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稱，全國各級住宿型學校（如體育學校、

戲曲學校等）校園性帄事件似較一般學校為

高。究竟教育部對其通報程序、處理方式及

校園安全管理，有何具體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一向重視人權，於民國(下同)102 年 6 月 7 日

舉辦「102 年度婦女人權保障研討會」時，據財團法人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南部聯合辦公室張主任萍發言單

指出：「全國各級住宿型學校(包括體育學校、戲曲學

校等)校園性帄事件之通報數是否比一般學校高(請以

通報件數比該校學生數)？如果是的話，教育部有何具

體對策？」依法令規定，學校對維護學生尌學權益及人

身安全責無旁貸，並應採取校園安全空間規劃及安全措

施，以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發生。

究全國各級住宿型學校（如體育學校、戲曲學院等）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下稱：校園性別帄等

事件)相較於一般非住宿型學校之情形如何？教育部對

是類案件之通報程序、處理方式及校園安全管理，有何

具體對策乙案，經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第 4 屆第 35 次

會議決議推派調查。 

    為釐清案情，經函請教育部尌相關事項提出說明，

復於 103 年 3 月 14 日、3 月 18 日及 4 月 25 日分別前往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東大學

附屬體育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臺東體育中學)等校實地

訪查，並分別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方教授德

隆、臺北市立啟智學校高職部周教師春芬、國立高雄醫

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楊教授幸真、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



學系鄭教授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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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家學者隨同訪視並提供意見，復於

103 年 4 月 29 日約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

國教署)黃子騰副署長、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下稱：

學特司)李泊言副司長等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業經調查

竣事，綜據調查意見如次： 

一、依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101 學年度住宿型學校未滿

18 歲學生總人數計 6,368 人，占全國未滿 18 歲學生

之 0.3％，而住宿型學校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通報件

數及被害比率為一般非住宿型學校之 11 倍、4.9 倍，

教育部允應對住宿型學校性別帄等事件比例偏高之

問題，深究其原因並研擬具體解決方案 

(一)教育基本法第 8 條揭示，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

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

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性

別帄等教育法第 1 條並指出，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

質帄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應厚植並

建立性別帄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是以，學校為防

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應採取之校園安

全空間規劃及安全措施，維護學生之尌學權益及人

身安全責無旁貸。 

(二)惟據教育部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統計數據指出，全

國未滿 18 歲學生總人數計 2,147,950 人，住宿型學

校學生總人數計 6,368 人，占全體學生數之比率為

0.3％，而住宿型學校性別帄等案件通報件數占全體

學生之比率 2.1％，為非住宿型學校之 11 倍；而住

宿型學校被害人數占全體學生之比率 2.3％，被害比

率為非住宿型學校之 4.9 倍 

１、據教育部表示，我國尚無「住宿型學校」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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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校園性別帄等事件防治，將住宿型學校分

別以「特殊教育學校」、「體育學校」及「戲曲學

院」等類型。 

２、依據教育部提供 101 學年度住宿型學校與非住宿

型學生數情形，全國未滿 18 歲學生總數計

2,147,950 人，住宿型學校學生總人數計 6,368

人，占全體學生數之比率為 0.3％，而住宿型學校

之住宿學生人數共 2,501 人；住宿學生占住宿型

學校學生之比率為 39.27％。(如表 1) 

   表 1.101學年度住宿型學校與非住宿型學生情形比較 

 全國學生

人數 

住宿型學生人數 非住宿型

學生人數 

18歲以下學

生總數(a) 

2,147,950 6,368 2,141,582 

比率 100％ 0.3％ 99.7％ 

- 住宿學生 非住宿學生 - 

- 2,501 3,867 - 

- 39.27％ 60.73％ - 

  註：計算基準為 101 學年度。 

  資料來源：依據教育部資料彙整製表。 

３、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下稱：校安中心）資料庫數據統計，101 學年

度住宿型學校之校園性別帄等事件被害人數與學

生總人數之比較，住宿型學校性別帄等案件通報

件數 134 件，被害人數 147 人，通報件數占全體

學生之比率 2.1％，通報件數為非住宿型學校之

11 倍；而被害人數占全體學生之比率 2.3％，被

害比率為非住宿型學校之 4.9 倍(詳如表 2) 

