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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第28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3月23日（星期四）下午3時 

地點：內政部警政署忠誠樓3樓會報室 

主持人：吳政務次長容輝                 紀錄：鄒明桓 

出（列）席人員：詳如與會人員清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本分工小組第27次會議紀錄 

決定： 確認。 

參、 報告案 

第1案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21次委員會議決定（議）交

本分工小組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跨部會推動網

路性別暴力防治工作研商會議」各相關部會防

治措施)，報請公鑒案。 

決定: 

一、 為因應跨部會推動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新興議題，

請秘書單位彙整各部會112年最新辦理情形，並將數位

發展部(下稱數發部)納入辦理機關，以完善本議題討論。 

二、 針對行政院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十大類型、新修正之刑法

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建立系統化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之統計指標，俾利呈現工作成果。 

第2案案由：本分工小組第27次會議及歷次會議決定（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案。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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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統計近5年家庭看護工遭受性騷擾」部分，持續

列管。 

二、 「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流程」部分，持

續列管。 

三、 「具精神障礙之女性遊民安置」部分，解除列管。 

四、 「利用權勢性交罪統計資料」部分，持續列管。 

五、 「防疫期間家庭暴力案件是否有攀升趨勢」部分，持續

列管。 

第3案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議題 

           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111年度成果報告， 

           報請公鑒案。 

決定: 

一、 各部會爾後撰寫成果報告資料，以數據化方式呈現，輔

以文字補充說明，透過數據間比較與分析，以掌握工作

重點。 

二、 各部會提報之統計數據資料，應增加數據分析及針對分

析結果之因應對策。 

三、 針對人身安全議題之所有統計數據，請各部會於下次會

議提報。 

肆、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海外救援回臺人口販運被害人出現身心反應症狀

需要介入協助，提請討論(提案者:葉德蘭委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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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爆發國人被誘騙到柬埔寨、緬甸強迫勞動、摘除

器官而產生人口販運被害人案件，震驚全國，政府與民

間團體合力救援許多被害人返國。 

二、 政府針對被救援返國被害人，雖有關懷、轉介需求等宣

傳單與服務流程，而被害人回臺後是先接觸警察，如被

害人為失蹤人口，則會到派出所辦理撤銷協尋，家人未

通報失蹤人口，被害人之戶籍地警察局則會辦理被害人

鑑別，或被害人可能自行返家，未接獲任何通知。 

三、 被害人被通知到分局進行鑑別時，是否需要安置、心理

諮商，如需要才會被轉介，沒問或被害人當下未出現急

性創傷反應或創傷害壓力症候群即回應不需要，但日後

被害人有需求也不知如何處理。 

四、 婦女救援基金會服務人口販運被害人23人，發現被害人

返國後有就業、經濟、債務、心理、居住、司法訴訟等

問題，甚至無法入睡，產生恐懼的身心反應，接受精神

科治療，只有經濟尚可極少數有接受心理諮商。 

五、 被害人回臺後，彼此會相互聯繫，婦援會社工師反映其

返國後出現身心狀況問題，不知如何處理，例如不知向

誰求助、心理諮商費用高不敢求助。 

六、 救援返國被害人相關資料都在警政或外交單位，如相關

機關未告知或轉介被害人，各縣(市)政府的醫療或社政

單位無法得知或協助。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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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警政機關提供所有名單給各縣(市)心理衛生或社政或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進行關心與了解，是否需要協助，

並排除資產調查(全戶財稅所得)限制(許多被害人家人

不願意提供協助)，依其需要提供協助。 

二、 請各縣(市)政府設立單一窗口進行個案整合或提供個案

管理服務，以避免被害人要不斷向各單位求助，重複陳

述其受害過程。 

三、 各縣(市)政府應提供精神醫療或免費心理諮商服務，以

協助其身心穩定復原與生活問題。 

決定: 請本部移民署攜回妥適研處，並於下一次會議提報辦

理情形。 

伍、散會（下午4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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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案 

第1案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21次委員會議決定（議）交

本分工小組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跨部會推動網

路性別暴力防治工作研商會議」各相關部會防治

措施)，報請公鑒案。 

吳委員淑慈 

一、 教育部報告提到各項宣導作為，因身心障礙者接收外部

資訊之途徑及管道為受限，請研議針對各項身心障礙之

不同障別者需求，提供宣導教材跟資訊取得可及性，並

積極諮詢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以促進身心障礙者

接收資訊之權利。 

教育部回應： 

本部已研編性別平等教材，持續評估是否納入身心障礙

群族性別平等教材。 

二、 有關性影像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已成功移除75%，

是否說明其他25%無法移除之原因為何? 

