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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臺灣的女性參政成績在國際中一向亮
眼，多年來以亞洲第一、世界領先而自豪。
這樣的亮眼成績，其實與婦運推動「婦女保
障名額」的制度性介入所製造出的正向連鎖
效應，有很大關係（Huang, 2016）。然而村
里選舉無法施用保障名額制度，女性參選與
當選村里長的比例雖然隨著社會變遷而有緩
慢進展，但改變相對遲滯許多。以最新的數
據為例，我國立委女性比例為41.59%（2020
年選出），縣市議員女性為 31.82%（2018 年
選出），而同樣於 2018 年選出的女性村里長
僅有 16.60%。

性別與組織研究先驅 Rosabeth Moss 
Kanter 強調「系統性的不平等」需要系統
等級的干預來矯正（1977/2008），基於同樣
的認知，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以下簡
稱婦全會）在 2018 年推出了女里長人才培
訓班，希望以婦女團體的陪伴與培力為介入
策略，以集體的力量撼動基層鄰里的父權政
治。對於這場草根層級的婦女運動，我曾為
文闡述其三個意義，其一是促進數字上的性
別平衡，讓更多社區女性有責也有權；其二
是婦運理念的傳遞，希望藉由這些真正「接

地氣」的女村里長，可以將婦運社運理念傳
遞到社區；第三則是透過力量與共識的集結，
催生更厚實的基層民主體制與公民社會（彭
渰雯，2018）。

事實上，「覬覦」透過村里長選舉擴大
影響力的團體不少，除了各政黨、政治人
物之外，2018 年選舉期間亦見到滷味連鎖
店業者、護家盟成員以結盟方式參選村里
長，甚至中國勢力也正在滲透中（孔德廉，
2019）。因此這場社區婦女參政培力運動，
還有許多內外挑戰需要面對，2022 年底的
選舉將是另一場重要檢驗。本企劃專文的安
排，希望可以讓讀者對於這項婦運策略、社
區女性領導、以及村里經營的想像等，先有
更多的認識，也許在 2022 年也有共同參與
的機會。

為此，本企劃先由女里長人才培訓計畫
直接相關的兩篇文章開場。一篇是這場運動
的主要發起者、時任婦全會理事長陳秀惠
的專訪，在文章中對於這場運動的策略與觀
察，有更多第一手的分享，特別是「陪伴」
這種需要大量體力與情緒勞動的運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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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倡議導向的婦女運動較不熟悉的。另一篇論文作者是中山大學公事所畢業碩士吳官
展，他以 2018 年培訓班為行動研究對象完成碩士論文，並據此改寫為本文。官展文中提及了
2018 年作為組織者的我們，與學員間因為同婚公投爭議而有所衝突的窘況，倒也是這場婦運
應當認真面對的挑戰與意義。

接下來三篇文章的主角 / 作者分別是連任多年、首次當選、以及卸任轉換跑道的女里長，
喜歡聽故事的讀者應當會特別感興趣。連任第 5 屆的吳秀好「阿好」里長，她是「女里長人才
培力班」從籌備階段就參與的重要顧問與講師，也是許多參選學員們的重要導師，在這篇專訪
中分享了她的「剛柔共存」治理哲學。26 歲當上里長的黃麗伃是我們培訓的學員之一，擁有碩
士學歷、首次出征就順利當選的她，圓了從小的夢，也開始面對非預期的實務挑戰與挫折，但
仍以正面態度積極看待。而擔任 16 年里長之後轉換跑道的潘美純，以雲霄飛車般的旅程形容
里長生涯，從對父親、先生的回憶，談到里長生涯對個人的培力，如今她帶著豐富實務經驗成
為許多社區營造計畫的督導與講師。

最後兩篇文章的作者剛好都有著豐富社區營造輔導經驗，從不同主題切入他們的觀察。藍
美雅談的是高雄地區的女性社區領導者風格，主要資料來源雖然是 10 多年前的訪談與焦點座
談，但許多特質與模式仍可以在今日社區女性領導者身上看見，有助我們了解基層女性領導面
對的公私領域挑戰。施佩吟的田野觀察則來自在臺北市推動社區營造時，與許多里長互動的經
驗。她將里長工作依照地緣或社群導向區分為四類，里長樣貌更在「資源權威」與「包容共善」
兩大類型之下又產生不同的次分類。仔細閱讀，可激發對於里長角色定位的更多反思，想像女
性參與的空間與意義。

如同黃長玲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的權力篇所言，「女性與男性在社會組織中的差距
不是參與程度，而是權力分配」（黃長玲，2011，頁 32），這個觀察在社區層級更是明顯。不
論城鄉，至少超過七成的社區志工和參與者是女性，但掌握理事長或村里長位置的女性卻都
不到兩成。因此這場培力女性參政運動的意義與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何避免這樣的培
力僅被視為「勝選補習班」的工具性角色？如何協助女性掌握與面對社區內權力處境的真實
動態？又如何啟發學員成為真正婦運與社運的盟友，而非反而成為「敵軍」樁腳？隨著這場
運動的進行，其實有著更多的問號與挑戰，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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