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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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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11 教調 0003（偏遠地區學校基本教學設施及設備不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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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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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10 內調 0006（COVID-19疫情期間小明小紅入境管制措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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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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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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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3 NCC（2011）。兒少通訊傳播權益政策白皮書。取自: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1090/2746_21734_111124_1.pdf

為我國長期性數位政策施政方針 
4 iWIN《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報告》 
5 iWIN 檢舉案件時之處理流程及社政主管機關處理網際網路內容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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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兒童及少年相關法規處理原則 

6 兒童福利聯盟（2021）。2021 台灣兒少網路社交焦慮與網路霸凌經

驗調查報告。取自：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2267 
7 iWIN（2021）。110 年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報告。(未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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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 兒童福利聯盟（2019）。2019兒少使用社群軟體狀況調查報告。取

自：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 

_report/726 
9 兒童福利聯盟（2020）。2020 年兒少網路隱私與網友互動調查報

告。取自：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 

research_report/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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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0 依衛福部統計，2020 年通報 1,691 人，較 2017 年通報 1,060 人增

加逾 3 成 
11 依衛福部統計，2020年兒少性剝削被害人通報案件類型 1,696件中，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44 件）、「拍

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1,333 件）共計 1,377

件（占 81.19%） 
12 依 2019 年 iWIN 成果報告，針對全臺 380 所高中（職）及中小學 11-

18 歲計 25,069 名兒少進行調查發現，曾遭遇私密照外洩之被害兒少

計 1,616 人（占 6.45%），未求助的比率為 43.5%；其中，33.5%兒

少未求援的原因為不知可向誰求助 
13 110 司調 0022（兒少失蹤及法院保釋重大性剝削被告案） 
14 兒童福利聯盟（2018）。2018 年兒少交友 APP 調查暨網路交友離

家現況。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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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

port/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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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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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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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5 110 內調 0005（臺南市政府兒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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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16 107 內調 0001（兒少安置機構人力不足及評鑑退場制度案） 
17 6 件發生在安置機構（2 件兒少機構、4 件身障安置機構）、11 件發

生在學校 
18 未依法通報、隱匿性侵害事實案例：南投縣專收司法處遇少年之某安

置機構，於 2014-2017年發生 21起院生遭性侵害案（107內調 0051）；

新北市某兒少安置機構於2017年發生5名院生遭生輔員猥褻案（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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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內調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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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 

Detail.aspx?nodeid=268&pid=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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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2 
 

 

 

 

27. 

                                                
20 CRC資訊網：「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8 及第 36 次（2020

年 11 月 6 日）諮詢會議紀錄

https://crc.sfaa.gov.tw/PublishCRC/CommonPage?folderid=80

&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21 兒少權利影響評估/初階檢視表： 

https://crc.sfaa.gov.tw/Uploadfile/Document/36_20210719153

804_03258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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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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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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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2 呂朝賢、鄭清霞、洪惠芬、梁景洋、施啟堯（2020）。《推動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兒少預算之研究》。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研究 



36 
 

 

33. 

34. 

                                                
23 文化部於機關座談時表示，兒童藝文活動預算（不含硬體設施）：2018

年約 6,800 萬元；2021 年約 1億 3,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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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24 詳參第 122、123 點 
25 為落實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社會參與及休閒娛樂的權利，政府應檢視目

前校園是否有足夠且友善的支持性資源，並重視身心障礙學生參與

社團的近用權。惟經函詢教育部表示目前尚無相關統計資料 



38 
 

37. 

                                                
26 國家報告附件 7-12 僅載明人數統計。經函詢教育部表示目前尚無相

關統計資料 
27 未蒐集性少數、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等不同族群或身分別兒少

的統計數據，及其在校園有無遭受不當對待或歧視的情形 
28 詳參國家報告附件 3-1 至 3-5，皆未依據身分別加以進行交叉分析 
29 詳參第 52、53 點 
30 國家報告僅附件 8-6 載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懷孕學生繼續就學人

數」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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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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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31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與 GLSEN 合作（2020）。同志學生 LGBTQ+

校園經驗調查。取自: https://hotline.org.tw/news/3135 



41 
 

 

43. 

44. 

45. 