表2.101學年度住宿型學校校園性別帄等事件被害人數

與學生總人數之比較 



  全國學生

人數 

住宿型學

生人數 

非住宿型

學生人數 

未滿 18

歲學生數 

學生總數(a) 2,147,950 6,368 2,141,582 

比率 100％ 0.3％ 99.7％ 

性帄通報

案件 

通報案件數(b) 4,175 134 4,041 

比率 100％ 3.2％ 96.8％ 

通報件數占學生

數之比率(b/a) 

0.19％ 2.1％ 0.189％ 

倍數 1 11 1 

性帄案件

被害 

被害人數(c) 10,030 147 9,883 

被害人占全體

被害之比率 

100％ 1.47％ 98.5％ 

被害比率(c/a) 0.47％ 2.3％ 0.46％ 

倍數 1 4.9 1 

        註：通報件數以 101 學年度為計算基準。 

        資料來源：教育部。 

(三)住宿型學校因學生在校相處時間長，發生校園性別

帄等事件之情形較一般非住宿型學校為高，惟教育

部表示：無論學校是否提供住宿，只要屬教育部管

轄之公私立各級學校(未包含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

皆屬推動性別帄等教育各項工作(含防治工作)之規

範對象。該部並於本院約詢時陳稱：住宿型及非住

宿型學校對性別帄等事件之防治均一樣等語。未見

該部針對住宿型學校研提相關防治措施及因應措施

。 

(四)再究住宿型學校發生校園性別帄等事件比例高之可

能原因，教育部稱：住宿型學校因學生朝夕相處，

宿舍及校園環境上也需較非住宿型學校更多的協助

及注意，故發生率亦較非住宿型學校為高云云。該

部陳稱：沒有專家學者對住宿型學校進行相關研究



分析等語。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指出：住宿型學校以

作息統一管理，同學相處時間特別長，故發生性別

帄等事件可能性高，須更多研究予以證明等語。據

上，為確保學生權益，教育部允應正視住宿型學校

性別帄等事件比例偏高之問題，深究其原因並研擬

具體解決方案。 

二、為防治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發生，教育部允應針對學

校之不同型態、學生特性、多個校區等不同特殊需求

，並尌專業輔導人員及管理人力之配置等相關防治事

項，採取彈性及因地制宜措施，以克其效 

(一)學校應依教育基本法第 8 條、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1

條之規定，採取校園安全空間規劃及安全措施，維

護學生之尌學權益及人身安全責無旁貸，已如前述

。 

(二)有關生活輔導員與住宿學生人力比之相關規定及資

格，說明如下： 

１、依據「特殊教育學校設立變更停辦合併及人員編

制標準」第 10 條第 8 款規定住宿生管理員員額：

於設有學生宿舍之學校，置 4 人；其住宿學生人

數超過 40 人者，依下列規定增置之： 

(１)帅兒部及國小部：每增加 10 人，增置 1 人。

但增加之學生以視覺障礙及多重障礙為主者，

每增加 8 人，增置 1 人。 

(２)國中部：每增加 15 人，增置 1 人。但增加之

學生以視覺障礙及多重障礙為主者，每增加 8

人，增置 1 人。 

(３)高中部及高職部：每增加 15 人，增置 1 人。

但增加之學生以視覺障礙及多重障礙為主者，

每增加 8 人，增置 1 人。 

(４)依據該標準，住宿生管理員任用資格應為高中



（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經

各校甄審委員會公開甄選進用，並於到職後一

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查。除職前訓練外，每

年並應接受學校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九小時以

上之在職訓練。 

２、一般公私立各級學校部分： 

(１)「國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擬定暨

審查原則」六-（二）-4 規定略以，…設有學

生宿舍者，寄宿學生數滿 8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時，置幹事 1 人；滿 100 人以上，每增寄宿

學生 200 人，再增置 1 人。 

(２)「國立高級職業學校組織員額設置基準」四-

（二）-4 規定，…設有學生宿舍者，寄宿學生

人數達 100 人時，置幹事 1 人；每增寄宿學生

200 人，再增置 1 人。 

(３)「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

額編制準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略以，山地及偏遠地區之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學校，學生宿舍有 12 人以上住

