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45次會議

11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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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主席致詞

確認本小組第44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７案

討論案２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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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小組第44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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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２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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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１案

本小組第44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詳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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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２案

政策規劃組工作報告

(綜合規劃司)

6



一、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委員會】

68.75%

72.73%

達40%以上

上升3.98%

109年10月 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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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委員會】

未達1/3

10個

15.63%

已達1/3

未達40%

10個

15.63%

40%以上

44個

68.75%

109年10月達成情形

未達1/3

8個

12.12%

已達1/3

未達40%

10個

15.15%

40%以上

48個

72.73%

109年12月達成情形

8



一、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董事】

已達1/3比例仍為50%

未達1/3

1個

50.00%

已達1/3

1個

50.00%

109年10月達成情形

未達1/3

1個

50.00%

已達1/3

1個

50.00%

109年12月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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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監事】

已達1/3比例仍為50%

未達1/3

1個

50.00%

已達1/3

1個

50.00%

109年10月達成情形

未達1/3

1個

50.00%

已達1/3

1個

50.00%

109年12月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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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52.31%

56.45%

57.38%

49.00%

50.00%

51.00%

52.00%

53.00%

54.00%

55.00%

56.00%

57.00%

58.00%

107.12 108.12 109.12 110.1

近3年本部女性主管(含簡任及薦任)比率比率

年月

二、本部女性主管遴拔(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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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85 56,294

52,314
48,014

46,106
44,061

44,778
46,623

41,885

32,071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公共危險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

≈

三、性別統計(統計處)

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男性人數

近5年呈先增後減
109年受修法影響
減幅較大

近5年逐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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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女性人數
圖2 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女性人數

5,229
5,149

4,645

4,370

4,063

6,118 6,242

6,733

6,329

4,71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公共危險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人

≈

近5年呈先增後減
109年受修法影響
減幅較大

近5年逐年減少

13



監獄在監
受刑人性別監獄在監受刑人人數

51,333 51,668
52,985 51,308

48,714 47,534

4,733 4,892 5,074 4,981 4,779 4,612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105年底 106年底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1月底

人 男性受刑人 女性受刑人

VS

47,534人
(91.2%)

4,612人
(8.8%)

110年1月底

男、女性受刑人
均呈先增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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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預算(會計處)

110年
法定預算

109年
法定預算

111,088千元

126,532千元

-15,444千元
-12.21%

110年度較109年度減少
12.21%，主要係雲林第二監
獄擴建工程計畫預定辦理專
案管理、統包工程主體建築
竣工驗收及公共藝術設置等
尾款支付，相關性別友善設

施經費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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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影響評估(綜合規劃司)

(一)中長程個案計畫110年1-2
月，計10件，新增0件

(二)法律案110年1-2月，計24
件，新增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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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影響評估(綜合規劃司)

法律案 :新增５件

 科技偵查法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46條之

1、46條之2修正案

 刑法第47、48條修正案

 刑法第240、241條修正案

 刑法第239、245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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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３案

司法保護組工作報告

(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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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侵害防治業務

(一) 建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
制度

刑後強制治療
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收容(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醫療團隊辦理治療處遇)，至109年12月31日

止收治人數計57名（男性：57人；女性：0人）。

刑前強制治療
台北、台中、高雄、桃園女子等監獄及明陽中學

強制治療保安處分專區，至109年12月31日止在

監之受處分人計6名（男性：6人；女性：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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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修相關法規：
 參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第1至5次協

商會議、專家諮詢會議

(三) 加強專業訓練：
 自106年起每年例行辦理「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

被害人訊（詢）問初階班及進階班」訓練課程

 截至109年底，已核發420張證書，本部將賡續辦理

相關訓練

 109年10月14日至16日、11月6日辦理本部109年度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特殊訊(詢)問專業課

程基礎班、進階班

一、性侵害防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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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侵害防治業務

(四)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性侵害案件

情形(109年1-12月)

1711

14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1478

11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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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侵害防治業務

(五) 其他辦理性侵害防制業務情形
建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專業人士名

冊」查詢系統並定期更新名冊

強化合作，參與衛福部「重大性侵害事件個案檢

討會議」，鼓勵檢察官參與台灣防暴聯盟舉辦之

「司法共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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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一)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家庭暴力案件

