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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會 女人有地位 
 

●陳來紅／台灣女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家認同問題與共同生活品質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正確態

度，嚴重的分歧下，舉國人民任由政治人物操弄，卻從未認真討論與探索，一是我們到

底有什麼生計與要什麼樣的生活品質？二是我們要有什麼國家機會與如何共同面對國際

處境？什麼樣的生計與生活品質可以藉由政策實現？什麼樣的國際機會與處境可以如何

改善？ 

  做為台灣住民的一份子，如果與同文同種的中國，可以如台灣如此自由民主的這種

前提下，並且能夠尊重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對於是否統一？個人認為在全民自決公投

下，都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同時這也是進入聯合國的必要條件。問題是這都需要時間與

成熟的條件才能解決，而非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以個人意識或政黨意識就能決定。不幸

的是這樣的聲音與意見被埋沒，被簡化於統＆獨、藍＆綠，較容易操控群眾仇恨的情

緒，不幸的是民眾的獨立思考水平尚未普及，很容易受有立場媒體操弄，台灣永無寧日

付出的代價是家庭失和、親友疏離、族群衝突令人扼腕。 

  幸解嚴二十年來，社運蓬勃發展。多元的社運者有幸走出去參與國際社會，各自瞭

解當妳代表台灣出去時，更能區分國家認同的問題，台灣做為獨立國家的事實已經過半

百，只是中國的阻擾與內部意願的差異。越是參與國際越是要強調國家的自主性，也明

白此刻台灣有自己選舉的治國者，有自己的政府與法律、稅收、制度的事實，因此，大量

的參與國際社會有助於全民對國家自我認同的一致，也有助於台灣國家爭取聯合國會員認

同的一致，「台灣有機會、女人有地位」全然是印證「水漲船高」的道理。反之，台灣

國家給女人機會參與國際，提升台灣女人在聯合國的地位，台灣不就更有機會嗎？ 

二、四位台灣女人的國際經驗 

【洪馨蘭】1972年出生於彰化，成長於台北；目前定居美濃，與夫婿育有二子。從事農

村社區運動與人類學研究相關工作。 

  國際參與經驗摘要如下： 

 Apr. 18-23, 2008 / 財團法人好鄰居文教基金會贊助主辦、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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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日本飛驒古川の交流會／日本，岐阜縣古川町 

 Jan. 18-21, 2008 /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 Workshop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 GuangZuo, China 

 Apr. 23-26, 2007 /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 NGO 委員會補助（婦權會推薦） / 4th 

World Congress of Rural Women / Durban, South Africa 

 July 16-20, 2007 /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Sociology Dep. 

of Poly U. / ICSD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H.K. 

 Sep. 1-14, 1998 / 亞洲另類區域教育組織（ ARENA ）  / Regional School 

Workshop “Globalization, Sustaining, Equity, and Plurality” / Manila, Philippines 

筆者在九二一時與阿蘭妹相識，如今她已經完成學業與工作婚姻的經歷，一位優秀的客

家女人願意在客家農庄蹲點服務，婦權會推薦她與鄭秀娟一起參與世界農村婦女會議，

個人認為這是比婦權會委員去，更具有世代與農漁、城鄉的代表性。 

【鄭秀娟】1971年出生於高雄，成長於台中、台南的眷村；目前與夫婿定居台北。從事

海岸濕地環境保護、社區大學及漁村社區產業推展工作。 

  國際參與經驗摘要如下： 

 Sep. 2008 與台灣農村青年赴孟加拉參訪葛拉敏微貸組織及草根組織。 

 Nov. 2007 代表七股海岸保護協會赴日本奈良明日香景觀維護工作假期。 

 Apr. 2007 出席第四屆 World Congress of Rural Women 世界鄉村婦女大會，婦

權會推薦，外交部補助。南非德班。 

 July 2004 參加美國 The East-West Center 主辦「2004 年變遷中的女性領導人訓

練課程：亞太地區的環境保育」。美國在台協會推薦，外交部補助。Hawaii, U.S.A. 

 Aug.-Oct. 2003 赴 Wetlands International 荷蘭總部實習，外交部補助。 

 Aug. 2001 CIVICUS World Assembly 之台灣社區大學代表，青輔會領隊，

Vancouver, Canada. 

