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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印發 

 

院總第 1126 號 委員 提案第 296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范雲、賴品妤、吳思瑤等 17 人，鑑於保障婦女權益

、提升性別平等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於 2007 年簽署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且為

使其具國內法效力，於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依據 CEDAW 第二十三條一般

性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保障女性參與公眾和政治事務的非

政府組織和協會。惟我國體育界長期由男性主導，特定體育

團體成員中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為落實 CEDAW，確保特定體

育團體決策機制中多元性別觀點之納入，健全我國體育發展

，爰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CEDAW 第十六屆會議（1997）第 23 號一般性建議有關「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篇章指出，

應保證婦女在與男性立於平等條件下參與有關本國公眾和政治事務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其中也闡述，婦女在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方面存在著法律與事實或權利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 

二、上述 23 號一般性建議第 34 點，明確指出：組織針對執行理事會代表人數及會員組成結構

的男女均等，有義務以適用規章體現對性別平等原則的承諾，以便該等組織得到社會所有

階層的充分平等參與及兩性貢獻的好處。 

三、甫於 111 年 12 月 2 日結束之我國 CEDAW 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際審查委員亦

於此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建議我國政府加強努力，改變體育和休閒娛樂領域的刻板行

為，並在體育和體育相關媒體的各個層面促進女性參與。 

四、惟現行國民體育法至今並未明定特定體育團體理事會性別比例保障婦女參與權利，體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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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性別平等進展緩慢。爰提案增訂「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三款」，以促進我

國體育領域性別平等發展。 

 

提案人：范 雲  賴品妤  吳思瑤   

連署人：張宏陸  洪申翰  林靜儀  湯蕙禎  吳玉琴  

郭國文  沈發惠  邱泰源  管碧玲  何欣純  

羅美玲  林楚茵  林宜瑾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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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特定體育團體

之理事長（會長）、秘書長

：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

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

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

，其擔任同一特定體育團體

之理事、監事，不得有下列

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

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

會長）任期，每任不得超過

四年，連選得連任，並以一

次為限。 

特定體育團體應依下列

規定置理事： 

一、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

之運動選手理事，不得少

於全體理事總額五分之一

。 

二、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

員理事，均不得逾全體理

事總額二分之一。 

三、任一性別理事不得少於

全體理事總額三分之一。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特定體育團體

之理事長（會長）、秘書長

：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

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

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

，其擔任同一特定體育團體

之理事、監事，不得有下列

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

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

會長）任期，每任不得超過

四年，連選得連任，並以一

次為限。 

特定體育團體應依下列

規定置理事： 

一、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

之運動選手理事，不得少

於全體理事總額五分之一

。 

二、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

員理事，均不得逾全體理

事總額二分之一。 

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長

（會長）、理事、監事如有

一、鑑於保障婦女權益、提升

性別平等已成國際人權主流

價值，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

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

，我國於民國 96 年簽署。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CEDAW）》

，且為使其具國內法效力，

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CEDAW）

施行法》，明定各級政府機

關須採取立法或行政措施，

消除性別歧視。 

二、CEDAW 第十六屆會議（

1997）第 23 號一般性建議

有關「政治和公共生活」的

篇章指出，應保證婦女在與

男性立於平等條件下參與有

關本國公眾和政治事務的非

政府組織和協會。其中也闡

述，婦女在參與政治和公共

生活方面存在著法律與事實

或權利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三、上述 23 號一般性建議第

34 點，明確指出：組織針

對執行理事會代表人數及會

員組成結構的男女均等，有

義務以適用規章體現對性別

平等原則的承諾，以便該等

組織得到社會所有階層的充

分平等參與及兩性貢獻的好

處。 

四、甫於 111 年 12 月 2 日結

束之我國 CEDAW 第四次國

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際

審查委員亦於此次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中，建議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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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長

（會長）、理事、監事如有

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後，送請人

民團體法主管機關備查。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

會長）、理事、監事及秘書

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

得假借職權上權力、機會或

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

利益。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

項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或監

事。 

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後，送請人

民團體法主管機關備查。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

會長）、理事、監事及秘書

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

得假借職權上權力、機會或

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

利益。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

項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或監

事。 

加強努力，改變體育和休閒

娛樂領域的刻板行為，並在

體育和體育相關媒體的各個

層面促進女性參與。 

五、惟現行國民體育法至今並

未明定特定體育團體理事會

性別比例保障婦女參與權利

，體育領域之性別平等進展

緩慢。爰提案增訂「國民體

育法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以促進我國體育領域

性別平等發展。 

六、為落實 CEDAW 施行法，

促進我國體育領域性別平等

發展，爰新增第三十九條第

四項第三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