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農村婦女接受培訓機會
農業發展科、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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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
稱CEDAW），並於1981年正式生效，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
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改變男女的社
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
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b）保證家
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
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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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締約各國應考慮到農村婦女面臨的特殊問題和她們對家庭生
計包括她們在經濟體系中非商品化部門的工作方面所發揮的重
要作用，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證對農村婦女適用本公約
的各項規定。

 2.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農村婦女的歧視，保
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參與農村發展並受其益惠，尤其是
保證她們有權：

（d）接受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訓和教育，包括有關實用
讀寫能力的培訓和教育在內，以及除了別的以外，享受一切
社區服務和推廣服務的益惠，以提高她們的技術熟練程度。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第十四條(農村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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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6 號
一般性建議(女童和婦女受教育權)
教育是基本人權。

教育的人權框架包括受教育權、教育範圍內各項權利及通過教育
實現的權利三個層面。

受教育權：透過實體環境無障礙、技術上無障礙和經濟上無障礙
的排除並採取具體措施，確保女童和婦女獲得高品質教育的權利。

教育範圍內各項權利：應解決因父權思想、習俗和結構造成女童
和婦女在教育機構中經歷的缺乏尊重和尊嚴之現象。

通過教育實現的權利：透過教育增加婦女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進
程及所有部門決策性職位的平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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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實際上，農村婦女受教育權是否不均？
離開學校後，如何維護農村婦女受教育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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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教育程度明顯提高：小學及以下由56%降至34%。
二、女性大專及以上比例已接近男性。但仍不均。
三、離開學校後，如何維護農村婦女受教育權利？->提高接受培訓機會



推動性平措施1-
推動農村婦女進入農會家政班
農會「家政班」為農業推廣體系的重要環節，家政教育的最大宗旨
就是要讓農家的生活變得更好。

本市轄下共有10間農會(1間市農會、9間區農會)，家政班員總人數
截至110年10月底共計2,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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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家政班培訓主要分為技能類、
生活類及性平類。

逐漸增加婦女參與經濟活動課程，
如「在地農特產加工研習」、「農
村婦女巧藝研習」等。

 109年、110年共辦理13場次、324
人次參加性別平等宣導課程，透過
課程宣導，可幫助家政班員們於家
庭及工作職場，提升女性意識。

家政班成員擔任農會經營決策要職
包含(正(副)小組長、代表、理事及
監事等，於13屆共有27人，第14屆
有30人。(增加3人)

課程
(班) 109年 110年 總計

生活類 52 46 98

技能類 20 22 42

性平類 6 7 13

合計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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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農民為農業推廣體系的傳承，青年農民回鄉的最大宗旨就是要讓
農業永續，提升生活品質。

 台北市農會自103年6月輔導成立臺北市青年農民聯誼會，協助18到
45歲在地農民及農家第二代面對從農過程中的困境、增強農業經營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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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平措施2-
推動本市青年農民回鄉，培養女性參與青農組織



 目前會員數已達170人，其中第三屆女性會員數為65人，第四屆女性
會員數為69人

 多年來持續辦理經驗交流、研習講座及農園實地輔導診斷等活動，強
化組織與整合資源環境，第1、2屆會長由女性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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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參加會員人數 幹部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第1屆青農聯誼會 76人 54人 3人 2人

第2屆青農聯誼會 76人 54人 3人 2人

第3屆青農聯誼會 85人 65人 3人 1人

第4屆青農聯誼會 101人 69人 4人 1人

推動性平措施2-
推動本市青年農民回鄉，培養女性參與青農組織



本市青年農民教育程度成長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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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平措施3-
推動性平教育納入農會考核項目

本市另獎勵實施推廣性平教育之農會，依據農會考核辦法第2
條規定，農會協助辦理農村性別平等相關訓練，則依年度農會
考核納入其計分項目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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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性平措施4-
鼓勵未來農業政策、組織納入性平措施
 宣導本市家政班所辦之各式課程：鼓勵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共同參與。

 農業產銷班性別平等推動工作案，決定：110年 6 月 3 日發布修正
「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考量農村家庭成員共同經營，並平
衡班員性別比率，放寬農作類農業產銷班共同經營之配偶，或直系血
親且屬不同性別者，得兩人參加。

本局預計宣傳產銷班班員放寬每戶申請加入產銷班人數之限制，以鼓勵
不同性別加入農業產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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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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