdade Racial e dos Direitos 

Humanos），以促進種族平等並保障婦女、兒童、老人及少數   

民族之權益。 

4. 現任總統德梅爾（Michel Temer）2016 年 8 月上任後，續推動 

執行蘿瑟芙前總統之上述計畫，惟因政府財政預算不足，欠缺 

統籌規劃能力，此外，有時為因應其他政治計畫，而將「巴西  

女性之家（Casa da Mulher Brasileira）｣預算挪至他用，遭反對黨

及捍衛女權等團體之批評。 
 

（四）女性參政現況： 

巴西聯邦參議院有 81 位參議員，其中 12 位女性；聯邦眾議院有 514

位眾議員，女性佔 51 位。德梅爾總統內閣目前有 29 位部長，僅有 1

位是女性。 

（五）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巴西選舉法並無婦女保障當選名額之規定，目前僅有保障各政黨  

提名一定比例婦女候選人之規定。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總統府婦女政策秘書處 

（Secretaria de Políticas para Mulheres d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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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巴西女性之家（Casa da Mulher Brasileira）結合技職訓練，提供受    

家庭暴力女性職業訓練，有助於強化婦女經濟獨立自主能力。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Congresso Nacional Mulher, Literatura e Sociedade 

女性、文學與社會之國民大會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16 日） 

探討女性在文學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如何對社會發揮正面影響力。 

2. 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de Mães 

母親國際研討會 （2018 年 5 月 5 日） 

探討母親角色之重要性與轉變史 

3. A Conferência Nacional dos Legisladores e Legislativos Estaduais 

全國立法者暨州議會之大會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 

旨在探討立法規範與社會結構之關係，同時亦討論檢討女性從事   

此領域所遭遇之困境。 

重要婦權團體 

1. União Brasileira de Mulheres（UBM） 巴西婦女聯盟 

（總部位於聖保羅） 

2. Sempreviva Organização Feminista 女性萬歲組織 

（總部位於聖保羅） 

3. Maria Mulher 瑪麗亞女人 

目標為提升巴西黑人女性之地位 

（總部位於南大河洲愉港市）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Dilma Rouseff 

巴西前總統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政治理念：性別平權即為民主本質 

 



52 
 

Cármen Lúcia 

聯邦最高法院院長 

（同時為該院之部長） 

Presidente do Supermo Tribunal Federal 

 

Grace Mendonça 

政府辯護律師團隊總檢察長 

（相當部長層級） 

Ministra da Advocacia-Geral da União（AGU） 

 

Vanessa Grazziotin 

聯邦參議員 

Senadora 

參議院女性事務特別檢察署檢察總長 

Procuradora da Procuradoria Especial da Mulher do 

Se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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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Tebet 

聯邦參議員 

Senadora 

參議院反婦女暴力常任委員會主席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Permanente Mista de Combate 

à Violência contra a Mulher（CMCVM） 

 

Kátia Abreu 

聯邦參議員 

（同時是 CMCVM 委員）； 

Senadora da CMCVM, 

前農業部部長 

Ex-Ministra da Agricultura, Pecuária e Abastecimento 

 

Gorete Pereira 

聯邦眾議員 

Deputada Federal 

眾議院女性事務特別檢察署檢察總長 

 Procuradora da Procuradoria Especial da Mulher da 

Câmara dos Deput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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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éridan Oliveira 

聯邦眾議員 

Deputada Federal 

眾議院捍衛婦女權利委員會主席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de Defesa dos Direitos da 

Mulher（CMULHER） 

 

Maria de Penha 

婦權運動領袖 

曾為家暴受害者，並向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陳情， 

伊案件遭國際社會譴責並向巴西政府施壓，進而  

促使巴西政府修改法令並制定相關家暴防治法，  

以提供家暴受害者緊急保護措施及義務法律協助。

該法令俗稱 Maira de Penha 法，咸認為巴西家暴防治

法之一大突破，並被聯合國認為全球第三佳的家暴

防治法，僅次西班牙及智利。 

 

Maria Silva 

巴西政治家暨著名環保人士，2003 年至 2008 年任 

環境部長，2007 年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與 「地球

衛士獎」，2014 年被推選為巴西社會黨總統候選人。 

 

相關網路資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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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智利 

