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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女權從十九世紀至近代的演進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公民課提到 20 世紀的英國女權運動，看完電影《女權之聲：無懼年代》之後，讓我們

對那些積極爭取女權的婦女們感到敬佩，她們不惜一切，捨棄工作、被丈夫、家庭唾棄、

甚至是犧牲性命等壯烈行為來爭取投票權，令我們想更了解關於女權的起源、女權運動的

過程、在爭取的過程中遭遇了哪些困難、女性權益的演進以及近代女性所擁有平等及不平

等的權利等等。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女權運動的發展及崛起背景 

 

（二）研究各時代的女權運動運作的手段與方法 

 

（三）了解女權運動人士的訴求 

 

三、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分析法、閱讀並查詢相關書籍、報章雜誌、網路資料，了解歸納分析出女權

運動的演進歷史。在確定研究主題及構思大綱後，著手尋找相關史料，接著將資料統整及

討論分析，繼而進入內容撰寫，統整分析後完成此論文。 

 

貳、正文 

 

一、女權運動的背景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歐美的一些女性團體開始透過婦女運動逐漸涉入國際

性的活動。」（鄧修倫，2003）因早期婦女權利未受到平等的保障，使婦女們為維護自身

權益走上街頭為重婦女發聲，表一為十九至二十一世紀婦女權利運動的背景及發展。 

 

表一：女權運動的背景表 

 婦女權利 核心問題 女權運動發展 

十

九

世

紀 

家中大小事

多由男性決

定，只有少

數女性能讀

大學。 

將黑人權利置於

白人婦女權利，

這種劃分使黑人

婦女的基本權利

受到損害。 

婦女解放運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開始，美國男性被徵招去戰場

上，美國的經濟維護工作便由女性

接管。戰爭結束後，美國女權主義

的第二波浪潮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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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世

紀 

早期開始給

予婦女投票

權，婦女權

利 運 動 提

升。 

美國制定了保障

婦女權利的相關

法律，但政壇和

生活中的性別歧

視及種族歧視卻

沒有因此消失。 

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到 70 年代。人們認為，第

二次婦女解放運動最早起源於美

國，便一直持續到 80 年代。其是

要強調兩性間分工的自然性並消

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二

十

一

世

紀 

在政治上掌

握較少的權

力，但相較

以往已開放

許多。 

 常受到社會上密

集的壓力、要求

他們符合傳統的

性別角色。 

 

女權運動步入成熟階段。女性當選

國家元首消除了對女性領導能力

的任何疑慮。 

 

二、女權運動的發展 

 

近代女權主義的興起為婦女爭取平等的權利，更有許多人成立組織、遊行等使用各種

手段替女性爭取權益，以下分別以 19 至 21 世紀為經緯分述女權發展的重要事蹟，並整理

成近代著名的女權運動重要事件年表如圖一： 

 

（圖一）女權運動重要事件年表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一）十九世紀 

 

1、紐西蘭 

 

1888 年，在基督城的女權婦運領袖凱特．雪帕德（Kate Sheppard）等女權先驅的推

動之下，紐西蘭成為女性參政和獲平等投票權的開創先鋒。「紐西蘭早期女權運動高漲

很可能跟高學歷有關。」（羅元祺，2020）在經過多次的聯署請願後，終於在 1893 年的

選舉法案中通過了《公民普選權》賦予女性完整的投票權，性別不平等的時代下，雖

紐西蘭隸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卻比英國早了 25 年獲得了投票權。在落實女性普選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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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許多國家也漸漸允許女性擁有平等的投票權，也有更多女性提升女權意識，為自

己的權利而戰。 

 

2、英國 

 

1903 年，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帶領著婦女社會政治聯盟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此組織的抗爭手段從溫和轉為激進，做出了許

多激進手段，為扭轉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而展開了一連串的集體示威遊行，違反法

律遭強行逮捕。米利琴特．費塞特（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在 1866 年收集了

婦女參政權請願連署書，率領成立的「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透過發派傳單、書寫請

願信等較溫和的手段抗議，並要求修憲給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權利。 

 

3、美國 

 

