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騷擾防治 Q＆A 

編號 問 題 說 明 

1 問:何謂性騷擾防治法中的「性騷

擾」？（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2條。）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之性騷擾態樣可分為下列二種： 

1.交換性騷擾：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並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

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

畫、活動有關權益的條件。  

2.敵意環境之性騷擾：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並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

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

怖、感受敵意或冒犯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2 問:何謂「交換性騷擾」？（參考

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

第 1款。） 

如前所述，所謂交換性騷擾，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

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並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

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

的條件。例如補習班老師見到同學亭亭玉立，藉故搭

訕，並提出如果與其交往，願意免費幫她課後輔導，

此即構成交換式性騷擾。 

3 問:何謂「敵意環境」？（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第 1項第

2款。） 

指該行為已足以損害他人人格尊嚴，造成使人心生畏

怖、感受敵意、不舒服或深受冒犯的情境而言。例如

男性講黃色笑話，眾人訕笑，使在場女性深感困窘、

不舒服，此即為敵意環境。 

4 問:何謂「影響日常生活進行」？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

第 1項第 2款。） 

所謂影響日常生活進行，應視個案而定，例如朋友一

同前往 KTV 唱歌，某男性譏笑女性穿著暴露，似乎

招蜂引蝶等言語，在場之人哄堂大笑，使被騷擾者感

受被冒犯，並氣急敗壞的離開現場；因此被騷擾者因

其行為而導致選擇放棄原先娛樂的計畫，此即影響日

常生活進行。 

5 問:罵女人都是笨蛋也算是性騷擾

嗎？（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 2條。） 

罵女人都是笨蛋，是嚴重的性別歧視，如該情境讓人

覺得不舒服，足以影響人格尊嚴或感受到敵意或冒犯

的環境者， 即可能構成性騷擾。惟實務認定需相當

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

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6 問:怎樣才算是性別歧視？性別歧

視是否也構成性騷擾？（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第 1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2

條。關於性別平等之解釋，則參考

所謂性別平等，係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

因此如以言語或行為對特定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

或性別認同等不同之人為差別對待，使人遭受敵意或

被冒犯的情境，即是性別歧視；性別歧視也構成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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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條之

定義。） 

擾，因為個人因性別因素而遭受貶損人格尊嚴的言語

或行為，或因特定性別原因要求順服或拒絕而作為其

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有關權益的條件。例如某男性客人對著百貨公司

女性服務生說：「女人就是沒大腦」等性別歧視用語，

因此使女性感受到被冒犯，這也會構成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針對性別歧視

已有相關規範，惟實務認定需相當審慎，是否成案，

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綜合考量

而個別認定。 

7 問:勾肩搭背會構成性騷擾嗎？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

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

細則第 2 條。） 

勾肩搭背的行為，經綜合判斷，如造成他人不受歡迎

的感受，並且違反他人的意願，足以影響人格尊嚴或

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環境者，即可能構成性騷擾， 惟

實務認定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

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 

8 問:講黃色笑話會構成性騷擾嗎？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

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

細則第 2 條。） 

性騷擾事件，是綜合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

事人之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

事實判斷，並非單一條列之言行而做判斷。因此講黃

色笑話時，如讓人覺得不舒服，足以影響人格尊嚴或

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環境者， 即可能 構成性騷擾， 

惟實務認定需相當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

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 

9 問:收到色情電子郵件算不算是性

騷擾？如果我覺得好玩，可以再寄

給他人嗎？是否構成性騷擾？（參

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一

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

第 2條。） 

如果你（妳）收到色情電子郵件，感到不舒服，可能

構成性騷擾，不過如果覺得好玩，想要寄給別人，這

也意味他人寄色情郵件給你（妳）的行為，你（妳）

並不會覺得被冒犯，這就不構成性騷擾。但倘若你

（妳）將色情電子郵件轉寄給別人，他人是否會覺得

不舒服，你（妳）不是很確定，你（妳）切勿轉寄他

人，否則即有可能構成性騷擾。這也就是性騷擾防治

法不斷倡導的立法意旨：「尊重」！你（妳）不要以

為自己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事，就認為別人應該也是

如此，每個人都應該「尊重他人的差異性」，這也是

為什麼性騷擾的認定著重在被騷擾者的主觀感受，而

不是行為人有無性騷擾意圖的主要原因。 

10 如果對方用目光上下掃瞄我的身

材，這樣構成性騷擾嗎？（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2

條。） 

如果對方用目光上下掃瞄我的身材，我覺得不舒服，

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情境者，當然可能構成性騷擾。

不過如前所述， 實務認定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

客觀合理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11 坐公車時，感到有不舒服的碰觸， 性騷擾著重於被騷擾者不舒服的感受，而非行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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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樣確認那是惡意性騷擾行

為，還是不小心碰觸的行為？（參

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一

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

第 2條。） 

性騷擾意圖，因此，縱非出於惡意的碰觸，而出於關

心的或友善的碰觸，都有可能因為被碰觸的人感到不

舒服，而被視為不受歡迎的行為，因此因空間設計不

良或其他原因造成不小心的碰觸行為，並不當然排除

性騷擾的可能。不過，該「無意識的碰觸」，仍應依

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行為人

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判斷，在「合理

人的標準」下認定是否構成性騷擾。  

因此坐公車時，如因人潮擁擠導致身體上無法避免的

接觸，依合理人標準應不構成性騷擾；但如無人潮擁

擠、或你（妳）已刻意迴避，該行為人繼續「追蹤」、

甚至在你（妳）已表達不舒服感受下，仍藉由人潮之

客觀情況碰觸你（妳）的身體者，就會構成性騷擾（敵

意環境的性騷擾）。 

12 問: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為何？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