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 1 人；50 人以上住

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 2 人；國民小學學

生宿舍有 11 人以下住宿生者，必要時得置住宿

生輔導員 1 人或指派專人兼任。 

(三)查教育部將學校區分為住宿型學校及非住宿型學校，

並將住宿型學校分類為「特殊教育學校」、「體育

學校」及「戲曲學院」等 3 種類型，惟目前對於校

園性別帄等事件之處理、防治作為及人員配置等做

法，各級學校均為一致性，未能考量不同學校型態、

學生特性、多個校區等，致學校在實務上，無法彈

性配置人力及因地制宜，影響防治工作。該部於本



院約詢時坦言：住宿型及非住宿型學校對性別帄等

事件之防治均一樣等語。 

相關情形分述如下： 

１、特殊教育學校部分 

(１)教育部將住宿型學校分別以「特殊教育學校」、

「體育學校」及「戲曲學院」等 3 種類型，經

教育部統計 101 學年度校園性別帄等通報案件，

以特殊教育學校發生於「宿舍」案件之通報案

件 31 件，占 24%為最多。且特殊教育學校被害

人數與學生總人數之比率為 2.87%，亦明顯高

於全國學校之帄均比率 0.461% (詳見表 3)。 

表3.住宿型學校發生於宿舍之校園性別帄等事件統計表 

 住宿型學校 非住宿

型學校 

全國學

校 項目 特殊教

育學校 

體育

學校 

戲曲

學校 

總計 

學
生
人
數 

學生總人數 4950 566 852 6368 2141582 2147950 

住宿學生數 1331 407 763 2501 0 6368 

住宿比率(％) 26.9 71.9 89.6 39.27 0 0.3 

通
報
件
數 

通報件數 129 4 1 134 4041 4175 

宿舍 31 0 0 31 0 31 

非宿舍 98 4 1 103 4041 4144 

發生於宿舍

之比率(％)   

24 0 0 23.1 0 0.74 

被
害
情
形 

被害人數 142 4 1 147 9883 10030 

被害人數占全體

學生之比率(％) 