                                                
32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2020）。2019-2020 年族群主流化及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工 作 坊 活 動 補 助 成 果 報 告 書 ( 未 公 開 ） 
33 教育部（2021）。109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就學概況。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829446EED325AD

02&sms=26FB481681F7B203&s=4C810A112728C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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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3 
 

48. 

49. 

                                                
34 110 社調 0003（青少年防治自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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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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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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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35 2021 年 7 月函詢衛福部「推動 CRC施行法」第 28 次諮詢會議決議

各機關填報之「兒少申訴機制行政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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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4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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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36 《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中文版）：

https://nhrc.cy.gov.tw/monitor/opinion/detail?id=aade6151-

5752-4451-a3e4-4b54bb989d82； 

（英文版）：https://nhrc.cy.gov.tw/en-

US/monitor/opinion/detail?id=382a1457-7e24-4a29-ba87-

f0b11875d2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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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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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52 
 

65. 

66. 

67. 

                                                
37 中央社（2021），3 姐妹陳情別遣返印尼 徐國勇：暫不限令出國。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1280149.aspx 



53 
 

68. 

 

 



54 
 

69. 

70. 



55 
 

71. 

 

                                                
38 2016-2020 年兒少受虐人數分別為 9,461 人、9,389 人、9,186 人、

11,113 人、12,610 人 

39 占比高達 20.47% 

40 由 2016 年 25.64%成長至 2020 年 30.19% 

41 2019 年為 281 人、2020 年為 877 人 



56 
 

 

 

72. 

                                                
42 2016-2019 年兒少保護事件被害人為身心障礙者比率，詳參《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第 126 點、附件表 16.1 
43 2019-2020 年兒少保護事件被害人為原住民族比率，詳參國家報告第

42、 278 點、附件 2-1、衛福部社會福利公務統計一覽表

(https://dep.mohw.gov.tw/DOS/cp-5337-62357-

113.html#_3.%E4%BF%9D%E8%AD%B7%E6%9C%8D%E5%8B%

99） 

及《CRC》資訊網

(https://crc.sfaa.gov.tw/(X(1)S(jibler2fwgdxd4rdqxg2k0px))/Sta

tistics/Detail/4) 



57 
 

                                                
44 通報件數：2016 年 85 件、2017 年 144 件、2018 年 201件、2019

年 298 件、2020 年 427 件 
45 托嬰中心托育人員被通報兒少保護案件數：2016 年 5 件、2017 年 13

件、2018年 19 件、2019 年 27 件、2020 年 113 件 
46 居家式托育人員裁罰率：2016 年 26.53%、2017 年 35.63%、2018

年 26.74%、2019 年 26.72%、2020 年 28.80%；教保人員裁罰率：

2016年35.48%、2017年22.73%、2018年31.25%、2019年23.23%、

2020年 21.16% 
47 110 內調 0013（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樹林文林公共托育中心發

生不當對待幼童案）、109 內調 0011（托嬰中心托育品質案）、108 內

調 0092（幼兒園及托嬰中心虐童事件頻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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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48 108 內調 0103（臺北市 2 歲小孩餓死家中廁所案） 



59 
 

 

 

                                                
49 詳參日本厚生勞動省網站：

https://www.mhlw.go.jp/bunya/kodomo/kosodate12/03.html 



60 
 

 

75. 

                                                
50 108 司調 0034（落實司法及早介入重大兒虐案）、108 司調 0065（法

醫師法及兒少驗傷整合制度案）、110 社調 0019（政府相關機關推動

兒少保護安全網之政策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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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51 計 144 件 
52 衛福部統計資料，由 2014 年 4.3%下降至 2020 年 2.7% 



62 
 

78. 

79. 

                                                
53  「教育部 108 年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

https://csrc.edu.tw/FileManage/CheckData?sno=497&Merged

Id=b35d55b6030b4ddebf3d03ad8b769c4e 
54 師生間管教衝突事件，於 2019 年計 500 件、1,007 人次，相較 2017

年的 324 件、624 人次，件數與人次分別成長 54.32%、61.38% 
55 教育部 108 年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2019 年通報

306 件體罰事件，影響 625 人次；和 2016 年（177 件，325人次）、

2017 年（174 件，324 人次）、2018 年（236 件，544 人次）相比，

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另 2019 年體罰事件中，國小占 54.58%（167

件）、國中占 21.57%（66 件）、幼兒園占 17.32%（53 件）；國小以

下兒童體罰事件占 71.9% 



63 
 

80. 