駐外館處 駐智利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智利於 1989 年批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 CEDAW），惟自 1990 年智利恢復民主憲政後始執行該    

公約，於 1991 年成立由智利內政部管轄之全國婦女服務署（Servicio 

Nacional de la Mujer, SERNAM），並依據 2015 年 3 月公布之第 20.820

號法律於 2016 年 6 月 1 日升格為「婦女暨性別平等部」（Ministerio de 

la Mujer y la Equidad de Género）以尋求兩性在政經、社會及文化等    

發展之平權，智利於批准前述公約後迄今已提交 7 次國家報告。「婦女

暨性別平等部」前部長 Claudia Pascual 率團參加本（2018）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日內瓦舉行之 CEDAW 大會。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智利前芭契莉（Michelle Bachelet）政府致力推動兩性平權運動，除於

2016 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婦女暨性別平等部」（Ministerio de la Mujer 

y la Equidad de Género）外，並積極參與國際性及區域性組織活動及   

論壇並與鄰近國家加強交流，近二年參加重要活動計有： 

1. 2016 年 1 月在智京舉辦第 53 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婦女問題   

區域會議。 

2. 2016 年 3 月在紐約舉行之第 60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暨相關會議。 

3. 2016 年 5 月在秘魯利馬舉行之第 37 屆美洲國家組織美洲婦女   

委員會代表大會。 

4. 2016 年 6 月在秘魯利馬舉行之 APEC 成功女企業家經濟論壇。 

5. 2016 年 10 月在烏拉圭蒙特維多舉行之第 54 屆拉丁美洲暨加勒  

比海婦女問題區域會議。 

6. 2017 年 3 月在紐約舉行之第 61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暨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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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 年 5 月在智京舉辦第 55 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婦女問題   

區域會議。 

8. 2017 年 10 月在古巴哈瓦那舉行之第 56 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  

婦女問題區域會議。 

9. 2018 年 2 月在日內瓦舉行之 CEDAW 大會。此外，亦參加多項   

「太平洋聯盟」及鄰近國家舉辦之兩性平權工作坊及會議。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1. 1991 年成立全國婦女服務署（SERNAM），並於 2016 年 6 月 1 日

升格為「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 

2. 推動在嚴重危及母親生命、強暴及嬰兒存活率不高等三種特殊  

情況下之墮胎予以除罪、修訂刑法加重家庭暴力刑責及婦女免於  

暴力生命權等立法工作；芭契莉前總統業於上（2017）年 9 月 14

日頒布 21.030 號法律，將上述三種特殊情況下之墮胎予以除罪。 

3. 培訓婦女、協助婦女創業、推動婦女工作機會及薪資平權。 

4. 消除及預防性別暴力。 

（四） 女性參政現況： 

智利新任政府及國會議員甫於本（2018）年 3 月 11 日上任，女性參政

比例仍偏低，以民選公職人員為例，女性參議員佔 23%（43 席參議員

中僅有 10 席為女性），女性眾議員比例為 22%（155 位眾議員僅有 35

位為女性），較拉丁美洲國家女性國會議員參政之平均值為低（27.85%）。

此外，全國 16 行政區女性首長 5 名，佔 31.25%，54 名省長中女性 20

名，佔 37%，345 位市長中僅有 41 名女性市長，佔 11.8%，全國 2,240

位市議員，女性市議員僅有 552 位，佔 24.6%。 

新政府女性內閣首長比例為 30.4%（即 23 位部長中，7 位為女性），    

較上任左派政府之 39%低。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智利憲法第 13 條規定：「女性有權參加總統、參眾議員及其他民選    