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治法施行

細則第 2 條。） 

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在於該行為是否受歡迎。追求是

兩相情願的，性騷擾是有一方覺得違反其意願、而有

不舒服的感受，並且足以影響其正常生活。因此不受

歡迎的過度追求，便有可能成為性騷擾。 

13 問:不受歡迎的追求方式是否構成

性騷擾？（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

法第 2條第一項第 2款、性騷擾防

治法施行細則第 2條。） 

如你（妳）已充分表達不喜歡這個人的追求，他（她）

如果繼續追求者，已違反你（妳）的意願，並使你（妳）

心生畏懼或感到被冒犯的情境，甚至影響正常生活的

進行，此不受歡迎的追求方式（例如追蹤或不斷打電

話）， 即可能 構成性騷擾， 惟實務認定需相當審

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

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 

14 問:我應該如何避免性騷擾他人？ 以下為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  

1.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建立平等

的性別觀念。  

2.注意言詞和態度，如不要 對任何性別有所 貶抑與

隨意講黃色笑話。  

3.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  

4.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5.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如傳播情色信件。  

6.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

異。  

7.若與對方 存 有權力差異關係，在上位者更應嚴守

專業倫理。  

8.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

不要說或不要做。  

9.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10.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遂行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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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問:應該要如何制止性騷擾？ 為免於遭受性騷擾，及遭遇性騷擾後冷靜、正確地處

理問題，以下為制止性騷擾的事前預防與事後補救措

施，其讓性騷擾事件的發生率與損害減到最低。  

1. 對性騷擾的本質有正確的認知與敏銳的覺察。  

2.承諾重視並護衛自己的身體控制權及性自主決定

權。  

3.對自己身體及感覺的直覺要有信心。  

4.以直接（如面談、寫信）或間接（請他人轉告）方

式，讓對方知道其之言行是不受到歡迎的，並要求

對方立即停止該言行。在進行此動作時，最好順便

錄音，以便將來舉證之用。  

若對方依舊故我，蓄意騷擾，可考慮採取積極的因應

策略，如向有權受理單位提出申訴。 

16 問:學生對老師性騷擾，該屬何法

管？（參考法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條） 

因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一方為學校

校長、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他方為學生而言，

因此倘若學生對老師性騷擾者，適用性別平等教育

法。 

17 問:學生放學時被路人性騷擾，該

屬何法管？（參考法條：性騷擾防

治法第 1 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 

學生放學時被路人性騷擾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續

下題） 

18 問:續前例，如路人為鄰校學生，

該屬何法管？（參考法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30條） 

如路人為鄰校學生或他校 校長、 教職員工者，則應

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19 問:學生在校內如廁被潛入分子性

騷擾，該屬何法管？（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 1條第 2項、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 2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30條） 

如學生在校內如廁被潛入分子性騷擾者，原則上適用

性騷擾防治法，但如性騷擾者為他校學生或校長、教

職員工者，則應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20 問:實習教師或實習學生被學生性

騷擾，該屬何法管？（參考法條：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9條） 

註： 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入學者

為「實習教師」； 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

施行後入學者為「實習學生」。  

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規定，性別平等教育

法所指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

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

教育實習之人員，因此實習教師被學生性騷擾者，應

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所稱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因此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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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學生性騷擾，亦應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21 問:實習教師於執行職務時，被另

一實習教師性騷擾，該屬何法管？

實習學生於執行職務時，被另一實

習教師性騷擾，該屬何法管？（參

考法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12

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9條） 

註： 92 年月 1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入學者為

「實習教師」； 92 年月 1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

後入學者為「實習學生」。  

實習教師於執行職務時，被另一實習教師性騷擾，應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又實習教師性質上非屬教師法

第 3 條所定「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自

無可適用教師法第 29 條規定之教師申訴制度，渠等

人員之性別工作平等申訴事項，宜依該法向該管機關

提起救濟，俾保障其權益。  

實習學生於執行職務時，被另一實習教師性騷擾，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應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22 問:實習教師（實習學生）未至Ａ

校報到前，至Ｂ校圖書館查資料

時，被Ｃ校學生性騷擾，該屬何法

管？（參考法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條第 3

項。） 

實習教師（實習學生）不因尚未至學校報到而喪失其

實習教師（實習學生）身分，故實習教師（實習學生）

至 B 校圖書館查資料時，被 C 校學生性騷擾，應適

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23 問:私校董事長對學生性騷擾，該

屬何法管？（參考法條：性騷擾防

治法第 1 條第 2項、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條） 

私校董事長並非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範之身分，因此

如有對學生性騷擾者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24 問:學校委託電腦公司廠商到校安

裝電腦，廠商所屬員工對學生性騷

擾，該屬何法管？（參考法條：性

騷擾防治法第 1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條） 

因學校委託電腦公司廠商員工非屬學校所聘僱之員

工，因此廠商所屬之員工對學生性騷擾，應適用性騷

擾防治法。 

25 問:下班後老闆對員工間發生性騷

擾事件或是性騷擾行為涵括上下

班時間，該屬何法管？（參考法

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性

騷擾防治法第 1條） 

如前所述，如果下班後老闆對員工發生性騷擾，其內

容是屬於交換性騷擾者，仍然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的

規定；但如內容是屬於敵意環境性騷擾者，便視是否

執行職務而定，因此如屬下班後非執行職務的情形，

則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而非性別工作平等法。 同

樣地，持續性之性騷擾行為，涵括上下班時間，究應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處理，須視究否執

行職務而定。 

26 問:下班後同事相邀唱歌，同事間

發生性騷擾事件，該屬何法管？

（參考法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 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規範的性騷擾是指雇主對受雇者

或求職者間的「交換性騷擾」、及受雇者於執行職務

時遭任何人性騷擾的「敵意環境性騷擾」；但如屬下

班後的行為，因非屬執行職務的時候所發生的同事間

性騷擾，故不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而應適用性騷擾

防治法。 

27 問:小吃店老闆或員工對客人間性 1.小吃店老闆或員工對客人性騷擾者， 原則上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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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事件，該屬何法管？（參考法

