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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42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 111年 3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署忠誠樓 3樓會報室 

參、主持人：劉副署長柏良                  紀錄：科員葉冠佑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准予備查。 

陸、報告事項（上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 

案由一：現職警察人員常年體能測驗項目改革之成效暨一般警察

特考體能測驗委託研究計畫辦理情形案。 

決定： 

一、常年訓練體能測驗項目改革部分，請教育組參考專家學者及

實務機關之建議，研議測驗及格基準與獎勵標準。 

二、另有關一般警察特考體能測驗項目與標準修正案，後續辦理

情形亦請教育組持續更新。 

案由二：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決定： 

一、請防治組爾後分析時，增加以機關別區分之各警察機關內部

性騷擾案件數統計數據，及以地方警察機關及專業警察單位

區分之案件分析資料。 

二、警察機關內性騷擾防治議題深受國內社會輿論與民眾的關

心，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警察形象，爾後仍請防治組賡續辦

理。 

案由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內部性騷擾案專案報告。 

決定： 

一、請防治組針對各案件屬職場性別霸凌案件或性騷擾案件予

以明確化分類，並將各案例依機關別及發生年度分類統計。 

二、請防治組研議如何妥善辦理性騷擾個案宣導。 

柒、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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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各警察機關辦理各項活動（如慶祝大會、頒獎、交接典

禮等）之工作人員（贊禮、接待等），不應指定特定性別

或單一性別人員擔任。 

決議： 

一、 各警察機關應將性別平等觀念納入考量，選擇適當人員擔

任贊禮或接待等工作，不應指定特定性別或單一性別人員。 

二、 各警察機關在律定贊禮或接待等工作人員服裝時，應併同

考量工作人員之服裝問題及需求。 

案由二：「跟蹤騷擾防制法」將於本（111）年 6月 1日正式施行，

相關整備工作及措施盤點情形。 

決議 

一、 請防治組另案簽陳研議跟蹤騷擾案件比照重大刑案之通報

列管機制及如何降低漏接個案。 

二、 請防治組研擬跟蹤騷擾防制法中反覆及持續的判定標準及

未來相關書類，如調查紀錄、保護令及告誡書等相關範例。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應於警察特考應考須知明列特考班及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畢（結）業生之分發單位（黃委員翠紋提案）。 

決議：請教育組另案簽陳本案研議情形。 

案由二：跟蹤騷擾防制法生效施行後，宜視實際需要增加防治組

業務人力；另配合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少年警察工作

大幅減少，宜將各警察機關少年警察隊人力移撥至婦幼

警察隊（黃委員翠紋提案）。 

決議： 

一、 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後，防治組人力不足部分，請先視業

務狀況進行內部人力調配，如人力仍有短缺，再視實際需

求另案簽陳研議。 

二、 各警察機關少年隊業務量如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確

實有減少情況，屆時再請各警察機關會同刑事局協商。 

玖、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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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上次會議列管事項 

案由一、現職警察人員常年體能測驗項目改革之成效暨一般警察特

考體能測驗委託研究計畫辦理情形案。 

黃委員翠紋 

考選部建議提供應考須知登載之各類別警察人員工作內容，詳實具體描述工

作性質及體能需求，不知道業管單位是否有將考選部建議事項編入今年度特

考簡章？ 

楊警務正昕曄（教育組代表） 

本署已將考選部建議事項編入今年度特考簡章。 

主席 

考選部建議提供應考須知登載之各類別警察人員工作內容，詳實具體描述工

作性質及體能需求部分，請教育組於下次會議將相關資料提供予委員參考。 

 

案由二：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張委員瓊玲 

能否列舉一般民眾對警察人員性騷擾之樣態與情況？ 

張警務正修碩（防治組代表） 

經本組分析相關案例，可能原因包含執勤員警在實施強制作為時，遭遇犯嫌

惡意攻擊、推打或不當言詞，且多數被害員警以女性居多，可能係遭觸摸身

體或民眾有不雅言詞，或受理民眾報案時，民眾較為情緒化，而有口出性騷

擾言詞等情形發生。 

主席 

一、 警察機關性騷擾案件係從何時開始統計及哪些警察機關未曾發生過性騷

擾案件，請防治組補充說明。 

二、 有關各警察機關內部性騷擾案件數之統計數據，請防治組於下次會議提

供給各委員參考。 

張警務正修碩（防治組代表） 

一、 警察機關性騷擾案件係自 104年起開始統計，統計資料並以近 5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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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該類案件離島地區較少發生。 