在 1850 年代時由美國「三巨頭」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伊莉莎白．斯

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露西．史東（Lucy Stone）所帶領的女權運動最為人所

知，她們發行女性權利周刊《革命》、發表演說試圖說服政府在社會上平等地對待男性與

女性，剛開始不斷嘗試著聯合其他勞工運動的婦女們，但效果不顯著。之後成立了全美

婦女選舉協會（National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協會宗旨在於爭取女性選舉權的

合法化，同時也防止了婦女在抗爭時出現更激進的抗爭方式。她們致力於美國婦女的投

票權的獲取，在女性選舉權合法和通過的過程中，她們的無私付出成為了很大一部分的

貢獻。 

 

（二）二十世紀 

 

1、紐西蘭 

 

有了投票權之後，婦運領袖更進一步要求丈夫一部分的薪水要發放到妻子的戶口，

由妻子自行理財。1926 年通過《家庭津貼法案》，按照規定，津貼由家庭主婦直接領

取，這也可說是母親理財權的實踐。 

 

2、英國 

 

1918 年 12 月 14 日，30 歲以上擁有特定財產資格的英國婦女獲得投票權，為英國

的公民權奠定了基礎，但實際上到了議會頒布了《男女平等選舉法》後，女性才獲得

與男性實質平等的權利。 

 

3、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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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美國通過了憲法第 19 修正案，女性擁有了選舉權。「一直到 1920 年美

國婦女才爭取到投票權。」（李元貞，1990 ） 

 

4、其他國家 

 

陸續有許多國家開放女性參政權，「歐洲第一個賦予女性選舉權的是芬蘭，之後的

歐洲國家是挪威（1913 年）和俄國十月革命後成立的蘇聯（1917 年）。」（BBC，2018） 

 

另外「跨歐亞大陸的亞塞拜然民主共和國 1918 年獨立，成為第一個世俗化，也是

第一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穆斯林國家。」（BBC，2018） 

 

（三）二十一世紀 

 

1、聯合國 He For She 運動 

 

Emma Watson 於聯合國上的演講，發起的「He For She」運動撼動人心。這是一個

由聯合國婦女權能署發起的性別平權運動，鼓勵男性勇於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不平等

事件發聲，參與 HeForShe 運動，Emma Watson 說道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能為性別平

等發聲。Emma Watson 在演講中提到：「不只爭取女權，而是兩性都能自由！」，她曾

多次公開表示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並極力為女性爭取權益。Emma Watson 不畏懼眾人

的眼光及批評，勇敢為自己及女性發聲。 

 

2、伊朗的《強制頭巾法》女權捍衛運動 

 

伊朗的《強制頭巾法》強制女性及小孩（包含七歲的女孩）在公共場合用頭巾遮蓋

頭髮，若是違規將被視為罪犯，並遭受如逮捕、監禁、鞭刑、罰金等處罰。「當局甚至

使用禁止通訊拘留、長期單獨監禁、威脅家族成員等手段，以逼供取得影片「自白」。」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2019）在過去幾年中有許多勇敢挑戰不平等法規的女權運動，

但伊朗當局以惡劣的動作掃蕩此類行動，自 2018 年起已逮捕許多女權捍衛者並將這些

人處以酷刑或判以不平的刑期及鞭刑，像是人權律師 Nasrin Sotoudeh 為抗議強制頭巾

法而遭逮捕的女性辯護，並且己身反彈強制頭巾法，更在獄中拒絕戴頭巾而遭判決服刑。

一名伊朗女子 Masih Alinejad 在網路上發起白色星期三運動，抗議該國的強制頭巾法，

向政府爭取女性的穿衣自由。 

 

（四）女性權利 

 

1、女性被選舉及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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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賦予女性被選舉權，更有出現女性領導人，如維格迪絲．芬博阿多蒂爾，

他是冰島前總統，更是世界上第一位由人民選出的女性總統。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

希臘現任總統薩凱拉羅普盧和現任台灣總統蔡英文都是著名代表女性獲得被選舉權和

公職的人物。還有許多女性在國際上擔任重要角色，如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聯合

國婦女署全球親善大使 Emma Watson、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 Angelina Jolie 都在世