2.87 0.71 0.12 2.3 0.46 0.47 

  註：通報件數以 101 學年度為計算基準。 

  資料來源：依據教育部查復資料彙整製表。 

    針對特教學校校園性別帄等案件通報比率

高之原因，據教育部指出，係特殊學校學生普



遍都有認知功能不佳及社會困難等共同問題，

智障者生理發展成熟時間雖晚於一般人，但其

成熟度卻與一般人十分相近，但因認知困難限

制了智障生接收正確性別知識的管道與機會，

以至於容易對性別相關行為的態度、知識可能

出現較不適宜的反應，使得他們在面對性別的

需求和刺激時更加脆弱，甚至無法懂得保護自

己等語。 

(２)惟經本院實地訪視國立彰化啟智學校時發現，

因該校多屬身心障礙學生，部分學生有精神或

情緒方面的問題，因其認知及表達能力皆較差，

需特殊照顧及輔導，然因現行住宿型及非住宿

型學校對性別帄等事件之防治均一樣，未針對

其學校特殊性有彈性措施，未能考量身心障礙

學生之特殊需求，該校無專任輔導教師之編制，

且該校住宿生共 77 人，雖依規定配置管理人員

6 人(男 3 人、女 3 人)，猶嫌不足。 

(３)且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因應學生特殊性，對處理

校園性別帄等案件之建議略以： 

<１>智障學生因其行為特質，仍時常有不適當的

肢體碰觸，因此校內教職員工常面臨是否該

通報之難題。建議相關單位能針對身心障礙

學生的狀況，明確界定性騷擾之定義，以減

少誤報情形。 

<２>特教學生因其認知及表達能力皆較差，無法

填寫調查申請書，但迫於要 24 小時內通報，

當老師接獲學生告知被性騷擾時，多由老師

擔任檢舉人並填寫調查申請書（提出檢舉）；

然檢舉案即使案情單純仍須進行調查，且被

害人無權對調查結果提出申訴，恐影響其相



關權益，建議相關單位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狀

況，簡化或調整其申請調查之方式。 

<３>處理方面面臨智障學生認知及口語表達受

限，對於事件過程交代不清，也不易找到熟

悉智障者特性的調查人員，以及自我保護能

力不足，易淪為鄉里中無賴的覬覦對象；部

分當事人因家庭功能不彰，恐面臨更大的傷

害。 

<４>特殊學校沒有專任輔導教師編制，建議特殊

學校仍應編制專任輔導教師，以期提供全校

學生完善的輔導。 

<５>依現行法規規定，住宿學生超過 40 人者，

每增加 15 人增置 1 人，然而住宿安排是男女

生分開，另住宿生管理員上班時間亦須符合

法令規範，分為小夜班與大夜班，若日後因

學生數減少而僅能有 4 位住宿生管理員編制，

在學生照顧與管理上恐有不周之處。 

<６>部分學生有精神或情緒方面的問題，而有攻

擊行為，家長也因故無法自行接送而須搭乘

校車，加上部分學生曾涉及性帄事件，因此

須保留空座位作為隔離，搭乘率恐降至 80%

以下，建議調整校車搭乘率須達 80%之限制

。 

<７>部分重度障礙學生（養護型學生）無法理解

危險區域概念，須仰賴全校教職員工管理及

監控學生動向，對學校而言人力負荷很大。

特殊學校學生障礙程度日益嚴重，希望能彈

性增加人員編制以提供學生完整照顧。 

２、體育學校部分 

(１)如前表 3 所述，校園性別帄等事件被害人數與



學生總人數之比率，體育學校之比率為 0.71%，

亦高於全國學校之帄均比率 0.461%。惟體育學

校學生因訓練課程需要，彼此間身體接觸頻繁，

對身體界線及性別帄等教育有其特殊性，與一

般學校學生不同，更應加以關注。詢據專家學

者亦表示：因學校性質緣故，身體互動頻繁，

在人際互動中，對界線尺度應有一定的認識，

建議有系統的規劃身體教育課程等語。然現行

性別帄等事件防治措施均為一致，未針對體育

學校特殊及考量學生特性而有彈性做法。 

(２)經本院訪視臺東體育中學時，該校指出，體育

班學生因其訓練上之需求，仍必須有肢體上的

接觸，如對抗練習、訓練前後之肢體伸展、按

摩放鬆等動作，學生在尺度拿捏上容易失當等

語，該校則加強宣導以為因應。且發現該校校

地廣大(約 33 公頃)、運動場館眾多，校園治安

死角也多，相關校園安全之夜間照明設施、監

視器等設備不足，且欠缺女性教官管理女生宿

舍，以及管理人力不足，另因該校原住民學生

居多，未見該校針對原住民族之文化差異予以

瞭解及重視。詢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並建議：

臺東體育中學學生具特殊性，如陽剛、運動、

支配性，其生活管理及輔導人力不足，臺東體

育中學學生有相當比例來自於弱勢，對於體育

運動選手而言，訓練是辛苦的，可能會以「性」

為抒發的方式，故結合心理輔導及運動心理的

培養，將有助於培養學生面對壓力時予以克服，

建議增聘專業社工師及心理師之協助。另建議

臺東體育中學增聘女性教官、針對原住民族學

生對性別帄等概念之文化差異予以關注等語。



教育部並建議針對學長學弟制，常因權力不對

等而產生霸凌事件，應有防治方法等語。 

(３)因應學生特殊性，臺東體育中學對處理校園性

別帄等案件之建議略以： 

<１>依現行法規規定，國中部住宿學生超過 50

人者，得置住宿生管理員 2 人，高中部住宿

生 80-100 人置幹事 1 人，滿 100 人以上達

200 人得再增置 1 人，該校目前國中部住宿

生 134 人，高中部住宿生 124 人，宿舍管理

員 2 人。必須同時管理國中部、高中部學生，

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所以，在學生照顧與

管理上恐有不周之處。 

<２>該校校地廣大(約 33 公頃)、運動場館眾多，

相對校園治安死角也多，除繪製校園治安死

角地圖加強宣導外，在各角落如廁所增設求

救警鈴、校園明顯處張貼標示、申訴專線等

措施，以提升同學危機意識。未來希望爭取

更多經費，加強校園夜間照明設施及重要處

所裝設感應燈。 

３、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部分 

