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51次會議

112 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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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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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１案

•建議繼續列管1項

•建議解除列管3項

第50次

會議決議

列管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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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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1/3, 

11.43%
已達1/3未達

40%, 17.14%

40%以上, 

71.43%

111年10月

(12個)
未達1/3, 

8.45%
已達1/3未達

40%, 18.31%

40%以上, 

73.24%

111年12月

(50個)

(8個)

(52個)

(13個)

(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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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5%

56.45%

109年本部主管性別比率

男性 女性

41.54%

58.46%

112年本部主管性別比率

男性 女性

二、本部任一性別主管比率

↑增加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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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統計

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起訴主要罪名─按性別分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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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4 

1,184 1,913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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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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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

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男性人數─主要罪名

洗錢防制法
受最高法院統一見解影響

增幅較大，111年超越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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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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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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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

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女性人數─主要罪名

洗錢防制法受最高法院
統一見解影響增幅較大，
111年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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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各類收容人性別結構
矯正機關
收容人人數

111年底

(49,720人)

(371人)

(1,122人)

(605人)

(2,151人)

(290人)

(859人)

最高

最低

VS

5萬228人
(91.1%)

4,890人
(8.9%)

總計5萬5,1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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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影響評估(112年1-2月)

(一)中長程個案計畫計11件，新增1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暨臺灣高等檢察署擴遷建
辦公廳舍中長程個案計畫(期程111-122)

(二)法律案計23件，新增2件

 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檢察司)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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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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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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2月31日止
收治人數計28名（男性：28人；女性：0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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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2月31日止在監之
受處分人計3名（男性：3人；女性：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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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修相關法規：
 110年11月17日向行政院陳報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增訂刑法

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處罰不法攝錄、
散布性影像、製作或散布不實性影像之犯行)，111年3月10日行
政院第3793次院會通過，5月2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110167696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於112年1月7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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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底核發539張
證書

 111年度於111年9月14日至16日辦理基礎班，並於同年9月23日
辦理進階班

 112年2月6日、10日、15日舉辦「新法說明會」，針對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就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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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2月)

1739

19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157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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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衛生福利部召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修正草案第1至6次協商會議、專家諮詢會議、重大

性侵害事件個案檢討會議、性影像移除及下架流程規

劃會議；參加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被害人服務試辦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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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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2月)

 1.家庭暴力罪

3322

675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2201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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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2月)

 2.違反保護令罪

2327

246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198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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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於8月17日至19日在南投地檢署辦
理「111年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
會」，藉以提升檢察官偵辦婦幼案件之專
業知能並增進性別平等之觀念

(三)周延兒少保護系統：
108年4月26日本部函頒「檢察機關重大兒
虐案件偵辦流程」，同年5月1日全國實施。
109年6月辦理檢討會議，110年8月函請本
部所屬檢察機關配合、協助地方主管機關
推動辦理6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回溯分析，
配合社會安全網定期更新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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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網絡合作：
 110年10月12日、111年1月11日、6月7日
、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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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屆第1、2、3

、4次會議」。

 111年2月18日、8月8日、112年2月17日
參加臺灣高等檢察署召開之「婦幼保護督
導小組第45次、第46次、第47次督導會報
」會議。

 111年3月30日參加衛生福利部召開「家庭
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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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2月)

423

5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2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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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舉辦新法說
明會，參與行政院召開之各相關機關研
商會議、內政部111年8月9日、12月20

日召開之「跟蹤騷擾防制法推動諮詢小

組」第1屆第1次、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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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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12月)

554

30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男性 女性

33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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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年2月22日、23日、3月4日參與
審查衛福部函報行政院「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會議

• (三)強化網絡合作：
• 參加臺高檢署於111年2月18日、8月8日
召開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督導小組」
第 59次、第60次督導會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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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2月，計收案

2,654件，開案2,331件

，其中1,276件已進入

對話，905件 (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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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動更生事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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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各界資源，辦理性平宣導活動

各地檢署辦理性侵、
婦幼保護等法律推廣

為強化對民眾，尤其
是婦女、幼童等弱勢
團體的法律教育與服
務，積極整合各地法
律推廣資源，於本部
網站設置「法律推廣
人才資料庫」，並彙
整各級政府及民間公
益團體之法律服務資
源，刊載於本部網站，
協調各機關團體連結。
督導各地檢署至機關
學校團體辦理反毒、
反暴力、反霸凌、防
制性侵害及婦女、幼
童保護、預防被害法
律宣講及法律推廣活
動，111年1-12月辦
理演講1,992場次，
宣導人次男性90,638