界上具有一席之地，也代表著女性地位的提升，更代表女性地位能力受到認可。 

 

2、國際婦女人權推動規章及組織 

 

在《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中都提及男女平等，1946 年婦女地位委員

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簡稱 CSW）成立，成為聯合國推動婦女議題的

負責機構，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婦女人權委員會，在 1970 年之前它是唯一被賦予研議

女性地位與權益的機制，目的在於提升婦女在政治、經濟、公民、社會與教育方面等

權利，並於 1987 年以每年於紐約召開大會。雖然陸續有國家賦予女性投票權，但實際

在投票權上仍有諸多限制，如在資格及選舉層級有許多不平等的規定，在 1949 年時便

代表提出訂定國際公約來保障女性的參政權，大會於 1952 年通過«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並於 1954 年生效，其中的參政權包括選舉與被選舉及任公職權，並且不得再行使

這些權力上不得有性別的差異，可見如今國際對女性人權的重視，女性政治權利的賦

予代標著一國的進步與獨立的彰顯指標。 

 

三、女權運動的代表人物 

 

（一）十九世紀 

 

1、凱特．雪帕德（Kate Sheppard） 

 

原名凱薩琳．威爾遜．馬爾科姆 Catherine Wilson Malcolm，1848 年 3 月 10 日出生

於英格蘭利物浦。 

   

1885 年末，瑪麗·萊維特（Mary Clement Leavitt）在紐西蘭展開了巡迴演講，她在演

講上不但提到喝酒所導致的問題，還提到公共事務上女性也應有發言權，凱特在聽完瑪

麗的演講後，便開始著手推動她的政策，同年加入了禁酒聯合會基督城分會（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而凱特有關酒吧女侍的請願書卻被議會請願委員會駁回。

這讓凱特了解到，只要婦女得不到投票權，政客們也就不會重視女權。1888 年，女性還

是被政府提出選舉法案排除在外。1893 年，凱特組織了第三次婦女參政權請願活動，多

達 31,872 名女性簽署請願，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請願書。當年的選舉法案賦予女性完整的

投票權，該法案 8 月在眾議院順利通過。而法案需要總督批准，但總督大衛．博伊爾對

女性參政表示反對並一再推遲簽署，但他最終於 9 月 19 日簽署該法案。因此凱特成為

知名的女權領導者。（圖二）即為凱特．雪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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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凱特．雪帕德（Kate Sheppard） 

（圖二資料來源：HAPPY BIRTHDAY BLOG：KATE SHEPPARD。ABBEY  RESEARCH。

2020 年 10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abbey-research.com/happy-birthday-blog-kate-sheppard/） 

 

2、伊麗莎白．卡迪．史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 

 

出生於 1815 年美國紐約，父親為一名律師，從小和父親在律師事務所中學習，閱

讀到了黑奴和歧視婦女等條文之後，下定了為女權發聲的決心。她是塞內卡福斯公約

的重要力量，這是第一個為了婦女投票權而召開的公約。她長期爭取婦女投票權，在

街頭遊說婦女的權利、為女性權力撰寫文章、同時也積極參加了廢奴運動，和蘇珊．

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組織了美國平等權利協會，替女性和非裔美國人擁有平等

的工作而發聲。她投身於爭取女權，並提出了美國第一個要求女性得以選舉的運動綱

領。她的努力為美國的女權選舉權鬥爭添上了非常重要的一筆。 

 

3、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行動，而非語言，才是我們永遠的座右銘。」（Kathryn Hughes。2005）。為艾米

琳的口號。艾米琳為英國著名的政治家，1858 出生於曼徹斯特，受到母親的影響，從小

便為男女不平等而憧憬幫英國女性發聲和爭取權益。19 世紀，她帶領著英國婦女一步步

的爭取婦女的參政權，不斷的鼓舞女性上街遊行。雖然開始的激進手段廣受批評，但她

一直堅信和傳達自己的理念給大眾，最終實現了女性得以投票的結果。也因此，7 月 15

日被英國定為艾米琳．潘克斯特日，紀念這位為婦女參政權做出偉大貢獻的推動者。 

 