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性

騷擾防治法第 1條） 

性騷擾防治法； 惟如客人是「執行職務中」，則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2.如客人是在員工上班時對員工性騷擾者，則應適用

性別工作平等法；而客人對雇主也就是小吃店老闆

性騷擾者，則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28 問:小吃店老闆對工讀生性騷擾，

該屬何法管？（參考法條：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 12條） 

小吃店老闆與工讀生之間也算是雇主與員工之間的

關係，因此如有交換性騷擾的行為，應適用性別工作

平等法；如工讀生於執行職務時遭老闆開黃腔等敵意

環境性騷擾者，也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29 問:小吃店客人和客人間發生性騷

擾事件，該屬何法管？（參考法

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性

騷擾防治法第 1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條） 

小吃店客人和客人間發生性騷擾事件，應查明客人身

分，是否為「學生」或「執行職務中」，如無上述情

事，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30 問:在捷運上被人性騷擾，該屬何

法管？（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1條第 2項、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條。） 

如在捷運上被人性騷擾，原則上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但如雙方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學

生，他方為學生者，縱分屬不同學校，仍適用性別平

等教育法。如被騷擾者 係 為職員於 執行職務 之途

中遭人性騷擾者，則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31 問:國會助理如遭行政機關國會聯

絡人性騷擾，該屬何法管？（參考

法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 1條） 

如國會助理在執行職務時遭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性

騷擾，應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但如非執行職務之時

遭性騷擾者，則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32 問:如果醫生對病患、養老院社工

對就養老人、補習班老師對學生等

相類關係之人有性騷擾行為適用

何法？（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20、21 條。） 

如果醫生對病患、養老院社工對就養老人、補習班老

師對學生有性騷擾行為，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且

因其彼此間存有監督、照護的關係， 上開身分人 等

對受自己監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者 ，不僅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處罰新台幣 1 萬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鍰，而且加重處罰到二分之

ㄧ。（性騷擾防治法第 21 條） 

33 問:如果寺廟的住持對小沙彌有性

騷擾行為適用何法？（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 20、21 條。） 

如果寺廟的住持對小沙彌有性騷擾行為， 同前題所

述，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上開身分的人有性騷擾行

為者，不僅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處罰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鍰，而且加重處罰到二分

之ㄧ。（性騷擾防治法第 21 條） 

34 問:哪些單位該依性騷擾防治法做

好防治措施？（參考法條：性騷擾

防治法第 7條）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規定，下列單位應負防治責

任 ： 

1.政府機關：包含中央或地方機關。  

2.部隊：國防部所屬軍隊及學校。  

3.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外僑學校亦應一併適用。  

4.機構：指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及其他組織。因此包含基金會、社團、公會、

工會、漁會、農會、 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經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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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過我國特許的外國人公司、寺廟、教會、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各鄉鎮各市場管理委員會、合夥

經營的商號、餐廳、事務所 、醫療診所 、補習班、

幼稚園等。  

僱用人：指僱用受僱人之人。僱用關係是以事實上僱

用關係為標準，僱用人與受僱人間是否訂立書面契約

或僱傭契約上是否稱為受僱人皆非所問，舉凡客觀上

使用他人為之服務而受其監督者，均稱之為僱用人。

因此獨資商號、餐廳、麵攤、檳榔攤等僱請他人服務

者，均可稱之為僱用人。 

35 問:性騷擾防治之政策措施應該要

包括哪些內容？（參考法條：性騷

擾防治法第 7條、性騷擾防治法施

行細則第 4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4條。） 

法律上因單位之組織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基本防治

措施：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該單位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

務人員人數 10 人以上者，應設專線電話、傳真、專

用信箱或處理信箱，並規定處理程序及專責處理人員

或單位。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該單位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

務人員人數 30 人以上者，除設上開專線、專人等以

外，並應訂定下列內容之性騷擾防治措施，並公告：  

1.防治性騷擾之政策宣示。  

2.性騷擾之申訴、調查及處理機制。因性騷擾 事件 

而成立調查單位者，該調查人員有二人以上時，女

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並得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調查成員（成立調查單位之規定，僅限於組織

成員或受僱人 30 人以上之單位）  

3.加害人之懲處規定。  

4.當事人隱私之保密。  

其他性騷擾防治措施，例如不得因申訴、作證等而為

不利處分、避免報復或主動轉介心理輔導及法律協助

等。 

36 問:前開規定提到受服務人員人

數，是什麼意思？如何計算？（參

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5條 

所謂受服務人員，指到達該機構、機關、部隊、學校

或僱用人之處所接受服務，且非上開單位的組織成員

或受僱者而言。  

而上開所提受服務人員 10 人或 30 人的計算標

準，包含上開單位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依申訴者申

訴當月第一個工作日的總人數計算。 

37 問:我應該要在哪些地方公告公司

的性騷擾防治之政策措施？（參考

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7條、性騷

擾防治準則第 4條、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第 2、4條。） 

 