人、女性88,521人。

舉辦破除性別刻板
座談會

融合當前社會住宅政
策，首度與社會住宅
青年創新團隊合作於
111年12月3日、10

日分別與臺北市廣慈、
明倫社會住宅合辦
「破除性別刻板✕社
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座談會，深入社區，
以專家座談形式，探
討日常生活中所潛藏
的性別機制，引導民
眾對於多元性別及性
別刻板印象有所覺察
與反思，互動討論熱
絡。參與者對於研習
活動整體評價滿意度
為93.59%。

PODCAST節目宣導
「女力心聲」

「紫袍下的故事」

以「求職不斷碰壁
的更生大姐，從走投無
路變成烘焙店老闆娘！」
為主題，訪問女性毒品
更生人「阿芬」學習烘
焙技術的契機，帶出其
毒品前科的過往以及人
生的轉捩點。呼籲聽眾
面對毒品更生人時，能
抱持中立、友善、接納
的態度。

另規劃「紫袍下的
故事」數位學習課程，
宣導「性剝削防治」、
「防範權勢性侵」、
「兒虐防治」、「遏止
家庭暴力」等議題，分
別邀請偵辦相關案件之
檢察官及該領域專業人
士共同對談，製成數集
數位學習教材，上傳本
部Podcast官方帳號供一
般民眾收聽，並放置e等
公務員平台供各級公務
機關學習使用。

性平法制宣導

辦理「兩公約十日
談：人權速寫」線上人
權影展，結合年輕族群
喜愛之「紀實影音（Gil

oo）」平台，播映「我1

2歲，你介意嗎？」、
「藍色恐懼：數位修復
版」富含性平意識之影
片，使更多民眾於疫情
期間可隨時隨地接收性
平概念。

另結合影展，於各
大podcast影音平臺上架
相關影評，透過主持人
與特別來賓對談方式，
分享在日常生活中所涉
及的人權及性別平等概
念，例如邀請臨床心理
師陳品皓討論電影中涉
及之女性精神健康議題、
YouTuber瑩真律師討論
涉及網路性犯罪議題，
讓性別平等觀念與知識，
潛移默化地走近民眾的
日常生活裡。



二、身分法多元宣導(1/2)

廣播電台合作

宣導

動畫短片、跑

馬燈訊息宣導

宣導文宣

製作「成年起步走」(5集)廣播節目，透過年輕
族群流行的新興Podcast線上廣播媒體播送，有
效推廣成為年輕族群關注話題。

編輯民法成年指南（電子書）含【婚約】、
【結婚】、【離婚】、【父母子女】、【扶
養】、【繼承】等18項重要議題及「民法成年
指南」宣傳海報，向全國各高中（職、五專）
及各地方政府推廣。

製成淺顯易懂之動畫短片，上傳至本部
Instagram及YouTube網站，且於電視臺、各部
會及各縣市政府及行政院於全國設立之73處
LED跑馬燈據點，以廣傳民法修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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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分法多元宣導(2/2)

設計公民教案

結合鄉鎮市調解委員

教育訓練

寓教於樂方式辦理宣導

結合英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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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1/6)
（一）專業訓練學程

1.舉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

111年度於8月17日至19日在南投地檢署辦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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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於111年9月14日至16日及9月23日辦理初階
及進階班研習，截至111年底，已核發539張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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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專業訓練學程

3.舉辦「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

111年10月20日至21日由美、加、澳等專家及執法人員與
我國學者、司法官等進行實務經驗交流。

4.因應「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正草
案辦理說明會

為使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瞭解並熟稔新修正後相關
規定，業於112年2月6日、10日、15日，分北、中、南共
舉辦3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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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專業訓練學程

5.精進各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及諮商、臨床心理師於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監督及輔導專業知
能

111年11月21日辦理地檢署心社人力精進訓練，邀請
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觀護人擔任講座並加入CEDAW公
約說明，提升案件執行品質，達到再犯預防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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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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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2月辦理演講957場

次，辦理宣導活動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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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 場次 防治網絡出席人員 討論之性侵害個案數

第1-4季 85 1,974 571

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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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2月

科技設備
監控執行
中案件

95年1月
至

111年12月

累計實
施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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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件 1,579人
0.95％

(15/ 1,579)