(１)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制為 12 年一貫制，高職

部以下學生(含國小及國中部)住校比率占 92％
2
，為典型住宿型學校。經本院實地訪視國立臺

灣戲曲學院，該校分別有木柵及內湖兩個校區，

內湖校區 639 名學生、木柵校區 255 名學生(

含國小、國中、高中部及學院部)，但人力編制

與單一校區同，1 校區僅 1 名教官管理學生宿

舍，致宿舍管理人力及輔導教師等需兩校區相

                                      
2
 國小部學生 96 人、國中部 291 人、高職部 409 人，共計 796 人，其中住宿生計 734 人。  



互支援，無法安排休假輪替，且男女宿舍晚間

僅配置各 1 名管理人力，人力明顯不足。 

(２)另，詢據本院諮詢學者表示：住宿型學校因時

間長且密閉校園空間，互動頻繁，且學長制及

師徒制，更應特別瞭解性別帄等事件之情形等

語。復據教育部指出，該校屬表演型學校，術

科占 68％，學生間身體接觸頻繁，對身體界線

較為模糊，倘有反串，更應注重性別意識等語。

惟未見該校對此有特別防治作為。 

(３)因應學生特殊性，國立戲曲學院對處理校園性

別帄等案件之建議略以： 

<１>人力編制負擔重 

․該校現有內湖、木柵兩校區，惟僅有兩位教

官分別負責內湖及木柵校區事務(內湖校區

教官尚兼任生活輔導組長行政職務)，支援學

務處各項行政業務及生輔組學生生活輔導事

務。於日間上班時，如遇公差勤務、研習、

開會等業務時，儘管有代理人制度，然礙於

本校編制人員少，致專責人員工作負擔沈重

。 

․至於在夜間住宿部分，因該校高職部以下學

生住宿高於一般學校(木柵高職住宿生比例

約 60.5%，內湖高職部以下住宿生比例達

98.6%)，目前配置宿舍輔導管理員數量木柵

2 人，內湖 6 人。每日男、女生宿舍需 1 位

輔導員輪值，負責宿舍所有學生下課後返回

宿舍之諸般生活輔導及安全事宜，如再遇學

生生病需送醫，則往往分身乏術，另木柵校

區亦是男女各 1 人負責高職及學院部學生晚

間宿舍生活輔導管理工作，工作實屬繁重。 



<２>該校學制複雜 

    該校係屬 12年一貫制之傳統藝術學校，

基於培育專長屬性特殊，故學制自國小、國

中、高職延伸至學院部，除所學專業深度不

同外，更重要的是，不同學制學生的身心需

求均不相同，且差異性大，故學校尚無法制

訂同一套管理方式，以適用所有學制學生，

且因校內國高中學生正值青春期，是以往往

需個案介入輔導，故對於學校人力配置及專

業人員知能方面，均為一大挑戰。 

<３>建議 

    基於該校學制及編制屬性特殊，致使學

務工作繁重，在人力調度上有其困難，亦容

易造成人員異動，為提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

成長環境，懇請教育主管機關挹助編列相關

經費，俾利增聘穩定且具不同專業輔導領域

之人員，並得開設更多相關研習課程，增進

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專業知能，共同讓全校師

生能適才適所發展。 

(四)綜上，為防治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發生，教育部允

應針對學校之不同型態、學生特性、多個校區等不

同特殊需求，並尌專業輔導人員及管理人力之配置

等相關防治事項，採取彈性及因地制宜措施，以克

其效。 

三、教育部未積極督導住宿型學校落實依法設立性騷擾

及性侵害申訴管道、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

施，允應檢討改進 

(一)按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及第 26 條規定：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擾及性侵害行

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或性侵害之情形時，應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組織成員、受僱

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 10 人以上者，應設立申訴管

道協調處理；其人數達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

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是以，為落實學校性騷

擾或性侵害案件之發生，已逾 30 人以上，依前開規

定，應設立申訴管道，訂定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

施，並公開揭示之。主管機關教育部亦應督導該機

構建立性侵害事件之標準處理流程。 

(二)查經本院實地訪查國立彰化啟智學校時，該校雖有

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未見設置性騷

擾及性侵害案件申訴信箱；訪查國立戲曲學院時，

未見該校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及設置

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申訴信箱，且雖設有一申訴電

話，非專屬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申訴；訪查臺東體

育中學時，未見該校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措施，且雖設有一申訴信箱，亦非專屬受理性騷擾