情形(109年1-12月)

1.家庭暴力罪

2293

495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1515

255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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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一)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家庭暴力案件

情形(109年1-12月)

2.違反保護令罪

2005

196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1583

127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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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二) 加強專業訓練：

109年度於7月8日至10日辦理「109年度婦幼
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

(三)研商「6歲以下兒童死亡事件報請檢

察官進行死因調查之可行性」：
108年4月26日法務部函頒「檢察機關重大兒
虐案件偵辦流程」，同年5月1日全國實施。
於109年7月13日召開「檢察機關重大兒虐案
件偵辦流程及6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檢視機制
運作報告會議」，邀請相關部會、民間團體
與專家學者與會，以持續推動上開流程，促
進網絡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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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網絡合作：

 109年6月22日、10月19日參加衛生福
利部召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
小組第4屆第3、4次會議」。

 109年8月10日參加臺灣高等檢察署召
開之「婦幼保護督導小組第42次督導
會報」會議。

二、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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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騷擾防治業務

(一)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違反性騷擾防

治法案件情形(109年1-12月)

334

3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236

0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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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騷擾防治業務

(二)強化網絡合作
 配合衛生福利部編印「性騷擾防治法規

彙編」，協助檢視業管性騷擾防治相關
法規、子法及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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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

(一)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情形

(109年1-12月)

439

64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313

46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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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

(二) 研修相關法規：
 參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性剝削)防制條例

相關法規檢討會議。

(三) 強化網絡合作：
 109年10月6日參加衛生福利部召開「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第2屆第4次會
議」。

 參與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09年8月10日召
開之「防制人口販運督導小組」第27次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督導小組」第56

次督導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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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復式司法業務

修復式司法
試行方案

99年9月開辦，
101年9月擴及
全國各地檢署

至109年12月，計收案
2,304件，開案2,014件
，其中1,113件已進入
對話，801件 (72%)已
達成協議

以被害人與加害人為核心，協助雙
方面對犯罪事件，促進真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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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４案

法令宣導組工作報告(保護司)

一、結合各界資源，辦理性平宣導活動

二、辦理身分法宣導

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四、援助更生人家庭/收容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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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各界資源，辦理性平宣導活動

結合各界資

源，辦理宣

導活動

提供外籍配偶免

費法律諮詢服務

辦理

法律美學劇展

刊登「性別平等」

宣導文宣

補助性別平等

宣導活動

性平法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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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分法多元宣導

舉辦專題演講

與廣播電台合作宣導

動畫宣導

印製宣導文宣

結合鄉鎮市調解委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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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一）專業訓練學程

1.舉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
研習會」。

2.106年起辦理「兒童或心智障
礙之性侵害被害人訊（詢）
問初階班及進階班」訓練課
程，截至109年底，已核發
420張證書。

3.每年例行舉辦「防制人口販
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
會」。

本部所屬各地方檢察署成立「婦幼保護專組」或指定專責檢
察官，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等案件。並定期辦理
專業訓練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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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一）專業訓練學程

4.9月7日辦理辦理109年度性侵
害付保護管束案件精進訓練
(「特殊處遇運用」、「危機
處理經驗分享」及「與性侵害
加害人談性」)，增進觀護人
瞭解防治網絡成員之功能與角
色能力，並透過執行案件經驗
豐富之觀護人分享性侵害案件
實務經驗，提升執行性侵害案
件之品質，以達再犯預防及風
險管理之目的。

本部所屬各地方檢察署成立「婦幼保護專組」或指定專責檢
察官，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等案件。並定期辦理
專業訓練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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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二）辦理加強兒少性剝削防制之專題講座

配合「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
公布施行，督導各
地檢署辦理加強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宣導之專題講座
及專案活動，統計
109年度7-12月辦理
演講609場次，辦
理宣導活動365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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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侵害及性騷擾保護管束個案，為建構社
區防治網絡，以地方檢察署為主軸，每季由
（主任）檢察官主持，定期召開「社區監督輔
導小組會議」。