2％

(241/12,077)

三、建立性侵害犯罪社區防治體系(6/6)
（四）核心個案之監控與特殊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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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截至目前共計服務415個更生人家庭，

1,121位更生人及其家人，其中女性有527人。

家人關係促進 家庭親子活動

男性

53%

女性

47%

男性 女性

四、援助更生人家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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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截至目前：計有5所

女性更生人收容安置處

所，收容輔導31人，202

人次。

四、援助更生人家庭(2/3)

(二)更生人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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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大幅放寬條件
 截至111年，現仍經營且維持輔
導關係之更生人事業計86家，
其中女性事業主計有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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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更生人創業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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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更生事業群

預期效益

• 銜接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讓參與成員可接續就業

• 協助申辦勞動部相關補助津貼

• 提供更生人「工作保障」、「收入保障」、「勞動條件保障」

• 由更保會陪同輔導、並可提供技能訓練，輔導創業

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

近程目標由更保會結合優質
成功企業，簽約合作

更生人由更保會評估上工，
陪同輔導，降低工作適應問
題，產生歸屬感

自營更生事業群

長程目標由臺灣更生保護會
提供土地、人力、或物力等
一定資金，自主或合作經營

培養專業經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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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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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期間：111年度

大綱

檢察官性別主流化參訓涵蓋率

本期訓練重點說明

各訓練機構開辦課程及調訓情形

提升新進司法人員參訓涵蓋率

43



276

人 118

人
394

人

111年檢察官性別主流化參訓率

女性檢察官總人數586人
已參訓人數586人
參訓率100%

男性檢察官總人數837人
已參訓人數837人
參訓率100%

檢察官參訓率

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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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新進司法人員

人數

具性別主流化

學習時數人數
參訓涵蓋率

合計 691 668 96.67%

調查局 101 93 92.08%

廉政署 58 58 100.00%

司法官學院 0 0 -

檢察機關 249 249 100.00%

執行機關 12 12 100.00%

矯正機關 271 256 94.46%

新進司法人員參訓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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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1年

84.04% 96.67%
檢察、執行、矯正機
關涵蓋率未達85%

各機關涵蓋率均已達

成90%↑

新進司法人員參訓涵蓋率比較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年 111年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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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課程

多元性別、家
庭

納入新議題、時事
(如網路暴力、數位偵查等)

性騷擾防治
性別主流化訓練

68門課程

2,992人次

調訓人數

26班次 8班次

8班次 58班次

各訓練機構開辦性別主流化課程及調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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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課程及調訓
司法官學院

訓練對象

課程

課程重點

 觀護人

 檢察事務官

 書記官

 法制類科考試錄取學員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網絡合作機制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整合議題及資源連結

 參訓對象涉及本部所屬各類司法行政人員

 精進司法從業人員對性侵害案、家庭暴力被害人及

婦幼法律權之保障

 司法官

 遴選檢察官

 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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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訓練對象

 戒護主管人員

 監所考試錄取人員

 法警考試錄取人員

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
 持續開辦「精神醫學(含性別認同與心理衛生)」課程

 著重開辦性騷擾防治相關課程相關課程

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課程重點

 以矯正機關戒護主管及通報人員為參訓對象，促其瞭解

瞭解矯正機關辨識性別暴力及相關防治作為。

 初任薦任主管職務人員班納入性平相關課程，促使主管同仁建

立良好性平概念

開辦課程及調訓
矯正署附設矯正人員訓練中心

 初任薦任主管職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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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對象

課程重點

重點課程

 輔導員班學員

 調查班學員

 著重「性騷擾防治」課程相關議題講授

 以遭遇性騷擾的因應作為與性騷擾案例探討為主
題。

 透過實際案例分享，加深性騷擾防治認知，輔以討論

與隨堂測驗，解答學員疑問及驗收訓練成效。

 納入社會新議題或時事。

開辦課程及調訓
調查局幹部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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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訓練對象

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

訓練對象 重點課程課程重點

重點課程

 廉政人員訓練班學員

 薦任第9職等政風主管研究班學員

 性別主流化(含CEDAW)

 談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人權

 深耕新進政風人員及政風主管人員性別友善意

識，為未來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奠定基礎觀

念，以建構尊重及支持員工之友善職場環境。

開辦課程及調訓
廉政署廉政人員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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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第６案

法務部111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成果報告請備查案

(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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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規定