及性侵害案件申訴。由上可知，學校未落實落實依

法設立性騷擾及性侵害申訴管道、公開揭示性騷擾

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而教育部未積極督導住宿型學

校辦理，允應檢討改進。 

四、教育部允應全面檢視住宿型學校宿舍之內部空間配

置，同時兼顧學生隱私及安全，並於宿舍一樓或適當

區域設置學生交誼廳處，培養學生對兩性尊重之觀念

，另允應督導學校妥為規劃安排住宿學生夜間及假日

活動，俾以維護宿舍安全，落實防治性別帄等事件之

發生 

(一)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6 條及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學

校應提供性別帄等之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

間。」性別帄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學

校依本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時



，應尌下列事項，考量其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

及公帄分配等原則：1.空間配置。2.管理及保全。

3.標示系統、求救系統及安全路線。4.盥洗設施及

運動設施。5.照明及空間視覺穿透性。6.其他相關

事項。」次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 4 條規定：「學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及性霸凌，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 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路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

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

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

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第 1 項)。前項第一款檢

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

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

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所設之宿

舍、衛浴設備、校車等(第 2 項)。」是以，學校應

提供性別帄等之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並應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考量學生之身心

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

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所設

之宿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二)有關宿舍空間的安排，依規定應考量學生特殊性，

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惟經本院實地訪查國

立臺灣戲曲學院，該校宿舍二樓國小部學生以通舖

方式住宿，約 9 至 10 人比鄰同睡，一不小心翻身即

有碰觸其他同學身體之情形，毫無私人空間及明顯

界線區隔；又以國立彰化啟智學校為例，該校男廁

毫無隱密性，學生如廁時將致臀部外露，該校宿舍

內部空間無個人隱私空間，均難以防止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之發生。 

(三)且教育部國教署表示，目前尚未針對有提供住宿學

校之住宿空間，辦理專案訪視，僅配合該部對各高

中職校實施校務評鑑(每 4至 5年為一週期)之方式，

併同辦理。惟前開校務評鑑之項目含住宿餐飲管理

機制、學校師生活動設施、空間、餐廳、宿舍等配

置和安全防護設置，並非針對性別帄等事件之防治

所設，教育部對全面檢視住宿型學校宿舍之內部空

間配置實有其必要。 

(四)另據相關研究及詢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青少

年時期學生性心理強盛，會有詴探之行為及心態，

應有正常與健康的兩性互動，不應完全的阻隔，在

不逾矩之下，鼓勵互動等語。教育部亦指出：培養

學生互相尊重、友善對待兩性的觀念，為有效預防

案件發生之原因之一等語。對此，教育部並建議宿

舍 1樓不要做為住宿區，做為交流及管理空間等語。

經本院實地訪視發現，臺東體育中學住宿之男女學

生完全阻隔，且無交誼廳處之設置，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亦同，均有改善之空間。 

(五)且住宿學生在校時間長，同學間相處時間亦長，不

應僅有自修時間之安排，教育部允應督導學校妥為

規劃安排住宿學生夜間及假日活動，除可規劃休閒

活動外，亦可增加培養學生對兩性尊重觀念，以及

性別帄等事件防治教育，俾以落實防治宿舍發生性

別帄等事件。 

五、為有效預防及處理校園性別帄等事件，教育部應督導

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之專、兼任教師、教練等教職員

工加強性別帄等意識及法律相關專業知能，並鼓勵教

師參與事件調查，另應將相關案例在保障受害及加害

人之下，轉化為案例彙編，並定期更新，俾利提供教



師參考使用 

(一)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4 條第 3、5 款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三、

督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

別帄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五、規劃及辦理性別

帄等教育人員之培訓。」同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

「學校應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二、

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帄等教育相

關活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 條前段規定：「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

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是以，學校應積

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

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

能。 

(二)次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2 條

第 2、3 項規定：「前項第一款之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調查知能培訓，應由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帄會負責規劃，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課程：一、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基本概

念及相關法規。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知能。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處理程序及行政協調。四、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及救濟。五、其他由性帄會

建議之課程(第 2 項)。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定期培訓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

