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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CEDAW教材 

一、案例名稱 友善水環境營造 

二、案例內容 

 

騎士社區裡有數名幼兒及行動不便的長輩，還

有一位身障婦女，社區附近的河川常常因暴雨

而造成淹水，前陣子終於通知將辦理整治並規

劃親水環境。社區裡的住戶都很期待未來將有

一休閒散步的好去處，尤其照顧幼兒與長者的

家庭主婦們更是樂見其成。孰料等工程做完後

才發現，雖然改善了淹水的情形，但是規劃的

親水環境僅有樓梯及幾盞照明燈，並無設置無

障礙坡道、路旁排水之人孔蓋間距過大，容易

讓高跟鞋或輪椅陷入，另外，在水邊警告標示

及安全措施也不完善，到了晚上更可能成為治

安死角，讓一些住戶們無法安心帶著行動不便

的長輩或推坐嬰兒車的小孩來此處遊憩，許多

人覺得不便也覺得非常可惜。 

三、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公佈資料，截

至 109 年 11 月底：臺中市男女人口性別

統計約為 138 萬人：143 萬人，比例約為



2 
 

49.13％：50.87％，顯示男女人口數雖然

差異不大，但是女性人口仍佔多數。 

（二）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公佈資料，65

歲以上人口，107 年 11 月底約 33 萬人，

108年 11月底約 35萬人，109年 11月底

約 38 萬人，顯示社會老年族群正逐年增

加。 

（三）另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09年第 3季統

計資料：身心障礙者人數約為 12 萬，佔

當時總人口約 4.54％，其中男女人口比例

約為 55.87％：44.13％，0歲～14歲人口

約 5 千人，15 歲～64 歲人口約 6 萬 9 千

人，65歲以上人口約 5萬 2千人。顯示身

心障礙者為少數族群，故社會更應重視其

需求。 

河川治理工程主要目標為改善排水、水質及提

升周邊民眾居住品質及環境衛生，近年來隨著

都市發展、城市內高樓林立、綠地稀少，致使

河川整治亦配合河道景觀再造，以提供民眾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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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使用，相關建設效益及資源為全市民共享，

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或族群皆可使用。 

惟考量使用者包括高年齡層長者、身心障礙

者、低年齡層孩童及親子共遊等不同類型，故

政府仍應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積極採取一

切必要的法律及措施來規劃配置水岸景觀空

間。 

四、CEDAW 法條、一

般性建議、相關法規

依據 

（一）水利法第 49 條：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

防水、引水、蓄水、洩水之水利建造物及

其附屬建造物，應維護管理、歲修養護、

定期整理或改造，並應定期及不定期辦理

檢查及安全評估。 

（二）CEDAW 第四條/1.：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

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

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

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

準；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

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三）CEDAW 第七條/（b）：應保證婦女在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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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等的條件下，參加政府政策的制訂及

其執行，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執行一切

公務。 

（四）CEDAW第十三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

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

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

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c）參與

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

利。 

（五）CEDAW 一般性建議 9：建議各締約國盡力

確保其負責規劃全國人口普查和其他社

會、經濟調查統計部門編制的調查問卷，

在絕對數字和百分比方面均按性別劃分

數據，以便相關使用者得依其興趣獲得特

定部門的婦女狀況資料。 

（六）CEDAW一般性建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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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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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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CEDAW一般性建議 23/2：重申婦女參與決

策的重要性：「確信一國的充分和完全的

發展，世界人民的福利以及和平的事業，

需要婦女與男性平等充分參加所有各方

面的工作」。 

（八）CEDAW一般性建議 23/16：研究結果指出，

如果婦女參與的比例能達到 30%至 35%(一

般稱為「臨界人數」)，就會對政治方式

和決定內容產生實際的影響，使政治生活

充滿新的活力。 

（九）CEDAW 一般性建議 25/27：締約國在實施

暫行特別措施以加速實現婦女事實上或

實質平等時，應分析婦女在所有生活領域

以及特定、有針對性領域中的狀況。締約

國應評估暫行特別措施對國內特定目標

的潛在影響，並採取其認為最適當的暫行

特別措施，以加速實現婦女事實上或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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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十）CEDAW 一般性建議 27/35：締約國應確保

氣候變遷和減災措施能回應性別並具備

敏感度，以照顧高齡婦女的需求和脆弱

性。締約國且應協助高齡婦女參與關於氣

候變遷的緩解，以及適應問題的決策。 

（十一）CEDAW 一般性建議 28/10：締約國有義

務避免透過作為或不作為導致對婦女的

歧視；以及具有對歧視婦女的行為作出正

當反應的義務，不論此作為或不作為是否

由於國家或私人行為所造成。以下情況皆

可能發生歧視：締約國未採取必要的立法

措施，確保婦女充分實現其權利；未制訂

旨在實現男女平等的國家政策；未實施相

關法律等。此外，締約國承擔以下國際責

任：創建並持續改善統計資料庫；對一般

歧視婦女和歧視特定弱勢族群婦女的所

有形式進行分類。 

（十二）CEDAW一般性建議 37/31/（b）：建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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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機制，保證地方、國家、區域和國際在

制訂關於減少災害風險和氣候變化的措

施時，婦女和女童權利是一項主要考慮因

素。必須採取措施，確保在平等基礎上，

優質基礎設施和關鍵服務對所有婦女和

女童可利用、可獲得並在文化上是可接受

的。 

（十三）CEDAW一般性建議 37/36/（b）：制訂方

案，通過民間社會組織等，特別是婦女組

織，確保婦女在各個不同層級參與政治生

活，發揮領導作用，特別是在地方和社區

規劃、氣候變化、備災、救災和恢復背景

下。 

（十四）CEDAW一般性建議 37/42/（b）：採取各

種措施，比如關於減少災害風險和氣候變

化的國家綜合戰略與計劃，明確把性別平

等視角納入其方法之中，以改善部門之

間，包括災害風險管理、氣候變化、性別

平等、衛生保健、教育、社會保障、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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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城市規劃等部門之間的協調。 

五、改善措施 （一）辦理專案工程規劃審查會議時，人員組成

除以學歷及專業證照為主要考量外，任一

性別比例應達 1/3以上，以提供不同性別

者之看法及需求。 

（二）工作計畫期間應適時召開地方說明會，並

廣泛邀請民眾、NGO團體、婦女團體、身

障團體或老人團體等不同性別、組織參與

討論並提供意見。 

（三）辦理與民眾溝通之活動時，應考量不同背

景者之參與需求，採多元時段及多場次辦

理，並視其需求提供相關交通接駁、臨時

托育等友善服務。 

（四）因應不同性別、族群及年齡層民眾之需

求，例如：規劃使用止滑性較佳之無障礙

坡道、人孔蓋施作應注意間距避免高跟鞋

或輪椅陷入、加強水岸空間之燈光照明及

警示措施、消除空間死角、增設緊急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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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等，以增加長輩、婦女、孩童或身障

人士使用之安全性。 

（五）工程完竣啟用後，應持續追蹤使用情況、

統計實際至當地遊憩之人口數量與性別

數據，並進行滿意度調查，以利適時檢討

友善措施有無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