公職之各項選舉」。然而，智利女性參政之比例仍偏低，基此，智利     

政府於 2015 年 5 月頒佈第 20.840 號法律修改選舉制度，規定各政黨 

提名國會議員候選人之男女比例最高不能超過 60%、最低不能低於

40%，以保障女性政治參與權，另對提名女性候選人並獲當選之政黨  

提供經濟獎勵；2016 年 4 月頒佈第 20.900 號法律，規定政府對各政黨

之補助款中 10%須用於促進婦女政治參與。此外，「婦女暨性別平等部」



57 
 

為促進婦女平等參與地方政治，積極計畫加強及擴大其在地方辦公室，

建議兩性在國會、政黨領導幹部、公務機關及國營企業主管方面平等  

參與之措施。 

（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積極進行文化改變以打造一

個男女平權之社會，推動各種不同運動如「讓我們打破刻板印象」

（Quebremos los estereotipos）、「獎勵平等」（Regala Igualdad）、「更多  

婦女進入科技界」（Más mujeres en ciencia y tecnología）等，打破傳統  

婦女僅扮演生育及家管角色，鼓勵婦女進入傳統上男性工作職場。此外，

針對歷史文化、教育、衛生、工作、家庭暴力、立法、政治參與等有關

兩性議題之範疇進行研究，同時參酌國內女性 NGO 組織做成之性別  

研究調查，作為制訂政府兩性平權政策之參考。 

（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於 2016 年在全國 250 城市

（72%）推動「婦女當家作主」培訓計畫。2017 年計有 2 萬 8707 位     

女性與訓，其中 1 萬 4644 人參加依附性工作訓練，1 萬 4063 人參加  

強化其獨立性工作計畫包括擬定生意計畫、建構產品銷售管道及提供諮

詢服務等。依據智利官方統計數據，2017 年婦女就業人數為 339 萬 6772

人，佔總就業人數之 41%，其中在公部門服務者 18 萬 5420 人，佔 39.6%。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智利訂有家暴法（Ley de Violencia Intrafamiliar,Ley 20.666）規範並    

保護遭受家暴婦女，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亦設有

家暴通報專線電話：800-104-008 與手機緊急通報裝置，以及警方報案

專線電話 149。此外，SERNAMEG 在全國設有 103 個婦女中心，提供

婦女各項諮詢服務及保護。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舉辦「民主、性別平等及憲法」

國際研討會。 

2.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30 日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與

聯合國婦女權能署共同舉辦，透過國際不同立憲經驗比較分析及討論以 

推動性別平等立憲，期於 2030 年完全終結性別不平等。 

3. 2017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SERNAM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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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市政與女性經濟自主」國際研討會。 

重要婦權團體 

1. 婦女促進暨發展基金會 

（Fundación para la Promo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Mujer, PRODEMU） 

2. 尊嚴基金會  

（Fundación Honra） 

3. 智利反對向女性施暴網 

（Red Chilena contra la Violencia hacia las Mujeres）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費南德絲 

Maya Fernández 

Allende 

眾議院議長 

Presidenta de Cámara de Diputados 

普菈 

Isabel Plá 

婦女暨性別平等部長 

Ministra de la Mujer y la Equidad de Género 

裴瑞絲 

Cecilia Pérez 

政府發言人（部長級） 

Ministra Secretaria General de Gobierno 

吳特 

Gloria Hutt 

交通暨電信部長 

Ministra de Transporte y Telecomunicaciones 

喜美內絲 

Susana Jiménez 

能源部長 

Ministra de Energía 

古比尤絲 

Marcela Cubillos 

環境部長 

Ministra de Medio Ambiente 

貝瑞絲 

Alejandra Pérez 

文化部長 

Ministra de Cultura 

坎特 

Pauline Kantor 

體育部長 

Ministra del Deporte 

相關網路資源 

 

1. 智利「婦女暨性別平等部」 

（Ministerio de la Mujer y la Equidad de Género, SERNAMEG） 

www.MinMujeryEG.gob.cl 

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出版之性別平等觀測台 

（El Observatorio de Equidad de Género de la CEPAL ） 

http://oig.cepal.org/es 
 

http://www.minmujeryeg.gob.cl/
http://oig.cepal.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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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利大學人權中心年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與智利」： 

性別平等之新舊債務 

（La CEDAW y el Estado de Chile: Viejas y nuevas deudas con la igualdad de 

género ） 

    www.anuariocdh.uchile.cl/index.php/ADH/article/viewFile/27042/28640 

4. 智利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Progra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el Desarrollo） 

www.cl.undp.org/content/chile/es/home/ourwork/womenempowerment/overview.html 

 

備註  

 

 

 

 

 

 

 

 

 

 

 

 

 

 

 

 

 

 

 

 

 

 

 

 

 

 

http://www.anuariocdh.uchile.cl/index.php/ADH/article/viewFile/27042/2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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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 哥倫比亞 