衛福部回應： 

有關25%性影像無法移除為該影像係在境外平臺散布，

無法要求國外平臺移除下架。 

陳委員曼麗 

一、 本案係第21次會議追蹤辦理事項，數位發展部(下稱數

發部)是2022年成立，建議將數發部納入辦理單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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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辦理說明資料，以完善本議題討論。 

二、 檢視會議資料各部會提報資料均為111年，112年相關最

新資料較少，請秘書單位彙整各部會112年最新資料，

另請數發部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議題提報辦理事項，以

精進會議討論內容。 

顏委員玉如 

一、 新修正刑法增訂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章，

目前正積極建立完善的性影像案件被害人保護制度，有

關保護身心障礙族群在網路上遭詐騙或誘騙，遭數位網

路性別暴力，國家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機制為何? 

二、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盛行率跟發生率調查，衛福部正積極

籌辦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調查，教育部雖現行有校安通報

機制，因校安通報與調查不同，請問教育部對於發生在

18歲以下校園調查方面，除校安通報外，未來有何進程? 

三、 本案要提報大會進程，建議本案先不解除列管，須為階

段性的工作報告，會議資料中無法顯示修正法律對於未

來所關注的議題。例如：行政院羅政務委員於112年3月

22日主持「研商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公布後業務推動

事宜會議」，會議中研議請各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及警察

分局家防官如何對被害人進行完善的保護工作，有關各

部會就新法通過後未來的工作重點加以論述，非僅提報

完成相關法制作業。 

四、 針對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十大類型、新修正之刑法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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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犯保法)，能建立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之統計指標，這個統計指標建立，能有系統追蹤所

有部會在議題上的進程，方能呈現工作成果。 

五、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不僅涉及性私密影像，所涉層面相當

廣泛，跟蹤騷擾防治法中之網路跟騷案件亦包含其中，

法務部、衛福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就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

力能提出相關辦理成果，例如：包括偵查手段、如何偵

辦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等，相關偵查人員(檢察官、警察)

應接受完整受訓。 

葉委員德蘭 

一、 本案因於各部會防治措施欠缺統整性，目前不適宜提會

前會報告，另有關教育部辦理「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

動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諮詢會議，是否有本分工

小組委員參加?如果有可以同時一起進行，達到事半功

倍。 

二、 教育部就宣導工作採分齡措施，值得各部會學習，宣導

防治講求效果，針對特定群體適合的宣導方式實施才有

效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本案議題提報之內容，僅

針對18歲以下群體，18歲以上亦屬長期使用網際網路，

該群體防治措施並沒有被納入辦理，建議各部會持續將

本議題做得更完整，再來提會前會報告。 

教育部回應： 

一、 本部於110學年度，已將行政院數位/網路性別暴力1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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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納入校安通報，如接獲通報時，校方依據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28條2項詢問當事人有無申訴意願，如有申訴

意願，校方將依法調查。 

二、 本部「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動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

治」諮詢會議，是否邀請本分工小組委員參加，將於會

後研議。 

 

第2案案由：本分工小組第27次會議暨歷次會議決定（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案。 

秦委員季芳 

一、 第2項「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之申訴流程」案，行政院

已於112年2月9日召開第3次研商會議，惟開會結論尚無

具體成果。 

二、 第5項「防疫期間家暴案件是否趨勢攀升」案，家庭暴

力案件，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有關。衛福部辦理認為我

國並未採取封城或居家命令之強制措施，故難以認定疫

情與家暴案件增加具有相關聯性。惟家庭暴力有很多種

類型，包含用數位方式控制，例如智慧物聯網家電會成

為控制跟傷害家暴被害人之手段，建請該部注意家庭暴

力之各種類型、狀況及家暴案件發生之關聯性，應更深

入之處理。 

衛福部回應： 

近年來家暴案件有微幅增加之趨勢，惟疫情期間尚未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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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無法判斷兩者間因果關係。本部持續監測相關數據變化，

進行深入分析。 

 

顏委員玉如 

一、 第3項「具精神障礙之女性遊民安置」案，已列管很久

且該議題屬於例行性服務工作，建議解除列管。 

二、 第4項「利用權勢性交統計」案，有關各部會提報防治

作為，應與統計數據有關聯性，透過各項數據分析，才

能找出弱勢被害人，進而落實保護被害人工作。例如教

育部統計111年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事件通報統計數據，

是用行為人及被害人來區分，但未就大專、高中、國中、

國小及特殊教育學校做交織分析。其中行為態樣「網路

跟蹤」、「惡意散布私密資料」等可能由特定行為人為之，

且為多名被害人，對於累犯及同性間違反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之數據，進一步分析發生場域之被害人，各部會能