 Feb. 2000 代表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參與亞洲另類區域教育組織（ARENA）

工作坊，與會者包含泰國、緬甸、斯里蘭卡、日本、韓國、香港等國之另類教

育非政府組織。Hongkong. 

 Aug. 1997 代表濕地保護聯盟，與南台灣環境組織共同參訪東京都會區河流保

護、濕地復育及社造案例。Japan. 

【潘偉華】1951年生於豐原，成長於台北，與夫婿育二子女皆已成年，現擔任有限責任

台灣綠活設計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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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及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理事，長年致力於環境保護運動。 

  國際參與經驗摘要如下： 

 APEC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2003，泰國清邁） 

 APO 農業女性企業領導人培訓營（2005，印尼峇里島） 

將去清邁的婦權會一位名額經費，變成兩位半額自費都能去的機會，是我與偉華共同與

政府爭取的結果，在會場透過兩人的討論與編劇，並邀請其他國家代表來擔任臨時演

員，我們成功的演活了一群台灣家庭主婦組織合作社的運動經驗，令大會在決議時要求

會員國的國家重視家庭主婦對家庭的勞動價值，與如何以政策分擔女人照顧的負荷。從

2003年泰國清邁APEC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起，台灣的草根女人與各行各業女人，每年就

從此有機會參與這樣的會議。 

【陳來紅】1949年出生於三峽，成長於大溪，失學就各種不同行業、婚育二子女、六愛

孫於台北，目前與夫婿中年返鄉，蓋間綠建築定居於大溪，蓋屋過程並結合

跨校的國小愛心媽媽與故事媽媽，共同組織愛鎮協會從事愛鎮運動，志在福

利普及照顧、提升生活品質並藉此促進鎮民就業。夫退休轉為從事綠建築解

說，以倡議群眾友善地球。 

  國際參與經驗摘要如下： 

 1990年巴西里約世界環境高峰論壇 

 1992年台灣婦運美西遊學團 

 1998年台灣NPO管理遊學團 

 2000年日本亞細亞姊妹會 

 2003年泰國APEC年會的WLN會議 

 2005年台韓女性經濟論壇&WLN會議 

三、參與國際經驗所帶來的影響以個人為例 

1990年 在巴西目睹貧富懸殊下社會的動盪不安，並建立全球視野與體認草根行動重

要。 

1992年 認識美國婦運，自我重新定位婦運方向，決心以社區為婦運終極目標。 

1998年 學習NPO管理、社團組織與營運的學院知識，始以組織發展為個人服務定位。 

2000年 亞細亞姊妹會學習，學習日本合作事業經驗，廣讀合作經驗以幫助合作組織。 

2003年 認識WLN會議的會議價值，建議團隊進行決議討論，與強化國際形象。 

2005年 從WLN會前會建議先與主辦大會國召開「台韓女性經濟論壇」的組織，同時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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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韓國女性經濟人協會的作為並與之建立友善關係。正式會議召開時台灣代表

