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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機如何扭轉性別平等 

摘譯／胡筱翎、蔡宜龍（台灣綜合研究院） 

本文摘譯自綠色和平（Greenpeace）2023年 3月 28日“How the energy crisis is reversing 

gender equality”一文。原文網址：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story/58938 

/how-the-energy-crisis-is-reversing-gender-equality/ 

 

全球受貧窮影響最嚴重的人口中，女性一直處於首位，且性別薪

資差距及無酬的家庭工作，使女性更容易受到影響且日益加劇。在過

去 10 年中，性別貧窮差距持續擴大的情形被稱為「貧窮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而 COVID-19及能源危機造成生活成本提

高，也使「貧窮女性化」更加嚴重。 

一、能源的可及性決定著發展 

獲得乾淨能源是人類發展和性別平等的基礎，在無法取得能源的

偏僻地區，女性必須長途跋涉去蒐集燃料、木柴和水，使得女性沒有

賺錢及受教育的時間，同時也增加安全上的風險。 

使用燃料、煤油或煤炭的傳統烹飪方式，會讓女性及兒童暴露在

有毒的煙霧中，這將會導致慢性呼吸道問題，甚至是死亡，全球 200

萬的受害者當中 85%是女性和兒童。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統計，由

於能源危機，全球無法用電的人口將在十幾年來首度增加並達到 7.74

億，也預估將有 1億名女性被迫重新使用傳統燃料烹飪。 

二、能源貧窮會導致健康問題，甚至死亡 

即使在已開發中國家，能源危機對女性也會帶來嚴重的健康影響，

可能導致慢性疾病和死亡。主要是因為能源貧窮，可能導致斷電，使

更多人在冬天死亡。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歐盟每年有 5.8萬人因室內寒冷而喪

生。死亡原因包括：失溫、依賴電子設備（氧氣機）生存、因火災或



2 

一氧化碳中毒所致。歐洲國家的「冬季超額死亡率」位居全球之冠，

其中馬爾他為 29.4%、葡萄牙為 28%、賽普勒斯為 23.6%、西班牙為

20.6%、愛爾蘭為 19.7%以及英國為 18.6%。 

三、在世界各地，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表示女性更容易受到能源貧窮的

影響 

能源貧窮以及它所造成的後果，並不會只出現在偏僻地區。在歐

洲，男女的性別薪資差距為 13%，單親媽媽和女性因性別薪資差距、

無酬的家庭工作及照顧工作，使得受到能源危機的影響比男性更大。 

在美國，女性（特別是黑人女性）更有可能經歷能源貧窮，這不

僅加劇性別不平等，也加劇了種族不平等。若遭遇能源貧窮，女性的

整體健康狀況和心理狀態較差，死亡風險高於男性。這需要政府制定

相應的性別政策，以解決能源貧窮的問題。 

四、在能源轉型中，女性是重要的一環 

儘管女性在能源議題和潔淨能源轉型中扮演關鍵角色，卻常常被

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因為無酬的家庭工作，女性在家庭中是主要的

能源使用者，但男性通常擁有家庭財務的決策權。 

而 Bindu Shrestha, Sudarshan R. Tiwari等人在 2021年的研究顯示，

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環保及節能，也更支持再生能源，且反對化石燃料，

這也反映在女性擔任決策職位時。研究顯示，歐洲議會中的女性議員

比男性議員更有可能支持對環境友善的法律。而在性別平等程度較高

的國家或公司，也更善待環境。 

支持女性擔任決策者或領導職位，將使所有人受益。然而，在歐

盟國家，負責環境與氣候政策的政府部長中只有 26.8%是女性，男性

則占了 73.2%。在能源領域工作者中，女性只占了 22%，領導職位的

女性更是只有 12%。 

為了讓女性和性別少數族群享受應有的平等，必須將擺脫能源貧

窮視為一項人權，綠色和平組織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能夠獲得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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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潔淨能源，確保女性和性別少數族群的人權是實現公正能源

轉型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