因性騷擾防治法規定機關 、部隊 、機構、學校、僱

用人應負性騷擾防治措施 之責任 ，除雇主的責任

外，也包括場所主人 ( 參 Q38) 責任，因此建議在

工作場所明顯之處所公告性騷擾防治之政策措施。 

38 何謂場所主人？ 「場所主人」，非法定用詞，係為讓讀者易於瞭解，



編號 問 題 說 明 

故暫予使用以進行說明。「場所主人」意謂 雖非各

機構、機關、部隊、學校或僱用關係中之組織成員或

受僱人間之性騷擾事件，僅因性騷擾行為發生在其場

所之內，各機構、機關、部隊、學校或僱用人對於該

性騷擾事件仍應負有一定防治責任，而不可置之不

理。各單位於該狀況稱之為場所主人。 

39 問:如果我要替員工辦理教育訓

練，課程應該要包括哪些內容？ 

關於教育訓練課程，建議其分為「通識課程」及「各

類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含主管、調查人員等）。  

  「通識課程」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1.性騷擾基本概念與防治  

2.性騷擾防治法之立法背景、意旨、性騷擾定義及實

務見解  

3.性騷擾行為對個人與機關、機構、學校、僱用人的

影響  

4.機關、機構、學校、僱用人的反性騷擾政策  

5.性騷擾行為成立後，機關、機構、學校、僱用人及

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6. 申訴性騷擾之流程與方法  

7.預防及處理性騷擾的程序與方法  

8.性騷擾迷思的澄清  

9.性別平等知能 

   除上開課程外，平時宜鼓勵兩性間溝通對性騷

擾之看法，以避免不必要之糾紛。 

  倘若機關、機構、學校、僱用人組織較健全者， 

在所屬員工具備性騷擾防治基本概念等通識課程之

素養後，可進一步辦理各類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含主

管、調查人員等）。 

  其中，關於「主管人員」的教育訓練，建議增強

下列課程： 

1.該單位應重申禁止性騷擾政策，以增強主管人員的

性騷擾防治認知。  

2.該單位應提醒主管人員應對性騷擾事件提高警覺

並採取防範措施，以增強主管人員的應變能力。  

3.應增加有關性騷擾防治的相關法律課程，以增強主

管人員的職能。  

4.應更清楚性騷擾各種型態，而切中適用法律所科以

該單位及自身的法律責任。  

5.如何展開調查程序，並注意調查程序中法律所要求

的保密、不公開、保障申訴者工作權、避免因申訴、

作證等差別待遇的公平、公正原則等。  

6.對於調查過程中所生報復、詆毀、和解、撤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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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進行之應變方式。  

7.有關事件調查後所建議的懲戒措施，及其後衍生之

相關法律問題。  

8.性騷擾事件發生後，該單位應採取有效的補救措

施，例如對行為人性騷擾行為之制止、工作重新調

整、重申性騷擾防治政策的聲明書、續行加強性騷

擾防治訓練、空間改善等課程。另，建議對加害人

及被害人提供相關治療及輔導資訊。  

9.平常如何本於職務之內防範員工間、訪客等性騷擾

事件的作為。  

關於「調查人員」的訓練課程，建議增訂下列課程：  

1.調查人員的性別平等的知能。  

2.性騷擾的型態與判斷職能。  

3.如何自我覺察性騷擾迷思。  

4.調查程序應遵守保密、不公開、權利不對等時避免

對質等原則暨應完成的時間。  

5.設法尋求發現真實的訊問技巧。  

6.對於猶豫或不合作證人的處理方式。  

7.如何尋求及審查相關情況證據，例如要求相關人員

及單位的配合、勘驗現場等。  

8.如何提出有效的懲戒或事後補救政策。  

9.如何紀錄調查過程，並注意日後內部單位或外部主

管機關追蹤考核時所建立完整紀錄，例如原始檔案

及報告檔案等。  

10.加強調查程序面對衝突與資源轉介的職能。  

如有必要，建議調查人員以分組方式實際演練，並提

出問題以建立適合單位組織的流程。 

40 問:我應該多久辦理一次教育訓

練？（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8 條。）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每年定期舉辦或

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性騷擾防治相關訓練。 

41 問:當所屬人員參與性騷擾防治相

關外部訓練時是否應該提供公假

及差旅費？（參考法條：性騷擾防

治法第 8 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3

條。）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每年定期舉辦或鼓

勵所屬人員參與性騷擾防治相關訓練時，應提供公差

登記、經費補助等。 

42 問:店家（場所主人（參考 Q38））

如何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 

1.防治性騷擾之義務：店家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  

2.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措施：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

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3.設立申訴管道並協調處理。  

4.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  

5.接獲申訴之事當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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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密義務。 

43 問:所謂的「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為何？ 

性騷擾防治法要求店家不論接受服務者之人數多

寡，一旦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 應採取立即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 ，以防止損害持續擴大，並避免此

類事件以後再度發生。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舉例如下：  

1.保護被害人之安全。   

2.協助處理被害人申訴事宜及蒐集證據，如加害人之

基本年籍資料、雇主資料 … 等。  

3.記錄事實發生經過。  

4.若遇必要情形，亦得報警至現場處理。  

5.檢討所屬場域空間安全，如照明設備、視線死角等。 

 

44 採取上述措施時應注意何事項？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

則第 4 條） 

1.保護被害人權益及隱私。  

2.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  

3.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45 當在我的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

時，我應該要如何處理？（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性騷擾

處理準則第 6、8條。） 

當在你（妳）的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建議處理方式

如下：  

1.應採取緊急處理，如保護被害人安全、保存證據。  

2.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措施，如保護被害人權益

及隱私、協助被害人蒐集證據、協助報警、提供行

為人所屬單位或紀錄事實發生經過等。  

如提出申訴者，應於 7 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

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該主管機

關應於 7 日內將所接獲的上開資料移送加害人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並副知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如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應移送事件發生地之警

察機關處理，並副知警察機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46 問:於知悉性騷擾事件時未採取有

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會受到何種

處罰？（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22條） 

機關、學校、部隊、機構或僱用人，於知悉性騷擾事

件時未採取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正仍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 

47 問:如果我跟我太太合開一間麵

店，沒有僱用其他人，還需要實施

性騷擾防治措施嗎？（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 7條。） 

如果客觀上未有僱用他人提供服務而受其監督者（指

受僱者），縱使受服務人數（指客人）達到一定人數

以上，仍不是性騷擾防治法上的僱用人，因此不適用

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有關防治措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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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夫妻（或親屬）共同經營麵攤（含共同出資經營、

