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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有關婦女社會安全保障，CEDAW委員會特別重申必須實踐經社文委員
會關於高齡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經社文公約》第6號一般
性意見及關於社會保障權的《經社文公約》第19號一般性意見之承
諾。其亦特別關心無酬勞動婦女、身心障礙婦女、高齡婦女、產婦
等之社會安全。對於台灣而言，可以努力提升女性參與農業合作社
的比例，台灣婚姻移民取得公民權的條件並未能適當保護其國籍權
利，原住民族女性勞動條件與經濟所得較低等，都應該面對。

中文關鍵詞： 婦女社會安全、《消除對婦女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婦女歧視
委員會、尊重權利、保護權利、實現權利、國家責任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CEDAW 與婦女社會安全權利保障 

 

廖福特 

 

一、CEDAW與社會安全 

CEDAW當中有關社會安全的規定，主要為第 11條第 1項第 e款及第 14條

第 2項第 c款。其中，第 11條第 1項第 e款規定要求締約國讓婦女在男女平等

的基礎上「享有社會安全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失能和老年或在

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以及享有帶薪假的權利。」第 14 條第 2 項第 c 款

規定則是要求締約國讓農村地區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從社會安全方案直接

受惠」。下面會從 CEDAW當中社會安全的一般原則開始說明，配合相關一般性

建議探討之，然後提及台灣的實踐，並將重點放置在特定婦女群體，包括農村婦

女、外籍配偶及原住民婦女。 

（一）一般原則 

CEDAW 委員會特別重申必須實踐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高齡人

口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經社文公約》第 6號一般性意見及關於社會保障權

的《經社文公約》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之承諾。1而在《經社文公約》第 19 號一

般性意見，經社文委員會闡述婦女社會安全保障之一般原則，其認為締約國「必

須規定男女平等的強制退休年齡；確保婦女能夠在公共和民營養老金計畫中領取

同等的津貼；確保婦女享有適當的產假，父親享有陪產假以及男女都能享有育嬰

假。關於將福利與繳費掛鉤的社會保障計畫，締約國應該採取措施消除妨礙婦女

向這些計畫繳納同等數額保費的因素（例如由於家庭責任而無法連續工作以及不

公平的薪資收入），或者確保這些計畫在制定福利方案時考慮這些因素（例如在

確定養老金福利時考慮到撫養子女期間或者照顧成年家屬期間）。男性和婦女在

平均預期壽命方面的差異也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在提供福利方面的歧視（特別

是在發放養老金方面），因此在制定計畫時應該予以考慮。非繳費性計畫也必須

考慮到以下事實：婦女比男性更加可能生活在貧困之中，而且往往單獨承擔養兒

                                                 

1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7號，第 3段。 



育女的責任。」2 

經社文委員會認為，諸多行為例如「故意制定不符合核心義務規定的倒退性

措施；正式廢除或中止為繼續享有社會保障權利所必需的法律；積極支持第三方

所制定的不符合社會保障權利的措施；根據居住地點規定處於弱勢的和被邊緣化

的個人在申請社會援助福利時必須符合的不同條件；積極否定婦女和特定個人或

團體的權利。」3都會侵害婦女之社會安全權利。 

（二）不同類型婦女保障 

CEDAW委員會特別關注幾種類型婦女之社會安全保障，第一是無酬勞動婦

女，CEDAW 委員會認為，「各締約國有高比例的婦女未能獲得薪酬，而社會保

障和津貼多半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所享有；並從所遞交的報告中發現普遍未提及

家庭企業中的女性無以獲取薪資等問題。無酬勞動是剝削婦女的一種形式而有悖

於 CEDAW。」4因此 CEDAW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在家庭企業

工作但未獲薪酬的婦女，得享有社會安全及社會福利。5
 

第二是身心障礙婦女，CEDAW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定期報告中提供資料，

介紹身心障礙婦女的情況和為解決其特殊情況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為確保其能同

樣獲得教育和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參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等各

