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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人類歷史上最早開始男女分
廁是什麼時候嗎？

在中國廁所史上，古代也非常重視公共廁所的建設。
古代廁所，很多時候男女共用，只講「先來後到」，
公廁何時分男廁女廁的呢？從現代考古出土來推斷，
至遲在漢代，廁所已分男女，但古代的男廁多於女
廁。

在歐美國家，男女分廁則差不多是在英國維多利亞
時代（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才慢慢出現。在那之
前，公共廁所多半是蓋在路邊，實際上通常是以男
性使用為主。



你知道人類歷史上最早開始男女分
廁是什麼時候嗎？

綜合以上是因為以前女性社會地位低不被
重視，另一部分是外出活動少，所以如果
女性要在外面上廁所就會很不方便，要不
就是憋到回家再處理，不然就是穿長裙，
直接在裙下解放。



男女廁 1:1 真的合理嗎？

隨著時代繼續演進，人們又開始意識到另一個問題，
其實 1 比 1 的男女廁數量一直都是不太夠的。1996
年5月台灣的女廁運動，台大學生會、台大城鄉所性
別與空間研究室、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簡稱全
女聯），共同發起「搶攻男廁」、「尿尿比賽」、
「拒絕付費」、「彈性調撥」等一系列行動。



男女廁 1:1 真的合理嗎？

「搶攻男廁」希望在女廁數量不夠的時候，可以適
度開放男廁給女生使用；而「尿尿比賽」則是訴求
男女廁的比例，應該要考量到上廁所的時間，而不
是直觀的 1：1 的配置。

這些活動成功引起社會大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還
促使立委召開公聽會來討論這件事，此後，男女廁
數量的合理配置成為政策追求的目標



統計分析

臺灣男性平均小便時間34-35秒，女性70-72秒，臺
灣男女上廁所時間為1：2。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規定，衛生設
備屬分散使用類型者（如辦公廳、工廠、宿舍等），
男女大便器數比例至少為1：3；屬同時使用類型者
（如學校、電影院、車站等），其男女大便器數比
例為1：5。

自104年起本局針對本市列管公廁數量進行統計分析，
本市公廁以男廁數量居多。



表1、新北市106年-111年男女廁所個數

類別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男
廁

座式 4,471 3,267 3,099 3,033 1,284 1,046

蹲式 4,706 2,812 2,224 2,209 1,135 1,264

小便斗 12,293 7,742 6,715 6,641 5,020 5,338

總計 21,470 13,821 12,038 11,883 7,439 8,008

女
廁

座式 4,619 3,691 3,061 3,135 2,602 2,809

蹲式 9,610 5,372 4,132 4,194 2,682 2,987

總計 14,229 9,063 7,193 7,329 5,284 5,796

111年男女廁所數量1.38:1



CEDAW對

友善環境的關注



旨在消除性別歧視，並確保男女
平等的獲得政治、社會、經濟、
就業、文化、教育、健康、法律
、家庭、人身安全等權利。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

也可稱作婦女人權公約或消除歧視公約



CEDAW的沿革

國際

• 聯合國大會於1979年通過，1981年9月3日生效的

國際公約，為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Human Rights 

Conventions)之一，目前僅次於「兒童權利公約」

為聯合國體制下第二大的人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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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1、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

2、清楚界定歧視女性的定義

3、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4、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CEDAW的核心三概念

禁止歧視

有意的歧視、無

意的歧視

法律上的歧視、

實際上的歧視

政府和私人（非

政府組織、機構、

個人、 企業等）



CEDAW的核心三概念

實質平等

機會的平等：女

性與男性有相同

機會

取得機會的平等：

女性與男性有平

等獲得國家資源

的機會。

結果的平等：國

家確保權利能實

際執行。



CEDAW的核心三概念

國家義務

尊重義務：

政策法規沒

有直接與間

接歧視。

保護義務：

法律要防止

違法行為。

實現義務：

以積極的政

策實現婦女

權利。

促進義務：

提倡CEDAW

之原則。



CEDAW條文-營造友善環境

經濟和社會福利第13條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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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

（b）銀行貸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貸的權利；

（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CEDAW一般性建議

第28號一般性建議第16項

•締約國有義務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不受歧視的權利，確保婦女的發展和進步，

以改善其處境，實現法律、事實或實質的男女平等。締約國應確保不對婦女實施

直接或間接歧視。對婦女的直接歧視，包括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實施區別

待遇。對婦女的間接歧視，係指法律、政策、方案或做法看似對男性和女性並無

偏頗，但實際上造成歧視婦女的效果。因為明顯中性的措施並未考慮原本存在的

不平等狀況。此外，因為不承認歧視的結構、歷史模式，以及男女之間不平等的

權力關係，可能使現有的不平等狀況因間接歧視更為惡化。



為落實CEDAW的精神，因應性別平權及多元性別潮流，

國家應思考如何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多元性

別、弱勢族群和身障老年等各類人員的歧視，

以確保其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

權利。



尊重差異 包容多元

性別友善公廁



目前公共建築物廁所的使用對象涵蓋男女兩性
及身障者，但實際上卻無法滿足現實社會中多
元性別者、父母與兒童以及伴護者與被伴護者
性別相異時的使用需求，而造成廁所環境之性
別不友善。



