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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會發表 CRC 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 

 重點關注疫情下兒少權利、數位權益、替代性照顧措施 

籲強化法令、預算、政策落實保障投資兒童人權 

 
國家人權委員會今(1)日舉行兒童權利公約(簡稱 CRC)第二次國家報告之

獨立評估意見發表會，此為人權會首度針對 CRC 國家報告，提出的獨立

評估意見。除了回應 2017 年 CR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以

及 2021 年行政院第二次國家報告，關注政府在保障與促進各類兒少權益

的落實狀況外，也特別針對全球疫情與新興兒少人權議題提出三大重要專

題，包括 Covid-19 疫情下的兒少權利、兒少數位權益、兒少替代性照顧措

施。 

 

人權會陳菊主任委員致詞表示，孩子不僅是我們共同的現在，也是我們共

同的未來，兒少權益一直都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持續努力進步的重要項目。

我們傾聽兒少的聲音，一起來守護兒少身心發展的權益。希望透過獨立評

估意見，鼓勵政府納入多元兒少觀點，也讓各界更深入瞭解臺灣兒少權益

政策的實踐跟藍圖。 

 

陳菊主委同時也對烏俄戰爭中的兒童表達關切，她表示，無辜兒童在戰爭

中受到的傷害，無論是身心受創、失怙、失學或流離失所等，都是對兒童

巨大而長遠的傷害。 

 

人權會為撰提獨立評估意見，落實 CRC 兒少最佳利益與表意權，負責督

辦的葉大華、田秋堇、范巽綠 3 位委員，於 2021 年中開始密集進行兒少



分區座談 4 場次、焦點座談 5 場次(包括勞動、身心障礙、學生、少數族

群、兒少數位權益議題)、機關座談 4 場次與專家學者座談 3 場次，共計 16

場次，廣泛收集多元兒少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並參照監察院近 10 年相關

兒少人權之調查報告，聚焦探討研析現階段 CRC 落實面臨之挑戰與制度

困境。 

 

出席貴賓包括兒少、民間團體與相關部會代表，以及高涌誠委員、鴻義章

委員、紀惠容委員、林郁容委員、蔡崇義委員等。同時有線上直播的發表

會，在播放相關座談會剪影的短片後，即由葉大華委員進行簡報。 

 

葉大華委員說明 CRC 獨立評估意見報告分別針對疫情下兒童權利、數位

權益、替代性照顧措施、法令預算政策、以及身心障礙兒少、司法兒少、

少數族群兒少、一般兒少權益，總計提出三大專題、24 項重要兒少權利議

題，並具體回應近 8 成的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可算是為我國 CRC 實

際落實情形，從人權觀點進行全面性檢視與評估，其中特別指出應儘速修

正《CRC 施行法》，明定兒童權利監督機制之內涵，另兒少預算占 GDP 比

率僅 2.21%，成長有限且發展性預算更不受重視，應強化兒少預算投資，

希望讓政府部門更加重視及強化法令、預算、政策如何保障及投資兒童人

權。 

 

獨立評估報告指出，有關 COVID-19 疫情下的數位遠距學習方面，雲林、

嘉義、屏東、花蓮、臺東等地區，兒少缺乏設備的比率超過 20%以上。其

中，偏鄉地區學校的比率平均都高於全縣(市)，尤其原鄉地區網路不普及

或頻寬不足，衍生「線上中輟」的問題。建議政府應消除數位鴻溝及數位

排除現象，促進兒少數位資源機會均等。 

 

其次，兒少數位權益方面，根據調查統計，每 5 個兒少，就有超過 1 個表

示，曾經有被網路霸凌的經驗；在曾遭網路霸凌的兒少之中，有 62.5%出

現疑似網路社交焦慮的徵狀；26%曾有自殺念頭。建議政府應訂定網路霸

凌積極性防制計畫及輔導措施。 

 

報告也特別就安置兒少所衍生的替代性照顧問題進行結構性分析，並提出

「增加家庭式照顧資源」、「強化照顧人力的專業知能與支持」、「擬定

提高親屬安置的意願及穩定性之政策」等 3 大建議。 



 

此外，獨立評估意見也關注身心障礙兒少的受教權、表意權與休閒文化權

利，以及少年司法體系中公平審理、少觀所及矯正學校處遇、曝險少年等

議題。以及全體兒少共同關注之表意權所涉及之兒少友善申訴機制、教學

正常化、禁止體罰暴力、少數兒少公民權利以及兒少自殺與心理健康。 

 

田秋堇委員指出，依聯合國定義，未滿 18 歲即為兒少，雖日前立法院通過

18 歲公民權修憲提案，未來 18 歲公民可望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

參加公投及被選舉權等，但兒少仍無投票權，需賴年長者知悉其問題、代

其表達意見或設法改變政策，兒少權益之保障相對更為不易。尤其是越年

幼兒童，越無法替自己發聲表達問題，一旦遭遇暴力虐待等問題，外界更

難得知其困境，亟需國家挹注更多資源建立完善防護網，保障兒少權益。 

 

田秋堇委員同時表示，我國雖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公布《CRC 施行法》將

CRC 國內法化，但經過此次的盤點與審視，發現政府各單位還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2013 年衛福部成立後，原內政部兒童局遭裁撤，兒少業務改由衛

福部轄下的保護服務司、社會及家庭署主責，變得零散分立，令人擔憂兒

童變得更為弱勢及邊緣化，希望政府能重新審慎評估，解決問題。 

 

范巽綠委員指出，CRC 國內法化後，學校體系需要大規模的研習，以深化

成為內在價值，並落實在日常校園學習與生活中。此次獨立評估意見看到

的是學生在校時間過長，教學仍未完全正常化，影響學生休閒休息及多元

發展權利。 

 

范巽綠委員同時表示，在禁止一切形式暴力，包括體罰、性侵害、霸凌方

面仍需大幅改善，並健全學校之申訴管道，保障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等校內

管道之合法權益。同時面對青少年自殺及自殘人數上升，必須加強衛福部

及教育部之防治整合，一級防治向下延伸，增強師生家長心理健康知能。 

 

聯合國於 1989 年通過的 CRC，主要倡議各國政府維護兒童最佳利益、禁

止歧視、尊重兒童意見、生存及發展權四大原則；行政院依《CRC 施行法》

規定時程，去年 11 月已發表第二次國家報告。 

 



2020 年 8 月成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依法定職權首次撰提 CRC「獨立評

估意見」，將提供國際專家審查「國家報告」時參考。CRC 獨立評估意見

的內容，將再製作手語版、有聲書等，期盼社會大眾能一同重視台灣兒少

權益政策的實踐。 

 

國家人權委員會針對 CRC 第二次國家報告之獨立評估意見，完整內容歡

迎各界踴躍下載參閱：https://bit.ly/3IXMU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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