方面所採取的措施。」6 

第三是高齡婦女，CEDAW委員會特別重申必須實踐經社文委員會關於高齡

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經社文公約》第 6號一般性意見及關於社會保障

權的《經社文公約》第 19號一般性意見之承諾。7而在《經社文公約》第 6號一

般性意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認為，根據經社文公約第 3條，各締約國應

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因

而經社文委員會認為，各締約國尤其應注重經常處於困境的高齡婦女，因為她們

將其終身或其生命的一部分時間用於操持家庭，而未能從事使她們能享有老人年

金的報酬活動，而且也無法享有寡婦津貼。因而各締約國應建立起免繳費式老人

年金或其他援助，不論性別幫助所有到達國家立法具體規定的年齡而沒有任何收

入的老年人。鑒於婦女預期壽命較長，而且高齡婦女通常免繳費式津貼，婦女將

                                                 

2 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19號，第 32段。 

3 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19號，第 64段。 

4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16號。 

5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16號，第 c點。 

6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18號。 

7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7號。 



成為主要的受惠者。8 

第四是產婦，經社文委員會在《經社文公約》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表達其意

見，其認為《經社文公約》第 10條明確規定：「工作之母親應享受照給薪資或有

適當社會保障福利之休假」。因此「應該讓所有婦女都享有給薪產假，其中包括

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婦女；應在適當時期內發放津貼。應該向婦女和兒童提供適當

的醫療福利，其中包括酌情提供產前、分娩、產後護理，9並在必要時提供住院

期間的護理。」10 

而在 Cecilia Kell v. Canada
11一案，當事人為原住民婦女，她與伴侶住在專供原

住民使用的住房，其伴侶對當事人動輒打罵，後來其伴侶在未告知當事人的情況

下在租賃契約中去掉當事人的名字，甚至更換門鎖，不讓當事人入門，導致當事

人無家可歸。當事人認為，加拿大政府未能確保其機構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對農村地區婦女的歧視，尤其是考量到她的具體狀況。此外，加拿大政府未能確

保其機構執行有關男女公平分配住房及提供適足生活條件的政策及程序。不過

CEDAW 委員會認為，收到的資料未表明她遭受的歧視行為與她來自農村相關，

也未表明她不得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區 Rae-Edzo 社區的另一房屋，因而認定沒

有違反 CEDAW第 14條第 2項。 

二、台灣實踐 

（一）農村女性 

農業中的女性勞動者在生產與家務上受限多於男性，在缺乏尊嚴工作的勞動

環境從事低技術、季節性、低薪的工作，CEDAW也申明其特殊性，身兼數職與

工時受到農業型態的影響，可能將女性引向更破碎化、彈性化的工作模式。相同

的特點是長時間、高強度、時間不規則需配合農業型態（作物類別、耕作類型），

從事農務同時兼顧家務（為了配合兼顧農務與家庭的需求，也是地區聚落因應經

濟發展出住家在工作場域的特色）、經濟收入不穩定，家戶收入除非分家或長輩

不再，才由女性勞動者掌管，否則家庭經濟權仍掌握在長輩手中。12 

                                                 

8 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6號，第 20、21段。 

9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指出，國際勞工組織第 183 號公約《保護生育》（2000）規定，

產假不得少於十四週，其中包括六週產後強制性休假。 

10 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19號，第 19段。 

11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mmunication No. 19/2008, 

Cecilia Kell v. Canada, 28 February 2012. 
12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CEDAW替代報告：檢視台灣非正式經濟婦女勞動概況〉，