部分出資部分經營 … 等各類樣態），並無僱用員

工，由於夫妻或家屬間乃同財共居，其情形與獨自經

營事業者類似，則該等共同經營之成員間是否亦屬合

夥關係，而屬性騷擾防治法第 3 條所定「機構」之

範圍（如為機構則需實施性騷擾防治措施），仍應視

個案認定。 

48 問:SOHO族是否應該訂定騷擾防治

措施？（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7條。） 

一般所指 SOHO 族是指單獨在家工作，而無僱用他

人，因此並非性擾防治法所指僱用人之身分，自不需 

訂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 

49 問:人力派遣者的雇主應該為誰？

是接受服務之公司，或是派遣其之

公司？ 

所謂的「派遣勞動」係指派遣業者指派其僱用之勞

工，至要派公司等單位提供勞務，接受要派單位指揮

監督管理，故真正存在僱用關係為派遣業者及其僱用

之派遣勞工；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間僅存在使用關

係，而無僱用關係。故人力派遣者之雇主係為派遣業

者。 

50 問:商業大樓在走廊通道的設計準

則為何？ 

1.採直線設計：讓在走廊通道來往的人可以一目了

然。  

2.反射凸鏡裝置：在 90 度或死角地帶裝設凸鏡，讓

來往的人可從鏡中一窺全貌，避免讓歹徒躲在轉角

處襲擊。  

3.加強照明設備：牆角和天花板盡量使用淺色系列，

如乳白色、鵝黃色等，使空間感覺明亮清爽；同時

照明要維持在一定亮度，讓人在夜間 15 公尺外的

地方可清楚辨識個人臉孔。 

51 問:商業大樓在開放空間上的設計

準則為何？ 

1.水平穿透力：盡量在空地上以植草皮為主，若有需

要可種植 1 公尺以下矮灌木作為象徵性圍牆，讓

空間可一覽無遺，使想躲藏在開放空間襲擊路人的

歹徒無法得逞。  

2.路人休閒功能：除可有簡單庭院設計外，也可設置

有造型的休閒椅，有來往路人坐在大樓的開放空

間，無形中可增加大樓的監控能力，使大樓非正式

監控能力提昇。  

3.增加開放空間的活動：若面積範圍夠大，可增加兒

童遊樂設施如溜滑梯等活動設備，匯集人氣，這樣

也可提升大樓非正式的監控能力。  

4.增加照明設備：當夜間民眾路經開放空間時，可清

楚看到裡面的活動全景，以提高開放空間的安全

性。  

5.清理邊陲的畸零地：對位在邊陲地帶的開放空間，

業主要常 清理 ，避免成為廢棄物的堆積場，另外

也要加強照明設備，使歹徒藏匿其中無所遁形。  

 

52 問:商業大樓在停車場的設計準則

為何？ 

1.加強監視設備：在入口通道，樓梯間，走道上裝設

電子監視錄影系統，一來可嚇阻歹徒犯案，二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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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不幸案件亦可從監視畫面還原案發時的情況； 

可 提升商業大樓的安全度，進而確保進出地下停

車場人員的安全。  

2.設置緊急救援系統：如警鈴連線系統或警報系統，

當民眾在地下停車場受到攻擊或騷擾時，就可立即

按警鈴連線系統求援。  

3.加強照明設備：明亮度一定要維持在十五公尺之外

可清晰 辨識 人的臉孔，因有足夠的照明設備會減

少歹徒作案的動機。  

4.單一的進出口設計：避免同時開放多個進出口，應

維持單一進出口管制方為上策。  

5.設置時段管制：盡量 避 免 24 小時全天候開放， 

縱使 需全天候開放，夜間零時至凌晨六時也應加

強進出口管制，可避免閒雜人潛入地下停車場犯

案。  

 

53 問:商業大樓在電梯的設計準則為

何？ 

1.採透明塑鋼材料：電梯門應採透明的塑鋼材料，因

視線穿透力高，可嚇阻想在電梯犯案的動機。  

2.裝置監視系統：可強化正式監控系統，可讓潛在 加

害人 收斂，以免作案留下記錄。  

3.設置緊急警報系統：萬一發生緊急事件時，電梯內

的受害人可按鈕或廣播求救。  

 

54 問:商業大樓的廁所設計準則為

何？ 

1.照明要充分：讓人上廁所時，因有良好的燈光設計

有安全感。  

2.廁所門底部要有空間：大號門的底部距離地面保持 

15 至 20 公分距離，從外就可確定裡面是否有人

使用，同時如廁人也可從內往外看以瞭解 外 面是

否有人活動。  

3.臉朝外設計：盡量避免臉部朝內設計，以防 止 有

心人士偷窺。  

4.裝設鏡子：在廁所洗手台或轉彎死角牆上裝設鏡

子，讓使用者在洗手時，可透過鏡子反射察覺背後

是否有人不當的接近，以做好必要的防衛措施；而

進出廁所時，也可透過轉彎死角強面的鏡子觀察是

否有不當的人躲在廁所裡。  

5.增加清潔次數：若廁所使用頻率高，歹徒要潛藏其

中作案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55 問:校園中的邊陲地帶之安全設計

應遵守的準則為何？ 

1.加強清理草叢樹木：若枝葉繁茂 易 讓歹徒藏身其

中，對落單學生或民眾襲擊，故校園內對邊陲地帶

的環境，雜草、樹枝要常修剪整理，以確保校園安

全。  

2.強化照明設備：邊陲地區需強化照明設備，讓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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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眾路經該地時有充分的安全感。  

3.避免堆積雜物或廢棄的教學設備：邊陲地帶往往成

為堆積雜物或廢棄教學設備之處，不僅破壞校園 

景觀 ，且易讓歹徒藏匿其中，作為犯案藏身所，

故學校應將報廢的教學設備隨時清理，以保持校園

的整潔。  

 

56 問:校園中大型建築物之安全設計

準則為何？ 

1.門禁管制：於下課後或假日，除開放時段外，應要

有門禁管制，且上鎖，如此可避免閒雜人進入其內

破壞，亦應避免教職員生單獨使用，讓歹徒有機可

乘。  

2.強化安全梯管理：安全梯的管理不當，對需經該地

的教職員生增加被侵害或被騷擾的機會；故學校必

須積極管理安全梯，包括保持安全梯的通暢、經常

維持安全梯整潔、注意安全梯的照明設備及安全梯

出入口最好連結至活動較頻繁的空間。  

3.出入門口裝設透明玻璃：從外面走道尚可清楚看見

內部活動情形，若有歹徒潛入易被發現，萬一有人

被歹徒攻擊，路過之人可從外瞭解究竟，進而採取

可行的應變措施。  

4.強化廁所管理與設計：可參考 Q54 。 

 