                                                
56 107 教調 0033（臺南市校園體罰案）、108 教調 0016（新北市忠義

國小教師命 1 年級學生於午休時間於陽台午睡之體罰案） 
57 教育部 108 年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2019 年通報

體罰事件中，國小占 54.58%（167 件）、國中占 21.57%（66 件）、

幼兒園占 17.32%（53 件）；國小以下兒童體罰事件占 71.9% 

58 108 教調 0025（臺北市民權國中妥瑞氏症學生暨臺南市新進國小學

生跳樓輕生案）、109 教調 0035（高雄市正興國小特教陳師不適任

案）、110 教調 0025（桃園新街國小實施特殊教育案）、108 教調 0009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老師虐待學生案）  

59 108 教調 0016（新北市忠義國小教師命 1 年級學生於午休時間於陽

台午睡之體罰案） 



64 
 

81. 

 

 

                                                
60 《Positive discipline in the inclusive, learning-friendly classroom: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49284 



65 
 

82. 

83. 

84. 

 

                                                
61 2020 年 7 月-12 月通報疑似霸凌案件計 590 件（含師對生案 52 件，

生對生案 538 件）；經調查結果確認案件為 122 件（含師對生案 0 件

生對生案 122件）。師對生案件，以言語霸凌為主 （50件，占 96.2%） 



66 
 

 

                                                
62 同註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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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63 110 內調 0025（政府對防範兒少性侵案件執行成效之探討） 

64 6 件發生在安置機構（2 件兒少機構、4 件身障安置機構）、11 件發

生在學校（包括臺南啟聰學校集體性侵案） 
65 依教育部 2014-2020 年「校園性侵害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

係統計」資料顯示，歷年師對生性侵害件數與占比分別為：2014 年

（32 件、4.54%）、2015 年（18件、3.46%）、2016 年（34 件、7.33%）、

2017 年（29 件、7%）、2018 年（38 件、9.90%）、2019 年（40 件、

9.69%）、2020 年（36 件、8.82%） 
66 依教育部 2016-2020 年「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

係統計」資料顯示，歷年師對生性騷擾件數與占比分別為：2016 年



68 
 

                                                
（109 件、7.81%）、2017 年（218 件、13.89%）、2018 年（226 件、

14.57%）、2019 年（227 件、13.44%）、2020 年（296 件、14.55%） 
67 依衛福部 2020 年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統計資料顯示，被害人

計 9,212 人，其中兒少被害人達 5,978 人（占 64.89%）；各年齡層

人數分布為 0 至未滿 6 歲（329 人、5.50%）、6 至未滿 12 歲（759

人、12.70%）、12 至未滿 18歲（4,890 人、81.80%） 
68 109 教調 0032（曾獲優良教師者，任教 20 餘年，涉性侵害、性騷擾

學生多達 31 名）、109 教調 0029（柔道教練性侵學生案）、108 教調

0047（棒球隊教練性侵學生案）、109 教調 0028（社團老師性侵學生

案）  
69  《 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中文版）：

https://nhrc.cy.gov.tw/monitor/opinion/detail?id=aade6151-

5752-4451-a3e4-4b54bb989d82；（英文版）：https://nhrc.cy. 

gov.tw/en-US/monitor/opinion/detail?id=382a1457-7e24-4a 

29-ba87-f0b11875d2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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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依衛福部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男性）概況統計資料顯示，男童被

害占比由 2005 年的 4.55%成長至 2020 年的 25.62% 
71 計 5,2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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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72  依衛福部統計，2019 年本國籍原住民族兒少性侵受害比率為

0.0038367；本國籍非原住民族兒少性侵受害比率為 0.0013314 

73 沈慶鴻、戴如玎、周祝滿、高信傑（2020）。〈原鄉兒少性侵案之處遇

歷程與工作反思：以屏東縣兒少保護工作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69：

256-270  



71 
 

 

 



72 
 

87. 



73 
 

88. 

89. 