駐外館處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1981 年哥國簽署該公約並通過國會立法。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遵照聯合國「2015 後持續發展議程」計畫，在未來 15 年優化 

性別平等，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以建構公平與和平

的國家。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哥國最高性別平等政策執行單位「總統府婦女平等高級委員

會」依據哥國國家發展計畫發展兩性平權，包括促進政府   

兩性平權機構發展、強化女性遭家暴中心功能、成立女性   

庇護之家、協助建構女性社會及政治參與、武裝衝突區女性

人權重建。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之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哥國排名由

2016 年的 39 名提升到 2017 年的 36 名。 

（四） 女性參政現況： 

女性部會首長比例 35%，現任女性參議員比例為 23%、眾議

員比例為 20%。 
 

哥國頃於 3 月 11 日舉辦下屆參眾議員選舉，任期自 2018 年

7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9 日，女性參選者雖均超過 30%，

惟當選參議員比例為 23.40%、當選眾議員比例為 18.10 % （部

分省份更多屆未曾選出女性眾議員），與前屆相較未有增加。

另省長比例為 15%、市長比例為 12%、縣市議員為 16%。 
 

以上數字仍遠低於 2000 年第 581 號法令「保障名額法」所  

規定女性最低保障比例 30%，已有修改實施辦法之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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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哥國透過各省政府舉辦婦女政治訓練學校課程，以培養女性

參與政治能力及興趣。 

（六） 性別主流化調查： 

未有相關性別主流化調查或評估等措施資料。 

（七） 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2010 年至 2017 年間，哥國勞動部職訓局推動國家級婦女   

就業計畫，為全國各省計 85 萬名婦女提供就業機會及相關 

職訓訓練。2018 年續推動第四階段計畫，擬提供全國共 351

家企業 8 千個女性工作機會。 

（八） 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1. 哥國婦女遭配偶或伴侶殺害及家暴案件頻仍，2014 年  

哥國憲法院通過立法，加重對家暴者刑罰為 3 至 8 年   

徒刑。2015 年制定 1761 號法令（亦稱 Rosa Elvira Cely

法），對女性謀殺罪加重至最高 50 年徒刑。 

2. 哥國警察家暴電話專線 155。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每年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均有舉行相關  

婦權研討會及遊行活動。 

2. 每年 11 月 25 日消除對婦女暴力行為國際日舉行相關紀念活動

及研討會。 

重要婦權團體 

1. 哥國總統府婦女平等高級委員會 

（Consejería Presidencial para la Equidad de la Mujer） 

2. 哥倫比亞婦女基金會 

（Fundación Mujeres por Colombia） 

3. 全國婦女連線  

（Red Nacional de Muj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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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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ha Ordóñez 

   

 

1. 2014 年起擔任總統府婦權平等高級委員會

主任委員。 

2. 記者出身，2002 年起積極參與婦運，曾任  

首都波哥大市議員，特別關注家暴、性剝削

及性暴力議題，為婦幼、青少年與弱勢民眾

權益福址著力甚多，普受公眾肯定。 

Jenny De la  

Torre Córdoba 

 

1. 出身非裔，律師、社會學家及性別研究學者，

兼作家及詩人身分。 

2. 長年致力於提升哥國少數非裔族群權益， 

創辦相關基金會及組織，爭取政府資源，  

推動對非裔女性培力，並赴西班牙馬德里 

推動協助移民女性活動。 

3. 哥倫比亞 30 年歷史著名女權獎「Cafam   

傑出女性獎」（Premio Cafam a la Mujer）  

2018 年獲獎人。 

相關網路資源 

聯合國婦女署 

哥倫比亞分會

（ONU Mujeres 

COLOMBIA） 

http://colombia.unwomen.org/es 

波哥大市政府 

婦女局 

（Secretaria Distrital 

de Mujeres） 

http://sdmujer.gov.co/ 

哥倫比亞 

家福局 

（Instituto 

Colombiano de 

Bienestar 

Familiar） 

https://www.icbf.gov.co 

備註  

 

 

http://colombia.unwomen.org/es
https://www.i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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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 

 

地區 拉美 

國家（駐在地） 厄瓜多 

駐外館處 駐厄瓜多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 駐在國參與 CEDAW 進程： 

厄瓜多在 1981 年 11 月 9 日批准加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厄國首次 CEDAW 國家報告於 1982 年提出，爾後大致能維持   