57 問:校園中地下室之安全設計準則

為何？ 

1.增加照明設施：加強照明設備，提高安全度。  

2.加強巡邏：地下建築物穿透力差之處，應加強巡

邏，必要時可加裝監視錄影設備或緊急警鈴，增加

安全度。  

3.加強門禁管制：若非開放空間，出入口只有一個 或 

兩個，可考慮在下課後上鎖，以免閒雜人任意進出。 

 

58 問:檳榔西施、酒店小姐等行業人

員可否提出性騷擾申訴？（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2條） 

任何人遭受性騷擾，當然都可以提出申訴，縱使檳榔

西施或酒店小姐等行業人員也可以提出性騷擾 申

訴 ，不過有關性騷擾的認定，宜就個案事件發生之

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

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判斷，在「合理人的標準」下認

定是否構成性騷擾。 

59 問:如果發生性騷擾事件，我應該

採取什麼措施？（參考法條：性騷

擾防治法第 13條、性騷擾防治準

則第 5、6、7、8條） 

如果發生性騷擾，建議你（妳）這麼做：  

1.相信自己的直覺：雖然不是每件事都會構成性騷

擾，但請相信自己直覺。  

2.尋求情緒支持：你可以向朋友或同事說出自己的感

受，不要因此自責、失去信心，或任何羞愧。  

3.向性騷擾者直接說「不」，要求停止性騷擾：美國

平等僱用機會均等委員會建議性騷擾的受害者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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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給騷擾者，其內容包括：  

(1) 事件發生的過程 ( 人、事、時、地、物 )  

(2) 受害者對於這件事的感覺及想法  

(3) 受害者的希望，例如行為人停止騷擾行為，或道

歉等 

4.詳實記錄每次性騷擾行為，作為申訴之用  

5.尋求證人，及其他證據：  

以錄音作為蒐證方式時， 應同時 注意刑法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 之規定 ，建議以自己作為對

話的一方時再錄音，或由同事、友人與其對話時錄

音。  

6.向管轄單位申訴：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向行為

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訴，不知或不明者，向警察報

案，或向場所主人提出申訴，由場所主人將該申訴

案送往當地主管機關處理。 

7.如管轄單位七天內未進行調查，違反性騷擾 防治

法 相關規定者，得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 

 

60 問:如果我要提出申訴的話應該要

如何申訴？（參考法條：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 11條。） 

提出申訴的方式，可以透過言詞與書面方式，如是以

言詞為之，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

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簽名蓋章即可

（參考附件六申訴書範例(doc檔案)） 

61 問:如果我提出申訴，我的身分是

否會被洩漏？（參考法條：性騷擾

防治準則第 16、19條。） 

因性騷擾事件之調查，係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處理

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如有洩密者，將受到刑法或

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62 問:如果我被性騷擾，應該到哪裡

提出性騷擾案件的申訴？是不是

每一個單位都應該受理？（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7、13、22條、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5、6、7、8、10

條。） 

依性騷擾防治法的規定 ，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或僱用人，不論組織成員或受僱人之人數多寡，都必

須設有申訴窗口，因此如被性騷擾者，所申訴之單位

分別為：  

1.如果知道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  

你（妳）可以向申訴時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申訴。但如果加害人為機關首長、部隊主管

（官）、學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時，

應向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 。如果直接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者，該主管機關於 

7 日內將申訴案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調查；但加害人如是前述機關首

長、部隊主管（官）、學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

http://dspc.moi.gov.tw/public/Attachment/7212102121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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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僱用人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經受理

後即應進行調查。  

2.如果加害人身兼多職：  

若加害人身分同時有多個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僱用人（如學校老師兼職補習班），無論向

任一個所屬單位提出申訴均可，但建議向對加害人

約制最大、對被害人最有利之單位申訴。   

3. 如果加害人隱瞞或故意錯報其單位，以致你（妳）

向非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提

出申訴者：  

非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接獲

性騷擾之申訴時，仍應於 7 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

料移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再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 7 日內將所接獲上開

資料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處理，並副知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但如加害人不明

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

應移送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處理，並副知警察機關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應於

移送後 7 日內查明加害人身分。如查明加害人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移請該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續為調查，並副知該

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申訴人；如加害人不

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

者，應即行調查。  

4.如果不知道或不確定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  

你（妳）可以直接向警察報案。警察機關依職權詳

予紀錄，如知悉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者，移請該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續為調查，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申訴人；如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應即行調查。  

5.如果直接向場所主人提出申訴者： 

 因各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也負有場

所主人的責任（場所主人的定義，請參 Q38 ），

因此你（妳）也可以直接向事件發生所在地的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提出申訴。如該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非為加害人所屬單

位時，該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仍應採

取緊急處理，並應於 7 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

移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該主

管機關應於 7 日內將所接獲的上開資料移送加害

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並

副知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



編號 問 題 說 明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但如加害人不明或不知

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應

移送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處理，並副知警察機關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63 問:如果我在火車、飛機、國道客

運等行駛中的長程運輸工具上被

性騷擾，我應該去哪裡申訴？ 

你（妳）可以到抵?地或最近的警察機關報案，警察

機關會依警察偵辦刑案原則及警政署受理民眾報案

單一窗口原則，將性騷擾申訴案件轉給發生地的警察

機關辦理。 

64 問:提出性騷擾案件的申訴期限為

多久？（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13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9條） 