本部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

動計畫(111至114年)編審及推動作業注

意事項」規定，將111年度推動計畫辦理

成果於2月10日前報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現提報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備查後，

將於3月底前公布於本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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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推動計畫辦理成果

 院層級議題
績效指標共18項，達成17項。

法務部及所屬二、三級機關委員會共71個，其中
達成任一性別比率40％者計52個，占73.24％，尚
未達成111年75％目標值。(列入討論案檢討策進)

 部會層級議題
績效指標共6項，達成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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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推動計畫辦理成果

以下各項請參閱書面資料：

 其他推動性平政策綱領成果

 辦理性平相關宣導活動、研究

 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納入規範情形

 其他性平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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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主席致詞

確認本小組第50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6案

討論案1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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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法務部及所屬三級機關經管委員會

性別比例未達40%之策進作為，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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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

一、委員會現況

委員會

共71個

性別比例40%以上

計52個委員會

性別比例1/3 – 40%

計13個委員會

性別比例未達1/3

計6個委員會

達成率73.24%
58



二、行政院要求及本部目標值

 自108年起，行政院(性平處)要求機關經管委員會性

別比例以達40%為目標。

 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訂定經管委員會性別比例達

40%之達成率， 111至114年分別為75%、76%、

77%、78%。(本部111年達成率為73.24%，未達標)

 112年2月18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第28次會議，民間委員特別指出，本部部分委員會

以「委員係票選產生」為由而無法達標，建議可採

「女性保障名額」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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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性平處112年檢視意見

針對經管委員會性別比例未達40%，性平處建
議如下：

 倘係因「職稱兼任」致未達成者，建議研議放
寬委員資格條件，例如未必限定於機關首長，
或可放寬至主任秘書。

 若置有民間委員，可朝增加名額方向規劃。

 如為「選任」因素者，建議研修組織設置規
定，抑或運用CEDAW暫行特別措施，提供女性
優先待遇，俾加速實現事實上之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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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策進作為及預估成果

 策進作為

優先就性別比例目前逾1/3、未達40%且總人數
未達上限的8個委員會，以加聘女性委員1至2人
方式提升性別比例至40%以上。

 預估成果

委員會性別比例達40%之達成率提升為84.51%

(60/71=84.51%)，可達成114年自訂78%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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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優先改善之委員會
序
號

機關
(單位)

委員會名稱 總人數
女性
人數

女性比例
(%)

增加
女性人數

改善後
比例(%)

1 法制司 法務部人權工作小組 17 6 35.29 2 42.11

2 法制司
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
不法審查會

13 5 38.46 1 42.86

3 檢察司 法務部檢察官進修審查會 8 3 37.50 1 44.44

4 國兩司 法務部跨國移交受刑人審議小組 13 5 38.46 1 42.86

5 政風小組 法務部廉政會報 19 7 36.84 1 40

6 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工作諮詢委
員會

11 4 36.36 1 41.67

7
司法官學
院

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23 8 34.78 2 40

8 矯正署 法務部矯正署人事甄審委員會 11 4 36.36 1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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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餘委員會請參考性平處建議儘速改善

(一)性別比例未達1/3：
序
號

機關
(單位)

委員會名稱 總人數
女性人
數

女性比率
(%)

未達成40%

原因

1 檢察司 刑法研究修正小組 18 5 27.78
職稱兼任、外部委員意
願

2 人事處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17 1 5.88 職稱兼任、票選

3 人事處 檢察官遴選委員會 13 4 30.77 職稱兼任、票選

4 調查局 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 21 2 9.52 職稱兼任

5 調查局 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監督會 17 5 29.41 職稱兼任

6
最高檢察
署

檢察官職務評定審議會 9 1 11.11 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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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餘委員會請參考性平處建議儘速改善

(二)性別比例逾1/3、未達40%：

序
號

機關
(單位)

委員會名稱 總人數

女
性
人
數

女性比率
(%)

未達成40%

原因

1 檢察司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13 5 38.46 票選

2 國兩司 兩岸罪贓協處專責小組 8 3 37.50 機關推薦

3 廉政署 法務部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審查會 8 3 37.50 機關指派

4 廉政署
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審議委
員會

9 3 33.33 已於111年3月3日修正
設置要點之性別比例為
40%以上，將於113年2

月改選時達標。5 廉政署
法務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審
議委員會

9 3 33.33

64



議 程

主席致詞

確認本小組第50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6案

討論案1案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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