109

年度
場
次

防治
網絡
出席
人員

討論之
性侵害
個案數

1月
至
12月

84 2,232 742

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三）社區監督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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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侵害付保護管束人實施分級分類，
並施予適當之監控機制與個別之處遇方
式。

110年
1月

科技設備
監控執行
中案件

95年1月
至

110年1月

監控執行
人數

監控期間
再犯性侵
案件比率

保護管束期間
再犯性侵案件

比率

148件 1,469人

0.88％

13
───
1,469

2.04％

213
───

10,432

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
（四）核心個案之監控與特殊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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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收容人出監前後之服務

矯正機關

「家庭支持與

援助家庭推展

計畫」

更生保護會

「家庭支持及

援助家庭服務」

出監
銜接

在監
合作

四、援助更生人/收容人家庭

(一)更生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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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共計服務395個更生人家庭，638位更

生人及其家人，其中女性有499人。

家人關係促進 家庭親子活動

男性

22%

女性

78%

男性 女性

四、援助更生人/收容人家庭

(一)更生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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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保護會結合民間團體

合作辦理女性更生人安置

處所，補助相關費用，提

供居住安置、就業及強化

家庭關係輔導等服務。

 109年截至12月：計有7所

女性更生人收容安置處

所，收容輔導39人，282

人次。

四、援助更生人家庭

(二)更生人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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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大幅放寬條件
 截至109年，現仍經營且維持輔

導關係之更生人事業計70家，
其中女性事業主計有8人。

對於有創業能力但缺乏資金的更生人：

提供臺灣更生保護會圓夢創業貸款

四、援助更生人家庭

(三)更生人創業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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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５案

教育訓練組工作報告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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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開辦性別主流化課程及調
訓

教育訓練組工作報告

109年自行開發線上課程及涵蓋
率

109年參加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
涵蓋率

報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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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訓練機構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一)

訓練機構名稱 辦理班次

調訓學員男女比率

合計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合計 62 3,468 2,220 64.01% 1,248 35.99%

司法官學院 17 1,209 567 46.90% 642 53.10%

矯正人員訓練
中心

37 1,591 1,285 80.77% 306 19.23%

調查局幹訓所 5 489 284 58.08% 205 41.92%

廉政研習中心 3 179 84 46.93% 95 53.07%

辦理班次：62

授課講師：男性20人(32.26％)、女性42人(67.74％)

調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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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類別

• 在職：14班

(22.58%)

• 職前：48班

(77.42%)

辦理方式

• 專班(含專題

演講)：9班

(14.52%)

• 隨班：53班

(85.48%)

課程內容

• CEDAW：29

班

• 參訓人次

1,489

• 男性

970(65.14%)

女性

519(34.86%)

課程區分

• 為精進司法

人員對性侵

害犯罪偵(調)

查技巧等及

落實CEDAW

之實踐理念，

開辦進階課

程

• 18班

各訓練機構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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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議題

• 開辦納入多元

性別及多元家

庭相關課程

• 32班次

精神醫學

• 開辦性別認同

與心理衛生課

程

• 14班次

性騷擾防治

• 營造友善職場

環境，開辦性

騷擾防治

• 8班

各訓練機構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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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學院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

• 計1,209人次

• 男性567人次(46.90%)

• 女性642人次(53.10%)

調訓人數

• 司法官班第59期至61期學員

• 遴選檢察官(律師轉任檢察官)職前研習班第2、3期

及在職檢察官

• 檢察事務官班、法制人員訓練班、行政執行官班等

學員

訓練對象

• 開辦17班次

• 講授保障婦女法律權、偵辦婦幼案件偵查技巧及落

實司法對CEDAW之實踐理念等實務課程

辦理班次及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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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人員訓練中心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
形

• 計1,591人次
• 男性1,285人次(80.77%)
• 女性306人次(19.23%)

調訓人次

• 司法特考三等監獄官考試錄取人員
• 司法特考四等監所管理員考試錄取人員
• 在職人員(初任主管人員、政風主管、監所戒護主
管、法警、替代役管理幹部等)