備受禮遇，與會也認識到韓國對女性經濟發展的重視，從國家婦女館到女性經

濟人育成中心等政策，回國之後做為婦權會就經福組的提案參考，進而催生國

家婦女館的成立與相關政策的進展。 

四、參與國際經驗的感想與建議 

【洪馨蘭】感想： 

＊有機會與國際人士交流，除了對不同社會文化人們處理事情的不同態度大開眼界之

外，更重要的是，也提升了女性的自信與價值。已婚婦女參與國際活動，往往考慮

家人與小孩的認同與諒解，在支援體系的安排上較為謹慎，偶爾會對機會來臨有所

猶豫或裹足不前。 

＊受到目前兩岸政治的特殊關係影響，台灣特殊的經驗往往被刻意定位在「後殖民」

社會，因此，必須透過更多非正式管道，來向與會者說明台灣在戰後所新生的自我

主體性。這訓練了我去組織團體交流工作坊（exchange workshop）來吸引與會朋友

對於台灣的興趣。 

＊由於國家民情的不同，在國際參與之後所帶回的經驗與看法，必須經由一些轉化與

詮釋，才能被我所熟悉的社群所接納，並看到可借鏡之處。因此，我會強化文化背

景的說明，以及和國際人士建立相互聯繫的友誼並規劃可能的機會邀請來台，作為

參與國際活動的後續工作。 

建議： 

＊多加入NGO，充實自我的國際觀。透過NGO相關領域的學習，掌握該領域目前最新

的國際訊息與國際聯盟，持續提高自我對於參與國際活動的動機與信心，練習外語

對話和表達（外語通常是最大瓶頸）。 

＊建立家庭的支援體系，並且將國際參與的感覺多和家人及朋友、社區鄰里分享，使

國際參與成為一個公共事務，鼓勵社群中的更多人來一起關注國際事務（將個人經

驗轉化為群體的力量）。 

＊希望政府提高NGO或個人申請的補助項目與經費，鼓勵國際NGO公共事務讀本的中

文翻譯，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對於另類社會發展的議題，並可針對相關特定議題，

主動安排或補助國際NGO的互訪。 

＊女性的國際參與很多都因各種原因未能持續，對於培養國際視野的女性社區人才，

建議應持續且經年的參與才能看到成果。鼓勵將其經驗編寫成冊或發表於網路社

群，或參與演講，以期持續發酵與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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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娟】感想與建議： 

＊於國際現場認識工作相關之案例經驗，能提升身為社會工作者的視野與職能。也因

個人多年來於國際活動經驗中獲益良多，而積極陪伴台灣青年出訪國際社會，或邀

國際人士來台交流。而出訪過程中，團隊成員高密度地討論與反省，有助出訪成員

回台後的行動。因此，建議鼓勵小團隊共同參與國際活動。 

＊與國際人士交流，認識到社會文化的多元性，讓具有芋仔蕃薯的個人具體反省台灣

歷史變遷及主體意識，也因而建立起深根台灣的國際觀，獲得與國際交流或合作的

基礎。建議鼓勵青年參與NGOs所舉辦的國際參與培力工作坊或是討論會。 

＊以台灣NGOs經驗與國際組織交流，能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的存在與社會力，建立互

助、共享的情誼，也得以共同於全球環境變遷、鄉村發展、WTO等議題相互學習或

共同合作。 

＊交流的動機、目標與交流後的合作行動規劃，是參與國際活動時必要積極思考及嘗

試的，過去個人於交流經驗較多，但交流之後呢？雖應進一步構思國際合作的工

作，但我們準備好了嗎？如何評估與規劃？這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潘偉華】感想： 

＊在國際會議的現場，可以直接感受到自己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我們可以藉參與

國際會議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這有賴參與者對會議的貢獻，亦即積極參與的態度

以及分享台灣成功的經驗。 

＊在國際會議中有進步也有落後的國家，參與國際會議可以感受未來可能的發展。 

＊歷經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之後，台灣女性在生活中的實踐：草根環境運動的參與、

有機農業的發展、社區發展的多樣性、由奢入儉的生活哲學等，都是僅次於日本，

亞太地區國家想要學習的目標。然而我們的政府似乎並不知道這些可貴之處。 

建議： 

＊團體戰，選一個有能力的領隊。 

＊出國前準備：彙整資訊、培養團隊默契。 

＊設定本次會議目標，亦即對國際社會能有之貢獻。 

＊到達會場後每日之戰略會議：擬定策略、訊息收集與交換、擬訂爭取進入大會決議

之文字稿。 

＊爭取作為報告人，分享台灣人的故事。 

＊了解主辦國家之基本資料，可瀏覽CIA之網站。 

＊準備本土服裝與餘興節目。 

＊建立完整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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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青輔會、婦全會、外交部、 NGO等人才、經費、政策等資源。 

＊平時鼓勵婦女對特定議題舉辦讀書會。 

＊鼓勵個人持續參與同一個國際會議。 

＊平時即與UN、APEC、APO等國際組織互動，交換訊息。 

＊舉辦區域性會議。 

【最後】 

  願國家決策能將無效的外交策略重新檢討，值此國際婦女節前夕，舉辦本場座談會

特別具有深遠意義，謹呼籲各界能支持台灣婦女，成為提升台灣國家地位的新生力軍，

台灣被看見，婦女在聯合國才有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