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自製CEDAW教材

新北女力防災手冊



前言
近年來在性平教育的持續深耕及時代的演

變下，打破以往大眾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及舊思

維，其高可塑性以及無限的發展潛能，讓女性不

斷在各領域中發光發熱，當然，女性謹慎細心的

特質及敏銳的觀察力，更儼然成為家中安全的守

護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為災害防救之主責機關，

因女性女力不容忽視，本局為增強女性備災能力，

鼓勵女性加強自身防災能力，並加入防災行列，

將防災落實於生活中，爰自製本次CEDAW教材。

《新北女力防災手冊》與CEDAW的關聯表

現在，兩者都致力於提升婦女的地位，保障婦女

在災難中的安全和尊嚴，並促使婦女積極參與防

災與災後重建工作。通過這樣的方式，女力防災

手冊不僅符合CEDAW提倡的性別平等原則，還

具體化了如何在災難情境中落實這些原則。



CEDAW的延革

國際：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

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

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

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

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

「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state)簽署

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189個國

家簽署加入。

國內：

立法院於2011年5月20日通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自2012年1月1日起

施行。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相關CEDAW條文與建議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3條（推動婦女享有人權與基本

自由）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

社會、經濟、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

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以

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

權和基本自由。

CEDAW要求締約國保護婦女的各項基本

權利，在災難情境中，婦女的基本權利尤其

容易受到威脅。《新北女力防災手冊》則提

供了具體的指導，幫助婦女在災難期間保障

自身權益，譬如一氧化碳中毒應變、預防瓦

斯漏氣秘笈等，這些措施有助於保障婦女在

災難的基本生存與尊嚴。



相關CEDAW條文與建議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5條（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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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女力防災手冊》與CEDAW第5條

的關聯，體現在兩者都致力於改變性別刻

板印象，尤其是挑戰將婦女視為災難中的

弱者或依賴者的觀念。手冊通過強調婦女

在防災中的積極作用，促使社會重新認識

婦女的能力和貢獻，從而有助於實現

CEDAW第5條所要求的文化與社會角色改

變，達到消除性別歧視的目標。



相關CEDAW條文與建議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一般性建議第3號（教育和宣傳活動）

各締約國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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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性建議第３號要求締約國採用教

育及宣傳活動，以改變性別刻板印象和文

化習俗。《新北女力防災手冊》通過宣導

婦女在防災中的平等參與，促使社會認識

到防災不應該是單純男性的領域，它不僅

針對婦女提供教育和防災技能培訓，也鼓

勵社區和媒體進行宣傳，推動全社會對婦

女在防災中的角色認識發生變化。這樣的

教育和宣傳活動不僅有助於婦女自身的能

力提升，還能改變社會對婦女參與防災工

作的觀念，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相關CEDAW條文與建議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一般性建議第26號（女性移工）

各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女性移

工，包括在其社區內不受歧視並享有平等權利。

在CEDAW中，並未專門針對「新住民」

這一特定群體做出獨立的條文規定。然而，

一般性建議第 26 號專門談到移民婦女的情

況，指出移民婦女面臨的特殊挑戰，包括

語言障礙、合法身份、經濟依賴等問題，

並呼籲締約國在制定政策時要特別關注這

些問題，確保移民婦女的平等待遇和權益

保障。 《新北女力防災手冊》所提供針對

新住民的具體指導和資源，正是對第26號

建議的實際落實，手冊中提供的措施可以

提升新住民在防災中的參與與領導能力。



相關CEDAW條文與建議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一般性建議第2７號（高齡婦女及其人權）

各締約國應將高齡婦女的處境問題納入其關

於公約執行情況的報告中。惟有充分尊重和保護

高齡婦女的尊嚴、完整性和自我決定的權利，方

能實現消除對高齡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一般性建議第27號專門探討了高齡女

性面臨的問題，強調需要消除年齡歧視，

確保高齡婦女能夠享有平等的生活質量和

社會參與，以尊重和保護其尊嚴。 《新北

女力防災手冊》提供的防災應變不僅適用

於高齡婦女，亦有針對其經濟保障等方面

的指導（詐騙防範） ，這些措施有效地回

應了CEDAW對高齡女性問題的關注，並有

助於實現性別平等與婦女的全面發展。



性別統計分析(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係經由不完全燃燒產生，其濃度與

現場通風環境及燃氣熱水器使用時間呈正相關，

分析一氧化碳中毒案件以女性人數相對高於男性，

研判女性受洗澡習慣及時間影響導致一氧化碳中

毒發生率較高，民眾應多留意家人洗澡情形，如

發現洗澡時間過長且無動靜或發出異聲（如跌倒

或碰撞聲）時，應主動前往關心狀況，以避免憾

事發生。除此之外，女性相對男性平均有較長時

間、較高的人口比例待在家中，是首當其衝的高

風險群。爰此，我們盼提升女性自助防災知能，

減少災害帶來的傷害。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總計

緊急救護急救送醫人數:

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女)
51 40 23 14 24 92 23 8 9 284

緊急救護急救送醫人數:

疑似一氧化碳中毒(男)
56 34 19 16 37 59 14 14 2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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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急救送醫人數:

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女)



性別統計分析(瓦斯洩漏)

在台灣有關女性使用瓦斯器具的時間較久的

性別統計數據，並沒有明確針對此特定主題的研

究。然而，從家務分工和能源使用的性別角色分

析中，可以推測女性可能因為在家務勞動中扮演

主要角色，尤其是烹飪，導致她們在使用瓦斯器

具的時間上可能較男性長。

此外，能源局的報告也指出家庭中的能源消

費習慣常與女性的家務活動密切相關，根據調查，

家庭中瓦斯的使用在住宅碳排放中占16.3%，是

直接能源消耗的一部分。女性通常在家庭中從事

更多與烹飪相關的活動，因此使用瓦斯器具的時

間更長。



角色介紹

媽媽角色代表一般家庭主婦：根據108年

度新北市婦女需求調查報告書，新北市15-64

歲婦女中，92.9%婦女需要無酬做家務，每日

平均花費時間為1.2小時至3.2小時；23.1%婦

女需照顧未滿12歲兒童，每日平均花費時間

為3小時至4.8小時；8.7%婦女需照顧65歲以

上家人，每日平均花費時間為1.5小時至3.5小

時，研判女性位於家中時間較長，存在較高風

險。

婆婆角色代表身心障礙婦女：2023

年底季新北市身心障礙人口中，男性為9

萬9,028人, 佔新北市男性總人口5%；女

性為7萬9,855人，佔新北市女性總人口

3.8%。男女分別較111年底增加2.15%

及 3.6%。



角色介紹

小嬸角色代表新住民婦女：新北市近十年

新住民人口呈逐年增加趨勢，新北市112 年底

戶籍登記新住民人口數男性為1萬 4,497人，女

性為10萬1,376人，女性為男性的6.99倍。男

女分別較111年底增加894 人(增幅6.57%)、

2,259人(增幅2.28%)。其中大陸港澳地區性比

例 (男/百女 )為12.09，東南亞地區性比例為

5.39，其他地區性比例為110.87，國籍別為大

陸港澳及東南亞地區者以女性居多，其他地區

則性比例較平衡。

女兒角色代表幼年人口：新北市112

底戶籍登記女性人口中，幼年人口(0-14

歲)結構比為10.64%，青壯年人口(15-65

歲)69.84%，老年人口(65歲以上)19.53%，

分別較111年底減少0.22個百分點、0.87

個百分點及增加1.09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