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668 期

體認性別平等的真義   建構共治共享的社會  
社論專載

 

隨著生物科技的蓬勃發展，愈來愈多的研究證據顯示男女之間確有差異，由於腦

部的結構與功能運作、荷爾蒙的成分與比例、器官組織的差別，性格特質、能力傾向

與行為方式因此也有差異。這些差別在人類演化史上深具意義，因為它們促使人類本

質更多元多樣，提高了適應環境生存繁衍的機會；各類層次、程度不同的本質在不同

文化中，各自顯出生存上的優勢與弱點，使得人類社會呈現更加多彩多姿的面貌。

 

 

 

然而，不可諱言的，數千年來，兩性差異曾經被刻意曲解並擴大，造成人間無以數計

的誤解與不幸。唯有正視差異的本質並設法改進彼此的溝通方式，才能有所改善。空

泛的道德、僵固的法令已不足以規範人的行為，教育必須立於證據並在人們的心底生

根，才有指導行為的力量。拒絕科學的證據而否認差異的存在，與執著於傳統的刻板

印象而心生歧視同樣的不可取。

 

 

 

另外，我們每個人本身都是不完全的，因著差異，使我們能夠截長補短，可以互助互

利。因此欣賞多元的本質，讓個人有發展天賦的權利，給予每個人適性發展潛能的機

會，因而享有安和樂利的人生，這是大同社會的理想，是真平等的精義，也是民主素

養的表徵。

 

個人天賦各異，發展的時間、方向、速率也不相同，如果出生前後環境有嚴重缺失

，即使給予相同機會，也未必能彌補起跑點的顯著落後。因此，我們強調的真平等

，應該要進一步體認並面對這些弱勢族群的特殊需求，不論是男女、老少、種族、地

域、語言、宗教、黨派，或是性戀傾向以及性徵突出或不顯的人，都應協助得到適當

的環境，發揮所長、安居樂業。由此可知，性別平等是屬於全面社會建構的一個環節

，與各適其性、各取所需、各盡其能、各展其才等理念相通。

 

 

 

雖然當今女性地位已經不斷攀升，但傳統中的女性角色意象與制度性的不公積漸已久

，多數女性在政治、經濟上仍相對居於弱勢，因此有所謂的全球「女性貧窮論」及「

女性低政治化」的學說。然而，男女才性分殊，各有優勢、各擅勝場；在21世紀裡



，女性優勢的特質，如善用語言表達、有溝通的欲望、有敏銳直覺力、思慮周詳、謙

遜、堅忍等，都是職場成功所需具備的重要特質。擁有這些特質的人，將在21世紀的

職場煥發異彩。因此，女性要有志氣，不宜妄自菲薄，不可因他人的歧視而看輕自己

，不因媒體的物化而物化自己，唯有自立自強，才能卓然屹立於人群之間。

 

 

 

最近，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幾項政策性的決議，以便對懷有生育、養

育責任的女性給予特殊照顧或考量，使其生養責任不致阻礙個人的成長發展機會，如

進修活動、攻讀學位、升遷等，這是實現性別平等真義的一大步，值得喝采。在三八

婦女節的前夕，我們不僅要自省對性別是否仍有刻板印象，也應在校園內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出尊重他人、接納個別差異的知識份子；而一個以性別平等為基礎的大同社

會，必然會是一個欣賞多元、尊重差異、機會平等、兩性共治共享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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