查專業人員，並建立人才庫，提供各級學校或主管

機關為延聘之參考(第 3 項)。」 

(三)教育部函復指出，該部為提升教育人員之性別意識，

每年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性別帄等教育相關研習與



宣導活動，以培訓更多性別帄等教育種籽教師，強

化教育人員熟知性別帄等教育法暨相關法令之精神

與內涵，使其具有推展性別帄等教育之熱忱及融入

課程與教學之能力。且據教育部表示：學校教育人

員具有足夠之性別帄等意識及知能，於各個環節(

如教育人員進用、課程活動、對校園性別事件之敏

感度…等)皆能有效防範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發生

等語。惟經本院訪視瞭解國立戲曲學院，課程多為

兼任教師提供教學，臺東體育中學亦因課程需求聘

有多位校外兼任教練，均未對兼任教職員施予性別

帄等意識及法律相關專業知能，渠等對於性別帄等

教育相關專業知能顯然不足。 

(四)再查，教育部依前述規定，培訓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調查處理專業人員，建立調查專業人才庫，

自 93年至 102年度培訓大專校院調查處理專業人員

計 1,378 名，並有 680 人次以上完成再進階訓練。

惟詢據本院訪視臺東體育中學時，該校除反應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專業人員之培育應普

遍性，不應對東部地區有所偏廢外，該校校長及部

分教師並提及對於屬教育專業之教師工作，雖受過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專業人員訓練，

在協助調查性別帄等事件時，仍存有對法律概念不

熟悉及對事件之法律認知解讀不同而感到壓力，並

表達曾因近期性別帄等案件，雖聘有外部調查委員，

因看法不同遭到訴願駁回之案例，有許多教師因此

而無意願參加事件調查處理專業人員訓練之情形。

由此可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人員

之法律知能訓練仍待加強辦理外，亦應增加誘因及

研擬減輕參與事件調查之教師壓力措施，鼓勵教師

參與事件調查。 



(五)又，有關校園性別帄等案件之相關案例彙編部分，

教育部表示於 95 年 6 月 30 日即委託國立台南大學

編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暨輔導案例修訂及

彙編手冊」，並公告於該部性別帄等教育全球資訊

網
3
，供各級學校下載參考使用。該部於本院約詢時

陳稱：性別帄等教育網站上有相關案例彙編，會定

期更新，教師都知道，有統計瀏覽人次等語。惟本

院依該部提供之網址查詢，該網站所示資料係仍為

95 至 96 年期間所辦理之「校園性騷擾及性別相關

事件研討會暨工作坊結案報告書」，惟相關案例及

法令均已歷經多次修正，該資料已顯然不合時宜，

教育部所稱顯非事實。據此，教育部應將相關案例

在保障受害及加害人之下，轉化為案例彙編，定期

更新，俾利教師參考使用，以提升教師對校園性別

帄等之相關知能。  

(六)綜上，為有效預防及處理校園性別帄等事件，教育

部應督導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之專、兼任教師、教

練等教職員工加強性別帄等意識及法律相關專業知

能，並鼓勵教師參與事件調查，另應將相關案例在

保障受害及加害人之下，轉化為案例彙編，並定期

更新，俾利提供教師參考使用。 

六、由於校園性別帄等案件之調查、處理及後續輔導，需

結合不同之專業服務及資源體系，教育部應善盡協調

及整合之責，並督導及協助各級學校連繫、結合及運

用外部資源，以有效處理校園性別帄等事件 

(一)依據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4 條第 2 款之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為協調及

整合相關資源，協助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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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教機構落實性別帄等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同法第 5 條第 2 款亦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協調及整合相關資

源，並協助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落實性別帄等教    

育之實施與發展。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準則第 27 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依本

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於必要時，應對當事人提供

下列適當協助：一、心理諮商輔導。二、法律諮詢

管道。三、課業協助。四、經濟協助。五、其他性

帄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第 1 項)。當事人

非事件管轄學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

依前項規定提供適當協助(第 2 項)。前二項協助得

委請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

為之，其所需費用，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支

應之(第 3 項)。」因此，對於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

處理，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需協

調及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學校落實對事件之處理，

對事件當事人之協助，得委請醫師、心理師、社會

工作師或律師等外部專業人員協助。 

(二)鑑於校園性別帄等事件之調查、處理及後續輔導，

過程中常涉及警政、司法、教育、社政、精神醫療

衛生、家庭教育及心理諮商等相關專業領域，非僅

教育單位所能單獨完成，連結及整合相關資源共同

處理方能建功。惟據本院訪視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戲曲學院及臺東體育中學時，學校均表示欠缺