深入分析數據進而提出對被害人保護之防治作為。 

三、 第5項「防疫期間家暴案件是否趨勢攀升」案，本項議

題衛福部已在「社區發展季刊」刊登「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對家庭暴力之影響」一文，分析

疫情期間與家暴案件間之影響。 

曾委員梅玲 

第4項「利用權勢性交統計」案，各部會所提供之資料間有很

大差異。例如衛福部、法務部提供110及111年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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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提供112年第2季、國防部提供111年第1季，各部會資

料統計期間應有一致性，俾利會議討論事宜。 

葉委員德蘭 

一、 第4案「利用權勢性交統計」案，感謝衛福部綜整各部

會資料，但有關加強防治作為部分，請各部會應聚焦在

利用權勢性交之防治作為。 

二、 本分工小組每半年提報所有跟本分工小組有關之統計數

據。例如衛福部統計家暴數據、勞動部職場違反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相關數據等，才能對於人身安全之現狀通盤

理解，建請各部會盤點與人身安全相關之統計數據，於

下次會議提報。 

三、 第5項「防疫期間家暴案件是否趨勢攀升」案，請衛福

部持續就本項議題統計、分析。 

 

第3案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議題 

           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111年度成果報告， 

           報請公鑒案。 

陳委員曼麗 

勞動部111年辦理「職場平權種子師資培訓研習會」因受疫情

影響，部分報名人員取消參加，導致目標值無法達成。考量

現行網路通訊技術及視訊軟體設備日臻成熟，建議可透過線

上視訊方式舉辦研習會，以恢弘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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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委員玉如 

建立跨部會性別統計指標，請各部會參照行政院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10大類型及新修正刑法第319條之1至319條之4，就業

管權責建立系統化統計數據。例如：警政署之受理報案件數、

法務部起訴定罪率、衛福部對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教育部

就校園案件等。 

 

葉委員德蘭 

一、 顏委員提議應建立跨部會性別統計指標，建請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就各部會業管法令及權責研議各項統計指標，

俾利各部會遵循。 

二、 針對本分工小組有關人身安全議題之所有統計數據，建

請各部會於下次會議提報。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海外救援回臺人口販運被害人出現身心反應症狀

需要介入協助，提請討論(提案者:葉德蘭委員)。 

葉委員德蘭 

一、 本項議題為實務發現問題，人口販運被害人回國後面臨

許多困境，例如經濟困難、居住、就業及心理重建輔導

等問題，希望政府單位能提供被害人安全、法律資源、

心理諮商資源等各項服務。 

二、 第一線處理人員應落實轉達被害人，精神醫療或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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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務之管道，以協助其被害復原，重返正常生活。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回應： 

有關國人被誘騙到柬埔寨限制人身自由，被監禁、被威脅恐

嚇、被暴力對待和被強迫從事各種非法詐騙工作，淪為人口

販運被害人。本署角色是刑案偵查部分，但返國之國人未必

是被害人，也有可能是人口販運嫌疑人，基於偵查不公開，

有關本案是否能提供返國之國人名單作為被害人心理諮商需

要，建請法規主管機關本部移民署綜合評估。 

 

內政部移民署回應：針對葉委員德蘭提出臨時動議「有關海

外救援回臺人口運被害人出現身心反應症狀需要介入協助」，

葉委員表示有個案反應不知向誰求助一節，說明如下： 

一、 本署依據行政院去（111）年8月17日召開「國人赴海

外從事犯罪工作涉及人口販運專案小組處理進度會議」

結論，針對被害人返國後，有關個案通報流程、橫向

聯繫及相關統計等事項，邀集衛福部等相關機關（單

位）討論後，訂定「國人於海外遭人口販運或其他被

害及被迫從事犯罪之返國保護專案工作指引」。 

二、 上開保護專案工作指引已於去（111）年9月15日函請

各機關（單位）轉請所轄（屬）地方單位配合辦理。 

三、 有關委員所提意見，因本署已建立相關保護協助機制，

本案建請衛福部確實轉達各地方政府之社政單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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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保護專案工作指引落實辦理。 

 

衛福部回應： 

本案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心理輔導業務，由本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責，有關臨時動議將攜回提供本部主責單位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