友善公廁定義

性 別 友 善 公 廁 又 稱 「 無 性 別 廁 所 （ unisex

restroom ）」、「中性廁所（ gender neutral

restroom）」或「家庭廁所」，在使用上去性別化，
讓各種生理/心理性別、家庭及照顧者皆可安心使用
之公廁。

關注對象不僅是兩性平等，隨著性別主流化意識的
建立，更強調尊重差異，包容多元，關注的對象包
含了多元性別、弱勢族群及身障老年。



統計分析

截至111年9月，本市現有列管公廁座數共計有5,830座，

廁所共有17,445個

男性廁所個數有8,008個

女性廁所個數有5,796個

不分男女廁所個數3,641個



友善公廁設置目的

提高公廁使用率，解決女廁常人滿為患的狀況。

提供非傳統性別認定者安心的如廁環境。

解決性別如廁障礙問題，如：親子不同性別、身障

人士需要家人協助者等。



性別友善廁所使用常見問題

性別友善廁所會不會有隱私及安全上的顧慮？

被異性聽到如廁的聲音很不自在怎麼辦？

女性丟棄生理用品被異性看到很不自在。

性別友善公廁是跨性別專用廁所嗎？

在等待的時候跟異性處在同一個空間很尷尬不自在。

不想讓異性看到整理儀容的過程(如補妝)怎麼辦？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重點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重點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重點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重點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重點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標章

以英文單字all 代表 All Gender全性別概念

新北市性別友善廁所標章申辦計畫於111年1月訂立，
此為全國首創之標章制度，希望透過標章制度，
推廣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截至112年1月4日共計有12處取得性別友善標章



案例-
市民廣場B1連通道新北市第一座獲標章之性別友善廁所



案例-
市民廣場B1連通道新北市第一座性別友善廁所



案例-
市民廣場B1連通道新北市第一座性別友善廁所



Q1：性別友善廁所會不會有隱私
及安全上的顧慮？

當然不會!性別友善廁所因為是混廁但隔間，
各種性別的使用者皆有，擔心被偷窺偷拍的
風險反而降低。除了有完整隔間，也會加裝
安全設備(反針孔、反偷拍燈光等)，甚至比傳
統兩性分離廁所更能保障使用者如廁的安全
和隱私!



Q2：被異性聽到如廁的聲音很不
自在怎麼辦？

其實生活中無論是放屁、打嗝、上廁所等聲
音，被別人聽到，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尷尬。
這種情形不只是對異性，同性間也是如此，
甚至是好朋友、老師、同事等皆然。建議在
廁所內撥放音樂、增設流水聲按鈕，降低尷
尬情況。



Q3：女性丟棄生理用品被異性看
到很不自在。

其實好像不只是使用過的衛生棉，使用過的
衛生紙被任何看到，好像都很尷尬耶!

解決方法：翻蓋式垃圾桶，感應式垃圾桶更
好，落實CEDAW提供安全、便利及友善的公
共空間之意旨。



Q4：性別友善公廁是跨性別專用
廁所嗎？

性別友善廁所有別於一般傳統男、女廁，需
理解設置精神和理念，加強說明和隱私性，
提升社會的接受度。跨性別「專用」廁所是
帶有隔離意味的用語，而要把一個族群隔離
就是一種歧視、刻板意象和不友善。「真正
的」性別友善廁所開放給所有使用者，不論
其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為何!



Q5：在等待的時候跟異性處在同
一個空間很尷尬不自在。

也許我們可以多想想，生活中其實就有很多
性別友善廁所囉!像是家中的廁所，或是部分
餐廳、飛機上的廁所，以及流動廁所等。我
們可以慢慢習慣、重新思考性別的「隔閡」



Q6：不想讓異性看到整理儀容的
過程(如補妝)怎麼辦？

整理儀容也包含刷牙、清理衣物、補妝等，
這被同性看到其實也很尷尬!

解決方法:動線設計找到巧妙角度設置鏡子、
廁間內附有小鏡子、獨立單間廁所。



其實性別友善廁所的概念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陌生，
我們人生所接觸到的第一個廁所：自己家中的廁所，
就是典型的性別友善廁所（無性別廁所），不介意
任何性別的人使用的溫馨廁所。

而即使在公共場合中，性別友善廁所也往往伴在我
們左右，例如：飛機上的廁所、流動廁所、無障礙
廁所、部分餐廳與咖啡館的廁所等等。既然如此常
見，那為什麼在其他場合上廁所就非男女有別不可
呢？值得反思！



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Gender Equality）。

 SDGs目標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到西元 2030 年，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公平及妥善的衛生，
終結露天大小便行為，特別注意婦女及女童及弱勢族群的
需求。

未來世界趨勢潮流-
推動性別友善廁所也是永續發展的一環，是政府責任。



推動友善公廁，營建性別友善環境，

以積極作為實現消除歧視公約(CEDAW)內涵，

思考如何兼顧不同性別、中高齡女性、身心障礙女性與

照顧子女者之需求，

促進女性或多元性別認同者參與各種社會生活的便利性。

結語:

打造新北成為「性別友善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