訓練對象

• 開辦37班次
• 開辦精神醫學相關課程；收容人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凌防治業務研習班及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實務與案
例等課程

辦理班次及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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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幹部訓練所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
形

• 計489人次

• 男性284人次(58.08%)

• 女性205人次(41.92%)

調訓人次

• 調查班第57期及59期新進學員

訓練對象

• 開辦5班次

• 課程講授內容CEDAW內涵、性別意識等基礎觀念、性

別意識培力、職場性騷擾事件案例研析

• 調查局為深化性別尊重及性別友善意識，本年度辦理

19場次性騷擾防治課程

辦理班次及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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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研習中心109年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

• 計179人次

• 男性84人次(46.93%)

• 女性95人次(53.07%)

調訓人次

• 廉政人員訓練班第45期學員

• 薦任第9職等政風主管人員

訓練對象

• 開辦3班次

• 課程以瞭解職場性騷擾防治及CEDAW基礎及進階訓練為

主

辦理班次及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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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訓練機構109年CEDAW數位課程線上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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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94

人

692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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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人
次

女性

男性

針對檢察官等實際從事偵查作為人員開設「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家庭、
工作與人身安全」、「人口販運防制法規與實務」、「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之修法重點及偵辦疑義」等多門進階或實務課程。

從保護及關懷被害者之角度，開辦「創傷知情與刑事司法體系—以性侵
害犯罪調查為例」等課程，以精進檢、調人員實務偵查技巧與專業知能。

線
上
課
程
參
訓
人
次
統
計
圖

線上課程共21門（基礎課程3門、進階課程18門），其中屬「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課共12門 ；線上學習人次計2,20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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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人 118

人
394

人

92.00%

93.00%

94.00%

95.00%

96.00%

97.00%

98.00%

99.00%

100.00%

本部

94.74%

97.10%

100% 100%
本部職員參訓涵蓋率

女性非主管參訓率 男性非主管參訓率

女性主管參訓率 男性主管參訓率

109年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涵蓋率(一)

機關名稱
參訓率
(參訓人數/總人數)

本部

非主管
參訓率

女性
94.74%

108/114

男性
97.10%

67/69

主管
參訓率

女性
100%

35/35

男性
100%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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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人 118

人
394

人

85.00%

90.00%

95.00%

100.00%

調查局 廉政署 司法官學院

95.22%

100% 100%

95.28%

100% 100%

95.35%

100% 100%

90.72%

100% 100%

所屬機關職員參訓涵蓋率

女性非主管

參訓率

男性非主管

參訓率

女性主管參

訓率

男性主管參

訓率

109年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涵蓋率(二)

機關名稱
參訓率
(參訓人數/總人數)

調查局 廉政署 司法官學院

非主管
參訓率

女性
95.22% 100% 100%

558/586 83/83 22/22

男性
95.28% 100% 100%

1211/1271 98/98 13/13

主管
參訓率

女性
95.35% 100% 100%

41/43 10/10 2/2

男性
90.72% 100% 100%

391/431 31/31 3/3 55



276

人 118

人
394

人

0%

20%

40%

60%

80%

100%

法醫研究所 檢察機關 執行機關 矯正機關

100%

92.90%
98.38%

94.92%

77.78%

92.76%

98.52% 93.82%

100%
96.96%

100% 99.42%

80.00%

92.74%

98.38% 99.09%

所屬機關職員參訓率 女性非

主管參

訓率

男性非

主管參

訓率

女性主

管參訓

率

男性主

管參訓

率

109年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涵蓋率(三)

機關名稱
參訓率
(參訓人數/總人數)

法醫研究所 檢察機關 執行機關 矯正機關

非主管
參訓率

女性
100% 92.90% 98.38% 94.92%

12/12 2067/2225 304/309 1122/1182

男性
77.78% 92.76% 98.52% 93.82%

7/9 1974/2128 267/271 5451/5810

主管
參訓率

女性
100% 96.96% 100% 99.42%

1/1 255/263 47/47 172/173

男性
80% 92.74% 98.04% 99.09%

4/5 383/413 50/51 437/441 56



109年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涵蓋率(四)