 她和長女西爾維婭等成立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組織從一開始的溫和轉為激進，為

的就是扭轉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她們展開了一連串的集體示威遊行，極力的和政府

對立、攻擊首政府和警察，或是焚燒建築物，致使許多人員多次的被捕入牢中服刑。（高

曼芯，2017）。入獄後，絕食進行抗議，但英國政府深怕在獄中的婦女死亡，因此頒發

了《貓捉老鼠法案》（The Cat and Mouse Act）。為了讓她們服完刑，政府會先將瀕臨死

亡邊緣的婦女釋出，等恢復體力之後，再把他們關回牢裡。正當女權運動達到高峰時，

https://www.abbey-research.com/happy-birthday-blog-kate-sheppard/%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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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男性幾乎都被強制徵兵，導致許多的重要職位只能婦女來填補、

維持，艾米琳和其他推動著女權的婦女選擇暫停抗爭，和英國共度難關。一戰結束後，

英國政府不得不承認女性在戰爭中的功績，開始重視女性的能力和權力，也在之後被賦

予了更多平等的權利。 

 

4、艾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es） 

 

出生於 1872 年，為英國婦女平權主張人士之一。辭去了本來的教師職業，成為婦

女社會政治聯盟的一員。為了爭取女性參政和宣揚理念，1913 年，「英國周年賽馬日，

她闖入賽馬場抗議，被英皇的馬匹踐踏而死，因而增加了大眾對公權平等運動的支持。」

（李元貞，1990）。此舉震驚了整個社會，也引起了公眾關注，英國議會也因此初步通

過了女性投票權的議案。 

 

（二）二十世紀 

 

1、米利琴特．費塞特（Dame Mi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 年出生於英國的米利琴特，也是當時女權推動的先鋒。1866 年，受到了約翰．

彌爾（John Stuart Mill）關於女性權利對等的演說啟發，深受憾動，開始收集英國第一

份婦女參政權請願連署書，便正式投身於女權運動。（轉角國際，2018）她帶領其他人

創立了「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透過發

派傳單、書寫請願信等較溫和的手段抗議，要求修憲給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權利。「直

到《1918 年人民代表法令》改革，30 歲以上、有財產的婦女得到投票權。」（世界新

聞網國際新聞組，2018） 1929 年，議會頒布了《男女平等選舉法》的隔年，米利琴特

逝世，後來英國國會廣場也立了他的銅像，致敬她為女權爭取的奉獻。 

 

2、貝蒂．弗里丹（Betty Freidan） 

 

1921 年 2 月 4 日的貝蒂，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猶太移民家庭。看到母親因受制於丈

夫之下虛綁了自己的才華，貝蒂開啟了關於女性權益的爭取之路。1947 年生了第二個孩

子後，被剝奪了獲得產假的權利，這喚起了她對於女性權益和問題的思考。踏上女權運

動之路後，協力建起了美國全國婦女組織，並擔任了六年的掌門人。這個組織也在 1970

年時發起了橫跨美洲的全美女性大罷工。著有《女性的奧秘》一書，為她用五年多的研

究和調查編出，旨在揭示工業社會的生活中，美國婦女空虛的生活狀態和普遍存在的心

理問題，並在之中回顧了女權運動的發展歷史，歌頌和讚美女權運動先驅的無畏以及她

們爭取女權的艱苦鬥爭。貝蒂．弗里丹作為美國女權運動的領軍人物，她被後世讚譽為

美國「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之母」。她告訴女性不要被禁錮在家庭之中，僅為家庭主婦或

人妻，而是要思考自己想擁有什麼，追求目標理想，自我實現。貝蒂透過了強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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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社會運動為女權發聲，擴展了女性參政的機會，他是 20 世紀提倡女權運動，不

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3、瑪格麗特．黑格．麥克沃斯（The Rt. Hon. The Viscountess Rhondda） 

 