在審查 CEDAW初次國家報告時，有專家認為，台灣政府提供農村婦女家政

訓練很好，因為家事處理的技能可以作為謀生的另一選擇，注重發展園藝、烘培、

烹飪等的技能是鄉村發展觀光事業的關鍵。老年農民有三千元的津貼，然而，台

灣可在報告中提供擁有自有地農民人數，包含男性與女性，因為土地擁有權能大

為強化獲得貸款的能力。其亦認為，台灣可以努力提升女性參與農業合作社的比

例由 20％至 30％、35％，甚至 50％。13
 

（二）外國籍配偶歸化 

依據我國《國籍法》之規定，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

後，再等待一段行政作業期間，方能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此一制度設計原已

造成無國籍者產生，實務上又屢屢發現，許多外籍配偶在放棄母國國籍後，才被

行政機關發現不符合國籍法歸化之要件，因而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或雖已取

得中華民國國籍，又被撤銷許可。再加上許多原屬國之法規設計，如越南、馬來

西亞，其國民在放棄國籍後，皆不得申請回復原國籍。使得外籍配偶淪為無國籍

人，進而影響到自由遷徙、參政、工作、社會保險、社會福利權利。據稱至 2013

年 7月為止，在我國因歸化而淪為無國籍者，至少就有八十七人。14而我國社會

福利、社會保險及權利行使，皆與取得我國國籍息息相關，使得女性外籍配偶為

求融入我國生活，並享有相關之社會保障，必須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放棄原屬

國國籍。15
 

審查 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時，審查委員會關切在台灣婚姻移民取得公民

權的條件並未能適當保護其國籍權利。女性婚姻移民（不包括來自中國、香港與

澳門），於申請歸化時均必須放棄其原國籍。如果她在歸化前離婚，或是她未通

過歸化測驗，她的居留證將被取消，並被要求必須在短期內離開台灣。這將使她

成為無國籍狀態。她的孩子如果未被丈夫認可，將同樣會變成無國籍狀態。審查

委員會亦關切即使在她歸化以後，如果這五年婚姻期間有刑事紀錄，她的公民資

格將被撤銷。審查委員會進一步關切，即使歸化的財力證明已有某種程度上的放

寬，但這些規定仍未普遍的被地方政府運用。16
 

                                                                                                                                            

2013年，頁 5。 

13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台灣）初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建議

一覽表。專家 Dr. Anamah Tan提出。 

14 台灣人權促進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二條反歧視原則—政

府性別平等機制不足、與女性外籍移民／工之人權侵害影子報告〉，2014年，頁 8。 

15 同上註。 

16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中華民國（臺灣）第 2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



因而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修正國籍法（由內政部主辦，勞動部、衛福部協辦

17），在婚姻移民取得台灣國籍之前，不可要求外籍配偶放棄其原屬國籍。審查委

員會也建議，對於丈夫死亡、失蹤或是被丈夫施暴的妻子，應被允許留在台灣、

可有工作許可以及必要的社會保險措施。外籍配偶歸化後，除非是假結婚，不會

因為犯罪而被撤銷台灣國籍。審查委員會另外要求有適用於全台灣的放寬財力證

明的統一申請表格。18
 

（三）原住民族女性 

原住民族女性勞動參與率高於全國平均，但勞動條件與經濟所得較低。2013

年年底進行的一項針對人權指標的小型調查，也顯示原住民族女性未充分就業的

現象非常嚴重。同一調查也發現，原住民族女性的工作許多是時薪（例如排荖葉）

與日薪（例如建築工作）工人，雇主未提供勞工保險與健康保險保障，其中許多

人也因經濟因素未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因此原住民族女性面臨社會保障不足的問

題。19
 

肆、結論 

本章討論婦女之社會安全議題。CEDAW委員會特別重申必須實踐經社文委

員會關於高齡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經社文公約》第 6號一般性意見及

關於社會保障權的《經社文公約》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之承諾。其亦特別關心無

酬勞動婦女、身心障礙婦女、高齡婦女、產婦等之社會安全。對於台灣而言，可

以努力提升女性參與農業合作社的比例，台灣婚姻移民取得公民權的條件並未能

適當保護其國籍權利，原住民族女性勞動條件與經濟所得較低等，都應該面對。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0段。 

1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中華民國（臺灣）第 2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

總結意見與建議分工表，頁 6。 

1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中華民國（臺灣）第 2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0段。 

19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Lima 台灣原住民青年團、台灣國際醫學聯盟，〈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審議原住民族影子報告〉，2014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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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1 1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2 2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1 1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出版：廖福特，＜健康權與社會安全＞，收錄於張文貞、官曉薇(執行主編
)，《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
究中心，2015年8月，401至428頁。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報告呈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1條及第14條婦女社會安全之
內涵，其內容是國內學術界尚未探討之處，因而本報告可作為學術界討論婦女
社會安全保障之基礎。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已於2012
年生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有國內法效力，各級政府機關均應
適用之，因而本報告可作為國內各機關適用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