公約要求每 4 年提出一次報告，最近一次於 2015 年 2 月間在   

日內瓦提出國家報告，厄國相關民間團體則公布影子報告，    

厄瓜多下一次國家報告預訂於 2019 年 3 月間提出。 

（二） 駐在國性別主流化議題之國際參與： 

聯合國婦女署（ONU Mujeres）前署長，智利前任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曾於 2012 年訪視厄瓜多，讚許厄國政府跨部門執行性別

平權近年來的工作成效。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7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厄瓜多以 0.724 積分在 144 個國家中

排第 42 名，較上（2016）年退步 2 名。另根據該報告評比，       

厄瓜多男女薪資差距指數為 0.577，排列第 100 名，遠較平均值

0.634 為低。 

（三） 駐在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及執行現況： 

厄國在 2008 年制定新憲法，進一步尊重性別平等公民權。      

其第 70 條及 331 條規定，政府須制訂並落實性別政策以保障   

男女在工作權等方面享平等機會，尤其需杜絕任何職場上的性別

歧視、騷擾與暴力。 
 

據 CEDAW 審查報告（CEDAW/C/EC/8-9）指出，厄國國會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間總共通過 80 項法案，其中 43 項設有 

符合兩性平等原則之條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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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國政府自 2010 年起於政府預算導入性別平等指標，進一步   

推動性別發展，從性別平等角度檢視公部門所提供服務，成效獲

得肯定。聯合國於 2013 年頒予“UN Public Service Awards”獎項。 
 

厄國政府於上（2017）年完成其推動 2014-2017 為期四年的    

「國家性別平等進程（ANMIG）」，以強化政府及公民之性別平等

意識，期間在性別平等法制建設方面通過「國家性別平等委員會

組織法」，設立國家性別平等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de Igualdad 

de Género）為最高行政機構，頗有建樹。 

 

（四） 女性參政現況： 

在拉丁美洲，厄瓜多屬於落實男女政治平權的先驅者，女性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早在 1928 年就已入憲。 
 

厄國在 2000 年制訂 Ley de cuotas，立法保障政治參與權性別   

平等，規範凡政黨複數候選人席次之女性提名人保障額度為

30%，並於每次相同屬性選舉時增加 5%，至 2008 年達到 50%     

為止。 
 

實踐上，厄國女性在 2017 年國會應選 137 席次中囊括近四成的

51 席次，且國會議長（2018 年 3 月改選）與第二副議長均為     

女性。此外，厄國總統莫雷諾並於今（2018）年任命前任傑出    

女閣員（María Alejandra VICUÑ A MUÑ OZ）出任代理副總統   

職務，後由國會票選真除，成為厄瓜多建國以來第二位女性     

副元首。 
 

（五） 女性政治意識培力： 

厄國司法部門之女性司法官受法定最低任命額為總員額 20%之

保障，爰該部門對所謂女性政治意識培力（empoderamiento de la 

función judicial）較能使力。 
 

目前厄國司法體系最高法院院長 María Paulina AGUIRRE 

SUÁ REZ 為首位女性最高法院院長，檢察總署副檢察總長 Thania 

Rosa MORENO ROMERO 亦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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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厄國 NGO 等社會第三部門雖頗活躍，但涉及女性政治意識

