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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
之性別平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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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位處水災高風險區位，期以透過非工程措施全面推動「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建立與運轉，以社區基層為主體整合社區內、外資源，

藉由災害與防救災相關知識與技術的學習，整合社區組織力量及資

源，激發民眾建立防災意識，提昇社區「抗災、避災、減災」之預

防措施，除能在災害發生初期快速進行關鍵應變降低災害損失，並

在後續也能迅速參與推動重建，甚至在透過平時減災措施下，減低

災害發生的機率和可能發生災害的因素。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的宗旨符合CEDAW政策措施(第2條)略以：採

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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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 E DA W緣起 1 / 3

聯合國大會於民國 68 年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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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之一，於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

並於 1981 年正式生效，地位相當於國際婦女憲章。

我國於民國 100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女性生活各領域全方位的權益保障即是各級政府機關政策推動的重

點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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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C E D A W緣起 2 / 3

 CEDAW第7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
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
條件下。

第23號一般性建議：政治和公共生活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
本國政治和公眾事務中對婦女的歧視，
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性立於平等條
件下(C)參與有關本國公眾和政治事務
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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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C E D A W緣起 3 / 3

第3號一般性建議：教育和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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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行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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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CEDAW核心概念1/3

CEDAW有三項核心概念,分別是:
(一)禁止歧視：

包括禁止1.直接歧視 2.間接歧視 3.多重歧視。
(二)實質平等：

CEDA要落實的是實質平等,而不僅止於法律上的形式平等。實質平等
包含提供與取得機會的平等以及結果的平等。
所謂機會的平等是指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機會,但如果女性沒有取得
的管道,僅提供機會是不夠的。因此,女性與男性必須有平等獲得國
家資源的機會,通常可以透過保障婦女權利資源的法律架構、機制和
政策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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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CEDAW核心概念2/3

(三)國家義務：
消除歧視與保障婦女人權是國家的義務。在方法上,不僅在法律上
要求實質平等,在資源的分配上,也必須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具
體措施涵蓋公私部門、組織、個人的所有領域,也包括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公民與其他作為。

(四)補充說明：
1.推動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女性參

加相關課程意願，並制定鼓勵女性參與決策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由女性實際進入決策層面，推行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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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CEDAW核心概念3/3

(四)補充說明：
2.推動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女性參

加相關課程意願，並制定鼓勵女性參與決策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由女性實際進入決策層面，推行性別平等。

3.提昇女性參與防災決策組織。
4.建立性別友善的社區防災組織編組及工作項目。
5.全年度社區防救災組織決策者比例，目標為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
三分之一，並以提升任一性別比例至不低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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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CEDAW之落實應用1/3

一、目標：調查瞭解女性在減災與調適計畫中的角色需求與貢獻，研
擬在地社區的防災策略。

二、辦理方式：預定辦理全年度推動防災社區，每社區預定辦理1~2場
(依實際推廣社區狀況調整)。

三、參加對象：本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社區全體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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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CEDAW之落實應用2/3

四、預期效益：
(一)推動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女性參

加相關課程意願，並制定鼓勵女性參與決策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由女性實際進入決策層面，推行性別平等。

(二)提昇女性參與防災決策組織。
(三)建立性別友善的社區防災組織編組及工作項目。
(四)因防災社區決策層級，男性決策人數比例較高，將持續鼓勵女性

參與災害議題決策或管理組織，朝向促進防災性別平等決策意識
融合及社區救災關注範疇更臻完整等目標，目標為任一性別比例
不低於三分之一，並以提升任一性別比例至不低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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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CEDAW之落實應用3/3

五、工作內容：
整合社區內、外資源，激發民眾建立防災意識。提昇社區抗災、
避災、減災之預防措施。凝聚社區自主防災力量，建立社區自主
防災組織，強化防災緊急聯絡網。推動水患防災資訊普及化，加
強民眾自主防災能力。體驗環境現況，激發民眾水患自主防災意
識之認同，形成愛鄉護土之行動。培訓防災社區專業人才，協助
辦理推動防災及建立復原共識。於課程中融入性平宣導、社區防
救災編組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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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1.創新度：針對女性提供社區組員培訓課程機會。
2.難易度：推動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女

性參加相關課程意願。
3.重要性：學習防救災相關知識與技術，建立防災意識，提昇社區「抗

災、避災、減災」能力，以利於災害發生之際「自救、互
救」，即時進行疏散避難降低災害傷亡，並能迅速推動重建，
進而發展「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安全永續社
區，達到全民防災觀念之建立落實。

4.範圍：每年度持續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並鼓勵女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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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不管在學校、職場、社會，或
是家庭中，決定一個人能做什麼、不能做什
麼，是因為其能力、態度與人格特質，而不
是因為「性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