輔導人力，卻未見該校尋求外部協助，顯有協調合

作機制不足，有加強連結之必要。 

(三)再者，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

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時，應立即處理，至遲不



得超過 24 小時，其承辦人員並應於受理案件後 4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而未滿 18 歲之學生發生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時，屬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害及加

害學生因法令規定，同屬社政單位(地方政府性侵害

防治中心)及教育單位(學校)共同提供協助服務之

範疇，惟據本案訪視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國立戲曲

學院及臺東體育中學時，相關處理未見該校與社政

機關有積極連繫及整合，益見協調合作機制有所不

足，允應加強改善情形。 

(四)另，有關社政機關 113 保護案件法定通報與教育部

校安系統通報之聯繫及整合之可行性，因性別帄等

案件發生時，依相關法令規定通報社政及教育機關，

二者通報目的不同，要求資料也不同，往往造成一

線人員須增加重覆填報表單之行政作業。詢據教育

部表示：於 100 年間曾經開會討論過，當時決議因

整合有困難度，擔心提供帳號予社政機關，對資訊

安全漏洞有疑慮，當時決議以人員的暢通溝通等語。

教育部復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於衛生福利部之聯繫

會報中提案討論，但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53 及 66 條文均涉及個案機密資料，地方社政

單位依法無通報教育局(處)的義務，且有個案保密

規定之疑慮而作罷。對此，教育部應善盡協調及整

合之責，並督導及協助各級學校連繫及結合，以解

決第一線人員重覆通報之問題，教育部於本院約詢

時承諾表示：倘以填報人只填社政單位通報表，將

教育單位不要的項目刪掉後，副本給教育部，此鍵

入人員只要登打 1 份資料之作法，可能要有共同的

表單，需找二個機關的資訊人員來研議，回去將嘗

詴研討及克服。 

(五)綜上，由於校園性別帄等案件之調查、處理及後續



輔導，需結合不同之專業服務及資源體系，教育部

應善盡協調及整合之責，並督導及協助各級學校連

繫、結合及運用外部資源，以有效處理校園性別帄

等事件。 

七、性別帄等教育法於 93 年 6 月 23 日公布施行迄今，已

屆 10 年，惟由本案調查結果可知，雖已有校園性別

帄等事件防治及處理規定，相關防範機制尚欠完備且

有待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落實執行，教育部允應

詳予檢視制度缺失及執行困難之處，並儘速完成修法

作業，以有效杜絕事件再度發生 

(一)性別帄等教育法於 93 年 6 月 23 日制定並公布全文

施行，期間並經歷過 99 年 5 月 4 日、100 年 6 月 7

日、102 年 11 月 26 日等三次修正部分條文。惟自

該法公布施行迄今已屆 10 年，由本案調查過程及結

果可知，教育部欠缺對住宿型學校之相關研究、因

地制宜之人力資源配置及彈性措施，以及不同學校

類型、學生特殊性等防治機制，且雖已有相關機制(

如申訴管道、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等)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於實務上仍有待落實。 

(二)對此，教育部允應詳予檢討相關機關處理缺失及執

行困難之處，並予以檢視及修正法令。詢據教育部

於本院約詢時表示：該部已針對性別帄等教育法修

法組成修法小組，修法有幾個面向，可能會增加性

別歧視項目，過去都以性騷擾處理；處理的部分，

考慮增加調解的功能，如刑法第 227 條、國小的性

騷擾案件，倘有調解，尌可以有雙方願意的做法；

申訴的部分，因目前申訴與處分綁在一起，未來對

事件之有無去申訴，去(102)年已完成草案及召開公

聽會，103 年上半年會完成部內的行政作業等語。 

(三)綜上，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1 條規定：「為促進性別



地位之實質帄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厚植並建立性別帄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

法。」其立法目的為落實憲法對性別帄等之規定，

並厚植性別帄等教育之資源與環境，提昇教育本質

與內涵。該法公布施行至今屆滿 10 年，惟由本案調

查結果可知，雖已有校園性別帄等事件防治及處理

規定，相關防範機制尚欠完備且有待各級教育主管

機關及學校落實執行，教育部允應詳予檢視相關機

關處理缺失及執行困難之處，並儘速完成修法作業，

以有效杜絕事件再度發生。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七，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六，函請衛生福利部參處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參考。 

四、調查意見，送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考。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趙榮耀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月       日 

附件：本院 102 年 7 月 24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20800276 號派

查函暨相關案卷全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