培力工作者尚不多見，倒是相關政治團體與學術單位較為積極，

經常與政府相關部門以及國際組織共同辦理論壇等活動。 
 

（六）性別主流化調查： 

依據厄瓜多國家性別平等委員會近年統計資料顯示，在經濟參與

和機會方面言之，都會區女性較鄉村女性同胞享有性別平權   

待遇，惟與完全平等仍有不小差距。 
 

在工時（含無償性家務/農務事）方面，都會區女性每週平均較   

男性超時工作 14 個小時，鄉村女性則為 23 個小時（女性佔 71%

的鄉村勞動力）。 
 

至於性別薪資待遇差距方面，調查顯示當男性酬勞為 100 單位

時，同工之女性平均薪資只有男性酬勞之 75%。 
 

在教育方面，每 100 名年紀介於 15 至 17 歲間之女性，僅 65 人

在高中就讀（65%的適學年齡在學率）。在文盲方面，廣大鄉村間

則仍有 28%的女性不識字。另據調查，每 10 名厄國女性中就有

6 位表示曾遭受性別暴力。 

（七）婦女職能發展訓練： 

厄國女孩有早婚現象，尤其鄉下更普遍，不利就業競爭。第一次

懷孕平均年齡介於 15 至 19 歲，每 10 萬名產婦中就有 87 人死於

生產（2012 年數據）。 
 

厄國擔任家庭幫傭女性 2007 年的月薪僅 80 美元，經連年調漲，

2018 年已提升為 386 美元，較 2017 年調升 11 美元，且得年支

14 個法定月薪。至於都會區婦女受教權普及率高，高中畢業後  

多能繼續升學，在職場也較有競爭力。 

（八）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立法消除性別暴力： 

厄國前於 1995 年頒布家暴防治法，復於 2014 年通過之新刑法

時，特別新增婦女謀殺罪（Femicidio），以加強法律對婦女人身 

安全之保障。 
 

厄國頃於 2018 年 2 月 5 日頒布「預防與排除女性受害法」，並  

陸續召開公聽會等論壇以強化社會共識，進一步保障女性人身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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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婦女與政治參與」講座 

檢視厄國女性賦權相關議題與數據，由 CIESPAL 國際智庫於 2018

年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天舉辦。 

2. 「預防與排除女性受害之法治建設」研討會 

進一步探討厄國落實兩性平權所面對之挑戰，由厄國國家性別平等

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 9 日召開。 

3. 「兩性經濟平權」國際研討會 

展望女性對經濟決策及事務參與之貢獻成果，首度由厄國中央銀行

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及 29 日召開。 

4. 紀念「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與「11 月 25 日-聯合國國際終止婦女

受暴日」 

厄國法務部歷年來均舉辦紀念與宣導性活動，透過一系列「女性與

人權」演講與電影放映等文化教育活動，宣導女性賦權等兩性平權

意識。 

重要婦權團體 

1. 厄瓜多女性行動倡導中心 

Centro Ecuatoriano para Promoción y Acción de la Mujer-CEPAM 

www.cepam.org.ec 

2. 厄瓜多全國女性論壇 

Foro Nacional Permanente de la Mujer Ecuatoriana  

   www.foromujeres.org.ec 

3. 厄瓜多微小企業促進基金會 

FUNDAMIC 

   www.fundamic.com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前總統 

Rosalía Arteaga 

 

FIDAL（拉丁美洲發展與統合）基金會主席，也是

厄國建國迄今唯一一位女總統。伊 1997 年離開   

政壇，義無反顧投身教育，創校辦學，歷年來舉辦

多項卓越教學活動，並積極推動平等受教機會，  

邁向社會公義。2011 年伊曾應邀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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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國會議員

María Cristina 

Kronfle Gómez 

 

AVANZANDO UNI2（團結向前） 基金會創辦人，

因幼時脊椎罹病導致下半身癱瘓，但仍奮發向上，

自助助人，20 歲當選成為國會最年輕議員。伊致力

於立法維護殘障人士之權利，以奠定人人平等之 

理念，成功推動於國會通過「殘障人士權益法」 

（Ley Orgánica de Discapacidades）。 
 

K 議員獲提報參加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2015 年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甄選入圍，親赴我國領獎。 

相關網路資源 

1. 厄瓜多 CEDAW 國家報告 

（聯合國工作語言版）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

?symbolno=CEDAW/C/ECU/8-9&Lang=en 

2. 厄國民間團體公布影子報告 

（西文版） 

http://www.informesombraecuador.com/single-

post/2017/09/09/Recomendaci%C3%B3n-General-No35-

Comit%C3%A9-CEDAW-sobre-violencia-de-g%C3%A9nero-contra-

las-mujeres 

3.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7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http://reports.weforum.org/pdf/ggi-2017/ggi_index_2017_ECU.pdf 

4. 聯合國婦女署-厄瓜多支部 

（西文網頁） 

http://www.onumujeres-

ecuado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frontpage&Itemid

=1 

5. 厄瓜多國家性別平等委員會 

（西文網頁） 

http://www.igualdadgenero.gob.ec/ 

6. 厄國國會 2018 年 2 月 5 日通過之「預防與排除女性受害法」 

（西文版） 

http://www.igualdadgenero.gob.ec/wp-

content/uploads/2018/02/REGISTRO-OFICI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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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CC%81NICA-INTEGRAL-PARA-PREVENIR-Y-