276

人 118

人
394

人

機關名稱

檢察官人數 檢察官參訓情形

總
人數
(A=B+C)

男性
(B)

女性
(C)

總參訓
涵蓋率
(G=D+F/A)*100%

男性
參訓
人數

(D)

男性
參訓
涵蓋率
(E=D/B)*100%

女性
參訓
人數

(F)

女性
參訓
涵蓋率
(F=F/C)*100%

合計 1,390 842 548 84.46% 725 86.10% 449 81.93%

各地檢署 1,200 709 491 82.92% 599 84.49% 396 80.65%

臺高檢署及
各檢察分署

173 119 54 94.80% 113 94.96% 51 94.44%

最高檢署 17 14 3 88.24% 13 92.86% 2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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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６案

檢察官從事性平業務(包含婦幼
保護)

(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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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７案

矯正機關性侵害、性騷擾、性霸
凌等欺凌事件防治及處理機制

(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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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主席致詞

確認本小組第44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７案

討論案２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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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第１案

法務部109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
告
(詳書面資料)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司

61



討論案：第２案

滾動修正「法務部性別平等推動
計畫(108至111年)」
(詳書面資料)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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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主席致詞

確認本小組第44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７案

討論案２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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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所屬檢察官

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相關
教育訓練

法務部檢察司報告



婦幼專組（股）檢察官教育訓練

職前訓練 在職訓練 專業證照



司法官學院職前訓練

61期Ⅰ

• 性別主流化及其

落實

• 法官/檢察官倫

理

• 司法人權系列六

-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及兒童權

利公約介紹

• 偵查實務

60期Ⅰ

• 性別主流化及其

落實

• 法官/檢察官倫

理

59期Ⅲ

• 外籍配偶與婦女

保障諸問題

• 婦幼案件及家庭

暴力防治之偵查

技巧



• 法律依據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4條、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9條、人口販運
防治法第7條

• 專組（股）辦理

• 目前各地方檢察署均成立「婦幼保護專組」或專股，指定
專責檢察官，辦理性侵害、家暴等婦幼案件

檢察官在職訓練



• 實施對象

• 本部每年度均編列預算，以各地檢署辦理家庭暴力、性侵
害、性騷擾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婦幼案件之
（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為主要實施對象

• 實施目標

• 使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深入瞭解性侵害案件及性別平等、
防制人口販運與兒少性剝削等可能遭遇之各項問題，熟悉
偵查及審判實務之運作，並落實國是會議及CEDAW公約對
司法體系之規範

檢察官在職訓練



檢察官在職訓練

• 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

• 創傷知情與被害人保護

• 加害人與被害人之權控關係與被害人之保護

• 建構友善的司法環境-是經驗法則還是性別刻板印象？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在我國之實踐

• 難以抗「劇」-性別ABC與友善司法

• 復仇式色情之偵辦與被害人之保護



檢察官在職訓練

• 家庭暴力及婦幼保護研習會/檢察機關兒少保護研習會

• 109年與林口長庚醫院共同合作，分北南東中四場舉辦

• 檢察機關重大兒虐案件偵辦流程

• 建立以檢察體系為主導之網絡-談重大兒虐案件之偵辦

• 預防兒虐案件-從強制性親職教育談起

• 為兒虐發聲 讓證據說話-兒虐事件辨識與驗傷採證





檢察官在職訓練

• 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委由本部司法官學院錄製數位課程，供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隨時線上學習

• 司法人員婦幼案件專業課程-創傷知情與刑事司法體系--以
性侵害犯罪調查為例

• 從社工觀點談性私密影像外流被害人之保護



檢察官在職訓練-證照班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第1項

•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
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
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但司法警察、司
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
在此限。

• 依第15條之1規定，司法詢問員採行雙軌制，應視案件被害人
之表達及認知能力，彈性運用，至於何種案件有必要請司法
詢問員協助詢（訊）問，屬立法者賦予員警、檢察官或法官
依具體個案審酌裁量，並予彈性判斷空間



