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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國際公約委員的要求，我國使同性婚

姻合法化、通姦除罪化，同時成年年齡下

修，墮胎與代孕試圖往更開放的方向修法，這些

變動不停地在國家體制內外衝撞著既有法律。

至於反歧視法（或平等法）和人權委員會（簡

稱：人委會）是否也會在台灣一步步成形呢？ 

四、反歧視法（或稱平等法、人權法）

（1）立法壓力源

此法案的推動也有壓力源嗎？是的！2018

年CEDAW國際審查委員建議第9點提到：
要「……迅速籌備性別平等之綜合性法

制……」，這種反歧視法的框架，台灣政府如

果要用一般性的話，「台灣政府應確保有關性

與性別之法規不會在這樣的框架下被削弱，

並迅速籌備此一反歧視法框架。」「一般性」

的意思是什麼？即是在該法規中，除性別對象

（LGBTI）外，還納入其他對象，例如：身心障
礙者、原住民、新住民等。第13點提到：要求

我國政府應「……以人權機構的形式，建立獨

立監督機制，不再拖延。……如果政府決定將

這個機構設置於監察院之下，就絕對有必要

重組監察院架構」。第29點b項提到：「針對仇
恨言論制定措施，此措施應包含提供監管機

制……」，即交由人權機構來監管；「……並

特別聚焦於面臨基於性別或意識形態仇恨言

論導致交叉歧視之女性，如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女性及雙性人……。」

2017年兩公約的國際委員也給了相似建議，要

求我國第9點提到：「……儘速成立完全獨立且

多元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第19點、20點也提出：

「……政府應考慮通過綜合性的反歧視法。這部

法律應該涵蓋基於任何理由的直接歧視與間接

歧視，以及對公私部門皆有約束力……。」

（2）該法通過之後，會帶來什麼挑戰？ 

通過這樣的法之後，對一般民眾的影響，以

蒐集到的國外案例來看，瑞士有「恐同」言論

者得處監禁3年，加拿大為2年。加拿大案件很

多，例如：一名市長拒絕頒訂同志驕傲日為法

定節日，人權委員會對他罰款1萬加幣；體育記

者下班後，在自己推特上發表維護傳統婚姻制

度的言論，遭到解僱；一對同志家長投訴，學

校表格的「父」、「母」資料欄位，為他們是歧

視，人權委員會接受陳情並要求學校改變稱謂

為「家長一」、「家長二」；一間只限女賓的水

療中心，因為客人可以全裸，所以嚴禁「男性

生殖器官」，而拒絕了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別人

士（未變性）的預約，結果議員出面指出，該水

療中心觸犯了反歧視法。

另外，英國一位幼教老師由於不願向幼兒唸

有關同志家庭的繪本故事，遭到解僱；北愛爾

蘭一名做蛋糕的師傅拒絕在蛋糕上寫支持同性

婚姻，被人權委員會控告違反平等法；美國麻

州一位父親到學校溝通，表示不願意幼稚園的

兒子年幼就上性平教育課程，結果警方入校將

這位父親逮捕；美國紐約州一對經營農場的夫

妻，雖已聘用同性戀者或變性者，但因自身的

宗教信仰而婉拒了一對女同志想要租用他們的

場地作為婚禮場地而被告，結果法院判定他們

罰款1萬3000美元，同時要接受反歧視培訓，且

其農場須提出反歧視守則。

對宗教界的影響同樣嚴重，以加拿大為例，

宗教團體雜誌或網站因表達同性戀看法而被

告。天主教團體婉拒借出禮堂舉行同性婚禮，

被判賠款；2008年，Alphonse de Valk神父依《聖
經》教導「同性戀是罪」、「婚姻是一男一女

的結合」等，遭人權委員會調查並暫停牧區職

務；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引述《聖經》反同

性戀要處反歧視法罪；另外，拒絕同性伴侶領

養申請，英國天主教領養機構全線關閉；美國

加州州立大學2014年取消了23個基督徒團契的

學生組織，理由是這些團契違反了多元政策，

拒絕公開出櫃的同志競逐領導的職務；愛爾蘭

民事自由議會主席Aisling Reidy指出，採用天主
教梵蒂岡的反同性戀文獻，若引發對同性戀者

的仇視，依法得監禁6個月。

綜合以上，反歧視法對社會和宗教界的影響

之大，難以想像。我們美麗寶島悲歌低吟，似

乎由遠而近漸漸響起⋯⋯

（3）我國反歧視法（或平等法）和人權委員會

進展

2019年12月，立院通過了《監察院國家人

權委員會組織法》，列出了該委員會9大行政

事務，其中有「依職權或陳情，對涉及酷刑、

侵害人權或構成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進行調