申訴期間為自事件發生後 1 年內，如超過申訴期間

者，受申訴單位得不受理，並於 20 日內敘明理由通

知當事人。 

65 問:申訴時的時間點應該要如何界

定？（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條。） 

申訴的時間應自事件發生後起算 1年內。 

66 問:提出性騷擾案件的「再申訴」

期限為多久？（參考法條：性騷擾

防治法第 13條、性騷擾防治準則

第 9條。） 

如受理申訴之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於 2 

個月內（或經延期合計 3 個月）未完成調查報告，

或對調查報告結果不服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

查結果通知到達翌日起 30 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如超過 30 日之再申訴期限

者，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並於 20 日內敘明理由通

知當事人。 

67 問:如果加害人已被警察機關依性

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乘機性騷擾罪

移送司法機關了，我可以再提出申

訴嗎？ 

加害人之性騷擾行為如果同時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乘機性騷擾罪，除尊重被害人意願、依刑事訴

訟法移送司法機關外，行政上被害人亦可同時進行申

訴程序（申訴期間為 1年）。惟依 94 年 2月 5日制

定公布（95年 2月 5日 施行）之行政罰法相關規定，

如刑事判決確定，且判決認定之事實與行政處分認定

之事實一致時，原行政罰鍰應撤銷；事實認定不一致

時，則可併罰。故針對具體個案，各地方政府主管機

關應提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討論。 

68 問:如果我的員工被性騷擾了，我

應該如何協助其申訴？（參考法

條：類推適用性騷擾處理準則第 21

條） 

如果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規定（如員工在非執行職務之

時遭他人性騷擾），身為雇主得協助下列事項：  

1. 提供員工必要的法律協助，以釐清法律關係或可

得採取之法律途徑。  

2. 將員工轉介至心理輔導機構，協助員工從遭遇性

騷擾負面情緒中復原。  

3. 協助員工提出申訴，包括申訴方式（言詞或書

面）、申訴時效（事件發生後一年內）、 申訴單

位（如知悉行為人所屬單位者，向申訴行為人所屬

之機關、機構、部隊、學校或僱用人提出；如不知

或不明行為人所屬單位者，得就近向警察機關提

出） … 等。  

4. 協助員工進行調解，包括申請方式（言詞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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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申請程序（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

解程序中之權利（如申請勘驗、迴避等）、調解成

立時與不成立時之處理（如不成立時是否申請移送

司法機關）等。  

 

69 問:如果不是我該受理調查的性騷

擾申訴案件，我應該要怎麼做？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6、8、10 條。） 

1.如果你不是加害人所屬單位，在接獲性騷擾申訴

時，仍應採取緊急處理，並應於 7 日內將申訴書

及相關資料移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2.該主管機關應於 7 日內將所接獲的上開資料移送

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

理 ， 並副知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3.但如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者（含無所屬），應移送事件發

生地之警察機關處理，並副知警察機關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應於移送後 7 

日內查明加害人身分，如查明加害人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移請該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續為調查，並副知該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申訴人；如加害人不明

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

者，應即行調查。  

 

70 問:什麼叫做「適當之緊急處理」？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施行準

則第 8條） 

非加害人所屬單位接獲申訴時，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

為保護被害人安全、保護證據、協助報警…等   

如提出申訴者，應於 7 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

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該主管機

關應於 7 日內將所接獲的上開資料移送加害人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並副知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如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應移送事件發生地之警

察機關處理，並副知警察機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71 問:在受理性騷擾案件之後，我應

該派誰進行調查？（參考法條：性

騷擾防治準則第 14、17 條。） 

如組織成員在 30 人以下者，得指派 1 人或由雇主

自行調查，不過如調查小組成員有 2 人以上者，女

性比例不得低於 2 分之 1 。  

如組織成員在 30 人以上者，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單

位，並進行調查，調查單位成員有 2 人以上者，女

性比例不得低於 2 分之 1 ，並視情形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調查成員，但建議專家學者僅為其中成員，機

關、機構、部隊、學校或僱用人仍必須指派自己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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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成員，使組織成員得以在程序中由專家學者之參與

下學習性別平等之知能及調查之技能等。  

72 問:進行調查時應該注意的事項為

何？（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準則

第 13、15、16、17、18、19、21

條。） 

進行調查時，應注意下列原則：  

1.有無迴避事由。  

2.不公開原則。  

3.保密原則。  

4.客觀、公平、專業原則。  

5.避免讓被害人重複詢問原則。  

6.避免讓權力不對等之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質為原則。  

7.職權調查為原則：除讓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外，並

應主動曉諭雙方提出對其有利之關係人或證人、或

依職權調查必要之證據、勘驗現場等。如有必要得

請其他機關（如場所主人）或警方協助。  

8.禁止差別待遇：對於調查中當事人、關係人、證人

或其他參與之人不得為不當的差別待遇。  

9.調查過程中的協助：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

介或提供心理輔助及法律協助，但宜注意輔導之人

員避免參與調查事件。  

10.調查之時間：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 7 日內開始調

查並於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展一個

月。（詳參附件八(doc檔案) 

73 問:調查時有哪些迴避的規定？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15

條。） 

性騷擾事件申訴及再申訴之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

有下列情形應予迴避：  

（一）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

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得申請迴避︰ 

1.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2.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性騷擾申訴或再

申訴之調查單位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

避之調查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被申請

迴避之調查人員在調查單位就該申請事件為准駁

前，應停止調查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

置。  

調查人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

http://dspc.moi.gov.tw/public/Attachment/7212102631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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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調查單位命其迴避。  