• 分基礎班、進階班

• 須全程受訓及參與演練完成，

方能取得證照

• 總計核發441張證照

• 鼓勵地檢署與在地網絡和辦

研習會，藉由共同研習機會，

從不同觀點互相激盪、經驗

交流

檢察官在職訓練-證照班



• 為加強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對弱勢被害人的同理與取證，

在司法官學院舉辦「兒少及

弱勢被害人的司法訪談程序」

課程，由英國基爾大學黃菁

瑜助理教授授課，透過分組

演練方式，熟悉訪談程序的

運作

檢察官在職訓練-
兒少及弱勢被害人的司法訪
談程序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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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聯 合 國 通 過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 C E D A W ) 、 我 國 內 法

化 、 性 別 意 識 逐 漸 覺 醒 。



01 緣起

2011 年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闡明三大基本理念(性別平等、婦女

權益、性別主流化)、七大核心議題

(權力、就業、經濟、教育等)。

1981 年
CEDAW公約生效

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

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

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

行政措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

促進性別平等各級政府行使職權。

2012 年
CEDAW公約國內法化



02

修正沿革
2 0 0 5 年 函 頒 具 體 措 施 ( 第 一 版 ) 、 為

強 化 防 治 具 體 措 施 ， 歷 經 4 次 研 商 修

正 ， 2 0 2 0 年 1 0 月 頒 定 最 新 版



02 修正沿革

【第1版】

矯正機關防範收容人
發生性侵害及欺凌事

件具體措施

★納入三級預防概念

1.提昇性自主意識及保護能力

2.有效篩選潛在被(加)害者

3.積極介入，妥適處理

★劃分兩大具體措施

1.防治措施：宣導、輔導、環

境、管理、檢查、視察

2.處理措施 ：通報、調查、服

務、違規、隱私、改進

【第3版】

矯正機關防治及處理收容人
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
凌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

2005
(94年)

2012
(101年)

2016
(105年)

2020
(109年)

【第2版】

矯正機關防範收容人
發生性侵害及欺凌事

件具體措施

【第4版】

矯正機關防治及處理收容人
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
凌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

★ 增訂兩法修正之精神

1.救濟程序

2.舉證責任

3.第三人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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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劃 分 兩 大 具 體 措 施 ： 防 治 措 施 、 處

理 措 施 ， 訂 定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S O P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一)

防治宣導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二)

輔導措施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三)

身體檢查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四)

友善環境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五)

舍房管理



03 具體措施-六大防治措施(六)

加強視察



⑦檢討改進

②事件調查 ③保護服務①事件通報

⑤司法調查⑥維護隱私 ④辦理違規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SOP作業流程)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一)

事件
通報

事件
調查

保護
服務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二)

事件
通報

事件
調查

保護
服務



事件
通報

事件
調查

保護
服務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三)



辦理
違規

司法
調查

維護
隱私

檢討
改進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四)



辦理
違規

司法
調查

維護
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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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五)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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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六)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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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改進

03 具體措施-七大處理措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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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強化機制
頒 定 事 後 追 蹤 表 、 彙 整 性 平 教 育 教

材 、 納 入 內 控 機 制 及 評 比 事 項 、 青

少 年 具 體 防 治 措 施 觀 摩 會 。



04 督考＆強化機制

①頒定通報事件追蹤表
為了解機關針對通報後之處理情形(含心理輔導、驗

傷採證、醫療服務、外部輔導服務等)，請機關於通

報後2週內填寫該表格及檢具相關資料，俾利管考。

②彙整性平教育教材
本署請衛生福利部提供38個性別平等主
題課程，提供各機關推廣運用。

③納入內控機制及評比事項
為確保機關有效執行措施及資源運用，請
各機關將內控機制及評比事項，並逐年檢視。 ④青少年具體防治措施觀摩會

110年將舉辦防治措施觀摩會，透過學術與實
務交流，期盼有助於預防及降低是類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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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結語
扎 根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基 礎 、 深 化 措 施

及 督 考 機 制 、 持 續 規 劃 合 理 收 容 人

空 間 、 引 入 輔 導 資 源



扎根性別平等
基礎教育01

持續規劃
合理收容空間02

深化措施及
督考機制 03

引入
專業輔導資源 04

05 展望＆結語



提昇矯正專業效能

展現人權公義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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