1883 年出生於英國倫敦貝斯沃特，是英國威爾斯貴族。1908 年，在堂姨佛蘿倫絲．

海格（Florence Haig）的引薦下，初次接觸到激進的婦女爭取普選運動，從此開始投身

女權運動。1908 年，瑪格麗特加入了婦女社會及政治聯會，她在一次的運動中焚燒郵

箱以示抗議引起社會轟動，被判入獄服刑，透過五天的絕食運動而假釋出獄。瑪格麗

特投身聯會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因跟隨 WSPU 的決議而停止激進抗

議。其中辦過不少場女權演講、大小集會和各種激進示威行動，表達自己要求婦女得

以普選的聲音。在眾多女權抗議之中，瑪格麗特最具影響力的是自己創立的《時勢》

週刊，在週刊中反映出他對女權主義的追求和想法。 

 

（三）二十一世紀 

 

1、艾瑪．華森（Emma Watson） 

 

出生於 1990 年出生於法國巴黎，從小夢想能成為演員，並進入了驛馬戲劇藝術學

校牛津分校就讀。在英國作家 J·K·羅琳（J. K. Rowling）著作《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

石》的改編電影中，飾演妙麗一角，從此知名度大幅提升，之後也參與了多部電影的

拍攝。艾瑪．華森是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她走訪孟加拉和尚比亞，為了在當地推動和

促進女性教育。2014 年，她被選為聯合國全球親善大使，從此也開啟一連串的女權運

動，於聯合國演講後，為女性運動「他為她」（HeForShe），拉開了序幕。（圖三）即為

艾瑪．華森。 

 

 

 

（圖三資料來源：艾瑪．華森推薦書單。BOBOFISHO。2020 年 9 月 19 日，取自

https://images.app.goo.gl/arGSz2hnD1B8mnER6） 

 

 

https://images.app.goo.gl/arGSz2hnD1B8mnE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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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女權運動初於 18 世紀末逐漸開始，初期的女權運動發展，主要在於解開女性角色的

各種制。大多數的女權運動都是在艱困的環境下進行，她們被自己的丈夫唾棄、受到社會

的抨擊，卻還是毅然決然地為爭取女性參政權付出心力，有的人甚至為此犧牲性命。凱特．

雪帕德作為女性投票權爭取的先驅，為後世開啟了女權運動的浪潮。自此之後有許多女性

開始鼓起勇氣為她們自己爭取權益，他們面對許多人的迫害逼迫仍努力為眾女性爭取權

利，使現今的女性得以擁有相對的平等權力。 

 

在女權運動的坑爭路上，有些以溫和溝通的方式爭取、有些使用激進手段，不惜捨棄

一切爭取和男性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的待遇、和政治參與等。英國、美國為第一波女權

運動重鎮，那些為了女權不惜自己生命的爭取者如艾米琳．潘克斯特和艾米莉．戴維森等，

他們為女權的奮進不懈和一次次的失敗，讓女性在現今能擁有更完善的自由和平等。 

 

女權運動人士的訴求便是希望女性不再是以家庭為主，渴望擁有投票權、選舉權、被

選舉權以及任公職的機會。現今有女性像是艾瑪．華森極力爭取女性教育權，世界上還

有更多女性在為平等權、工作權、公共發言權等努力爭取，試圖去打破幾世紀以來的男

女不平等。如今有許多國家接續立法開放投票權、選舉權給女性，也有許多國際組織努

力爭取婦女人權，更有許多女性雖處於困境卻勇敢為自己發聲，為眾婦女爭取權益，雖

然現今仍有許多國家的女性權益仍受限制，但還是有許多人願意挺身而出幫助她們，為

她們爭取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女權運動重新崛起，這次是爭取社會權益，例如

婦女工作權、補助安親班、同工同酬、受訓機會、升遷待遇、停止剝削女工、已婚婦女

工作權等等。 

 

在現今社會中，女性的地位經過了數百年的爭取和女權的推動下，擁有的權力已遠遠

大於以往。女性不用再像以前一樣，為了男性的至高地位而被壓制，女性也不再成為男

性的附帶品或是商品，多年後皆重新受到了重視，追求的平等也在近幾年逐漸落實。這

些女權運動先驅的許多觀點和推動，都成為了許多女性開始為自己發聲的動機。她們的

無私奉獻和不顧一切的爭取，為現今婦女還來了許多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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