ERRADICAR-LA-VIOLENCIA-CONTRA-LAS-MUJERES.pdf 

備註 

綜觀厄國維護婦權之相關法令及措施相當可觀，近年來厄國婦權及  

平權亦有所提升，惟實際上厄國仍為男權社會，家庭暴力犯罪嚴重； 

尤其厄國百分之二十人口為原住民，自有特殊之婦權觀念，非依恃   

法令可改變。爰厄瓜多的性別平等及婦權狀況，難從通過的法律、公約

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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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性別平等資訊表 

 

地區 拉美 

國家 墨西哥 

駐外館處 駐墨西哥代表處 

性別平等 

主流議題 

（一）婦女工作權：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資料，2017 年墨國僅有 47%婦女人口  

從事全職工作，在同性質工作下，婦女待遇較男性少 18%，

爰墨「全國婦女機構」（Instituto Nacional de las Mujeres，為

聯邦層級機關，其主席為部長級官員）正全力推行男女   

同工同酬立法中。 

（二）婦女參政權： 

2013 年度通過之「選舉-政治改革」（Reforma Político-

Electoral）憲法改革案中，即設有「提名婦女候選人參與   

國會選舉之比例須為 50%，以促進婦女積極參政」之規定。

爰 2015 年當選並新上任之墨眾議院議員，女性眾議員已 

提高為占眾議院席次之 42.4%。 

（三）婦女受教權： 

墨國貧鄉地區女性為協助家計，女童入學比例（92.5％）較

男童比例（94.7％）為低，此已影響墨國（偏遠原住民鄉鎮

及落後地區）女性未來生涯發展與個人規畫，且不利於   

墨國整體國家經濟發展，爰墨政府亦正推動相關立法，以

破除墨國鄉鎮傳統「重男輕女」、「男尊女卑」之家族觀念，

並促進整體人口教育發展。 

全年有關 

性別主流化之 

重要活動 

1. 促進性別平等計畫 

（Programa Proequidad）: 

自 2002 年起，墨西哥「全國婦女機構」啟動旨揭計畫，       

每年編列預算以補助民間婦權團體推動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

措施。2016 年預計補助 161 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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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平等系統 

（Modelo de Equidad de Género, MEG）： 

自 2012 年起，墨西哥「全國婦女機構」啟動旨揭計畫，預計

於 2012~2018 年間於 墨國全境，推動婦女工作者與男性工作

者同工同酬待遇，以及對婦女工作者友善之工作場合認證等 

措施，並提倡改革勞工法，以賦予職業婦女更多權益及保障。 

3. 婦女暨環境保護計畫 

（Mujer y Medio Ambiente）： 

墨西哥「全國婦女機構」為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與環境」

（Sustentabilidad y Medio Ambiente）計畫，及因應婦女在墨國  

偏遠鄉鎮中係家庭經濟來源之現象，頃成立相關工作小組，以

推動偏遠地區婦女居民，發展生態永續性之小型企業及社區 

保護計畫，並整合婦女力量推動墨國環境永續發展工作。 

重要婦權團體 

1. ONU Mujeres México 

（聯合國性別平等及婦女強化機構駐墨西哥辦公室） 

2. Crea Comunidades de Emprendedores Sociales A.C. 

（墨西哥協助婦女成立社區青創企業之非政府組織） 

3. Equidad de Género, Ciudadanía, Trabajo y Familia A.C. 

（墨西哥全方面協助婦女生活發展之全國性非政府組織） 

傑出女性政要及 

婦權領袖 

姓名 服務單位、政績/理念 

Margarita Zavala 

de Calderón 

擔任第一夫人（2006-2012），期間曾致力於

慈善扶貧志業，現又脫離原屬國家行動黨

（PAN），以獨立人士身分出馬競選下屆

（2018-2024）總統，目前並已獲得有效連署

推薦簽名數，而正式宣布參選。 

Olga Sánchez 

Cordero 

前任墨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參與婦女墮胎

除罪化、保障婦女工作權立法等推動婦權 

重要法案。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