                                                
74 資料來源：https://www.sa.gov.tw/Resource/Ebook/637475158 

250098218.pdf 



74 
 

90. 

91. 

 

                                                
75 截至 2021 年底，楠梓特殊學校無障礙空間(包括室內引導通路、坡道

及扶手、廁所盥洗室)之改善率為 83% 



75 
 

 

92. 



76 
 

93. 

                                                
76 109 教調 0035（高雄市正興國小特教老師不適任案）、110 教調 0025

（桃園新街國小實施特殊教育案） 



77 
 

94. 

95. 

                                                
77 《 CRPD 》 第 二 次 國 家 報 告 獨 立 評 估 意 見 （ 中 文 版 ）：

https://nhrc.cy.gov.tw/monitor/opinion/detail?id=aade6151-

5752-4451-a3e4-4b54bb989d82； 

（英文版）：https://nhrc.cy.gov.tw/en-US/monitor/opinion/detail? 

id=382a1457-7e24-4a29-ba87-f0b11875d2eb 
78 同前註腳 
79 資料來源：https://stastic.set.edu.tw/BookShelf/ 



78 
 

96. 

97. 

98. 

 

                                                
80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

站專區(https://adapt.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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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9. 

100. 

                                                
81 109 內調 0019（發展遲緩兒童案） 



81 
 

101. 

102. 

 

 

                                                
82 教育部建置之「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5_07_index 



82 
 

103. 

104. 

105. 

                                                
83 109 內調 0064（新興菸品亂象案） 



83 
 

106. 

                                                
84 駱麟榮等（2021），〈不同性別之安非他命濫用者在認知衝動性及風險

決策表現上之差異〉，《藥物濫用防治》，6（4），37-88 



84 
 

107. 

108. 

                                                
85 109 教調 0020（我國十二年國教未升學未就業學生教育措施案） 



85 
 

109. 

110. 

 

 

                                                
86 110 教調 0026（金門案） 



86 
 

 

 

111. 

112. 



87 
 

 

 



88 
 

113. 

114. 

                                                
87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張新儀，青少年睡眠：成因

與影響 https://issuu.com/pdis.tw/docs/_.pdf.pptx_7a67c78969 

046b 



89 
 

115. 

 

 

                                                
88 110 教調 0007（教學正常化調查案） 



90 
 

116. 



91 
 

117. 

118. 

 

                                                
89 110 教調 0004（兒少節目調查案） 



92 
 

 

 



93 
 

119. 

120. 



94 
 

121. 

122. 

                                                
90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2020）。新聞稿。取自: https:// 

www.youthrights.org.tw/news/1495 
91 勞動部（2020）。工讀生與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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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10 司調 0031（桃園少年輔育院改制後之管理制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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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例如苗栗地院少年法庭法官當庭命少年自掌耳光、下跪，並以收容

手段恫嚇少年參加宗教活動。相關新聞報導：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20213inv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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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07 內調 0051（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害案） 
99 108 司調 0048（南投司法安置兒少無機構願收，最終裁定令入感化

教育處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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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9 司調 0010（臺北少觀所身心障礙少年單獨監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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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10 社調 0019（政府相關機關推動兒少保護安全網之政策與執行成

效） 
103 截至 2020 年底針對結束司法處遇之兒少提供後追服務計 1,295 人 
104 2021 年 1 月收容於少年矯正學校及少觀所計 1,124 位少年 
105 指同時具社會福利議題及非行行為風險，或已在福利體系及司法體

系中流轉之兒少。亦稱 Crossover kids、Joint cases、Dual-

system served、Dual order、Dually involved 等。國外已有許多

研究關注類此跨體系兒少所面對的多重問題，相關文獻及研究可參

考：（1）美國兒童局（Children's Bureau）所建立的兒童福利資訊

平台（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https://www.childwelfare.gov/topics/systemwide/youth/collab

oration/dualsystem/；（2）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 少年司

法改革中心（The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Reform）2010 年推

動以跨界兒少為中心的實務工作模式

（https://cjjr.georgetown.edu/our-work/crossover-youth-

practice-model/） 

https://cjjr.georgetown.edu/our-work/crossover-youth-practice-model/
https://cjjr.georgetown.edu/our-work/crossover-youth-practic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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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占比約為 11.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