查，並依法處理及救濟。」至於「侵害人權」，

該法理當先定義「人權」為何？如果為了救胎

兒，反對墮胎是支持人權，還是侵害人權？為

了婦女免於被剝削而反對代孕，是支持人權，

還是侵害人權？為了避免未成年為跨性而施

用青春期阻斷劑的傷害是支持人權，還是侵害

人權？再者，該委員會「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

准或加入國際人權文書並『國內法化』」，國

際人權文書包括聯合國人權公約，意即使之具

有國內法效力。另一工作是「依據國際人權標

準……提出必要及可行修憲、立法及修法之建

議。」，此國際人權標準，也就是CEDAW公約
或兩公約或兒童權利公約等標準，以這些標準

來修改國家的憲法和法律。

根據《沃草》電子報（2020/02/27）報導，國
家人權委員會5月成立，前立委尤美女指出，

這個國家級人權委員會未來會主動調查國家

法律、政策是否侵犯人權。同時，人權公約施

行監督聯盟召集人黃嵩立也說明，該委員會是

「完完全全自己決定做什麼研究調查，提出什

麼建議，發表什麼報告，不用聽命於任何一個

機關。」該報導表示，該委會可以監督國家立

法、行政、司法三權，還「可以針對私人機構

發起調查，以此監督私人機構有無侵犯人權行

為。」其獨立性必須確保，比如說，管理是獨

立的，委員的選任也是獨立的，財務也是獨立

的。似乎與2018年CEDAW與2017年兩公約的
國際委員之建議相去不遠。

蔡英文總統520就職演說中表示，「監察

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將在今年8月掛牌成

立，它將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理念的里程

碑……」。此外，「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

會」，依照整個脈絡看起來，這似乎是為了在

國內提高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的國際法地位。

8月1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監察院撤

回原有的《監察法修正草案》，以《監察院國家

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取而代之，於立院

2020年9月新會期交付審查。該《監察院國家人

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使得「國家人權委

員會」嚴重擴權，不僅有權調查處理公部門及所

有「人民」，也有權調查「既有的社會制度或文

化」，並且「司法院認為該草案形同創設人權委

員會特殊的釋憲聲請權，不但有違權力分立原

則、也有違憲的疑慮」（中時新聞，2020/12/04）
等。關於《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

案》的問題分析將於下期刊出。依法務部訊息，

我國2019年已完成《我國是否應制定綜合性反

歧視法及立法建議》委託研究案，且已草擬好

《平等法草案》，正在進行政策評估。現在頗有

山雨欲來之勢，令人膽戰！

俄羅斯的覺醒與法蒂瑪聖母信息的啟示

俄羅斯經驗過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曾經

反對神、反對宗教、反對家庭，它一方面深深

經歷過無神論思想及家庭的瓦解，帶給國家、

社會、個人可怕的不幸，一方面曾經成為邪惡

的化身，帶給宗教迫害與其它國家的災難。

然而，時至今日，俄羅斯在2020年的修憲條文

中，公開承認了天主在國家歷史中重要的地

位，這一段條文寫的很美：「俄羅斯聯邦團結

於其千年歷史，維護其祖先的記憶，祖先給予

我們的理念、對天主的信仰以及俄羅斯國家的

持續發展。聯邦承認這個由歷史形成的個體。」

（《基督日報》，2020/07/16）同時，其條文中
明定婚姻為一男一女之間的關係、本國的憲法

應優先於國際法等。這樣的公投，我們看到有

78.56%選民支持這樣的修憲（維基百科）。除
了俄羅斯以外，其它聯合國的成員國在簽署這

些國際人權公約後，也不一定非執行不可。反

觀非聯合國成員的台灣，又何須如此賣力遵從

執行並付上莫大的倫理代價呢？     （文轉9版）

非聯合國成員的台灣

奮力執行國際公約的倫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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