74 問:如果要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調查

時應該從何處聘請？ 

可洽詢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或請參見資源篇。（詳

見 P59） 

75 問:我要在多久時間之內完成調

查？如果無法按時完成調查時，當

事人可以怎麼做？（參考法條：性

騷擾防治法第 13條。） 

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 且應 於 2 

個月內完成調查，並通知當事人，如有必要時得延展

1個月，且需將此情事通知當事人。如果無法按時完

成調查，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76 問:受理申訴後若申訴人撤回或未

能配合調查時，我應該怎麼辦？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17

條。） 

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申訴、再申訴之提出係要

式行為，須經被害人同意並填具申訴、再申訴書而啟

動調查機制，如當事人撤回申訴，原則上被害人所屬

單位或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本諸當事人意願，尚無繼續

調查之必要，惟行政部門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7 條

比例原則及第 9 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本諸職

權，衡酌個案情況為適切之處理，以保障當事人權

益，如適時提供法規及宣導等資訊供當事人行使相關

權利、查察加害人單位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等，並應

力求當事人權益與公權力行使間之平衡。  

若申訴人未能配合相關證據調查，仍得依規定通知申

訴人到場說明，但申訴人依然不予理會者，調查單位

得依申訴人所提出之事實及調查方法，及相關證據

（行為人之答辯及所提證據方法或依職權所調查之

證據等）綜合判斷有無性騷擾之認定。 

77 問:如果場所主人（參考 Q38）不配

合提供證據時，我應該怎麼辦？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22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6條。） 

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如場所主人非屬加害人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因而非調查單位

者，仍應緊急處理並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

施。因此場所主人應協助申訴人提出證據，如無正當

理由而拒絕提出協助者，得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場所主

人改正。 

78 問:如果案件查不出來時，我應該

怎麼辦？（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 2、6條、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 17條） 

因性騷擾事件的蒐證不易，因此通常進行性騷擾調查

與事實的認定時，除了注意 Q45 應行注意原則外，

調查單位進行當事人訪談或其他證據調查時，宜注意

下列事項：  

1.該事件的「人」、「事」、「時」、「地」、「物」。  

2.從前開建構的事實，深入訪談事件背後的細節，並

尋求足以佐證的所有證據（包括直接、間接、情況

證據等），以判斷當事人陳述的合理性。  

3.查明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

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  

4.注意申訴者於事件發生後的情緒反應。  

5.如有必要，得實際勘驗現場、實際模擬。  

6.實務上有時為釐清雙方說詞的真實性，調查時不妨

邀請具有諮商背景的專家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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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有必要時得請警察機關協助。  

如果盡力調查後還是查不出來時，得參酌訴訟法上證

據法則，以證據不足而為性騷擾不成立之認定，但建

議如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因事前防治不足、或空間不當以致有可能衍生性

騷擾之紛爭者，仍宜於調查結果中建議改善之方式並

重申防治性騷擾的宣示。  

 

79 問:如果性騷擾案件成立時，我（雇

主）應該要怎麼辦？（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 7、13 條、性騷擾

防治準則第 22條、性騷擾防治施

行細則第 4條。） 

如經調查屬實者，建議為下列處理 

1.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建議調查報告之內容包括申訴之案由、

當事人之敘述、調查訪談過程紀錄、行為人、申訴

人及證人或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相關物證之查

驗、事實認定及理由、處理建議等；此外在調查報

告中應提醒當事人再申訴之期間。  

2.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處（如降低考

績、調職）等，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

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關於懲處，仍應注意相

關人事規定（如公務員、教師、軍人等身分）、勞

動基準法等規定。  

3.以該事件之經驗檢討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

善、或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80 問:如果性騷擾案件不成立時，我

（雇主）應該要怎麼辦？（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7、13條） 

1.仍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在調查報告中應提醒當事人再

申訴之期間。  

2.建議向申訴人重申禁止性騷擾之立場。  

3.建議向被申訴人重申禁止性騷擾之立場外，應提醒 

不可 對申訴人作報復行動。  

4.建議仍必須檢討事件發生之背景是否有無防治措

施或訓練不足之處，並以該事件之經驗檢討場域空

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或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81 問:性騷擾罪（犯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所定之罪者）當事人可否申請

調解？如果我已經提出刑事告訴

還可以調解嗎？（參考法條：性騷

擾防治法第 25條） 

縱使已向司法機關控訴行為人涉有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乘機性騷擾罪，仍得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

以書面或言詞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申請調解。 

82 問:我應該向哪個單位申請調解？

（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6、

18、19條、性騷擾事件調解辦法第

性騷擾事件的當事人得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以

書面或言詞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騷擾防

治委員會）申請調解。 



編號 問 題 說 明 

2條。） 

83 問:如果我的案件已經在調查當

中，還可以進行調解嗎？（參考法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6 條） 

縱使在調查中仍無礙於當事人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

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

騷擾防治委員會）申請調解。 

84 問:調解不成立時，我的申訴案該

如何被處理？（參考法條：性騷擾

防治法第 19條） 

因性騷擾防治法特別規定性騷擾事件調解不成立

時，當事人得向該管地方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申請

將調解事件移送該 管 司法機關，其第一審裁判費暫

免徵收。移送司法機關後仍應依法補正法律上規定之

程式：例如當事人資料、訴之聲明（請求法院判決之

內容）、及事實理由、法律上的請求權基礎等。 

85 問:調解需要付費嗎?為何需要勘

驗費？（參考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17條） 

原則上調解除勘驗費外，不得收取任何費用或報酬。 

所謂「勘驗費」是指調查性騷擾事件之真實過程中，

有時需要勘驗現場或相關物證，如於調解時需要勘驗

者，由申請之當事人支付勘驗費。 

86 問:根據第 21條「對於因教育、訓

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

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之

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

得加重科處罰鍰至 2分之 1」規

定，那加重處罰的類型包括哪些？ 

茲就各類關係舉例說明：  

1.教育：例如補習班老師利用權勢或機會性騷擾前來

補習的學生。  

2.訓練：例如參加游泳訓練時教練利用權勢或機會性

騷擾前來練習的選手。  

3.醫療：例如醫生利用權勢或機會性騷擾前來就診的

病人。  

4.業務：例如分公司職員非因業務需要前往總公司，

遭總公司主管利用權勢或機會性騷擾。  

5.其他相類關係：例如安養院照顧者照顧老人時，利

用權勢或機會性騷擾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