二、 各警察機關內部性騷擾案件數之統計數據部分，將於會後研議辦理。 

吳委員啓安 

建議可針對地方警察機關及專業警察單位等兩類不同屬性群組加以探討，俾

利研議相應之防制作為。 

 

案由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內部性騷擾案專案報告。 

黃委員翠紋 

108 年案件數是最少（19 件），110 年案件數達到 55 件，但去年 11 月份到現

在 2、3月份，4個月時間只有 1件，不知道原因為何？ 

張委員瓊玲 

一、 沒有人提出申訴的性騷擾事件，會由督察系統以違紀情事介入處理，行

為人是否係因性騷擾問題而受到懲處？ 

二、 建議日後可以針對職場性騷擾與職場性別霸凌（暴力）進行更詳細分類。 

吳委員啓安 

一、 警察機關主管人員的性別意識部分是否有機會能夠提升？ 

二、 建議未來可以利用各種教育訓練方式宣達同仁性騷擾個案案例 

張警務正修碩（防治組代表） 

案件統計係在一段時間區間，該期案件可能尚在調查，調查完竣後，不會再

報告上一期案件，故會造成整體案件統計上之落差，本組將持續加強檢討相

關管制作為。 

盧隊長昱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代表） 

對於未提出申訴之個案中，行為人遭受行政處分係因其違紀行為，並非性騷

擾行為。 

黃組長中華（督察室代表） 

本署 100年所訂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第 27點第 1項第 14款訂有「有家暴、

性騷擾或妨害性自主之虞，提列為違紀傾向人員」之規定，如當事人不申訴，

警察機關知有性騷擾情事，仍會以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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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一、各警察機關辦理各項活動（如慶祝大會、頒獎、交接典禮

等）之工作人員（贊禮、接待等），不應指定特定性別或單

一性別人員擔任。 

賴科長憲輝（行政組代表） 

本署於 109 年訂有「警察機關員警制服穿著時機表」惟僅規範參加人員，至

於贊禮或接待工作人員並不在規範內，悉由業管單位或主辦單位依實際狀況

考量穿著何種服裝為宜。 

黃委員翠紋 

建議服制部分，回歸行政組規定，至於工作人員目前並無規範，由各警察機

關自行決定。 

林委員妙齡 

依照警察服制條例規定，仍應回歸警察服制條例，至於贊禮人員無論男性或

女性則可授權由各機關決定。 

吳委員啓安 

警察機關本無規範贊禮人員應由女性擔任，此係各機關業務權責分工。 

主席 

請各機關考量性平觀念，選擇適當人員擔任贊禮人員。至於服裝部分，各機

關應考量贊禮人員之需求。 

 

案由二、「跟蹤騷擾防制法」將於本（111）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

相關整備工作及措施盤點情形。 

黃委員翠紋 

一、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已明列跟蹤、騷擾等家暴行為態樣，而家暴法實

施以來，中央與地方均已經投入很多社工人力，並已累積相當不錯的工

作模式。因此，如發生於家庭成員間的跟騷案件，務必回歸家暴法流程

處理以保障被害者人身安全，至於非屬家暴案件，則其處理模式之建構，

將會是未來警察機關的重點。 

二、 行為人反覆騷擾，可能進一步發生暴力甚至危害被害人的生命財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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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此均需要進行風險評估，遇有高風險個案應予以列管。另現階段

辦理教育訓練時，重點應置於非屬家暴案件如何列管及如何不漏接個案。 

三、 網路跟騷案件案件應請偵查隊，尤其科偵隊積極共同配合。 

四、 隨著本法實施，未來案件會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建議人力增補部分要視

實務狀況進行滾動式修正。 

吳委員啓安 

建議能製作反覆及持續的判定標準及未來相關書類，如調查紀錄、保護令及

告誡書等相關範例。 

 

臨時動議 

黃委員翠紋 

分駐（派出）所是所有警察機關中，工作負荷最大的單位，人力派補應以年

輕警察同仁優先。尤其年金改革後，現有員警有延後退休的狀況。因此，建

議警政署在警察特考應考須知明列，特考班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生以分發分駐（派出）所或地方警察機關為主。 

黃委員翠紋 

因應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施行，未來婦幼保護工作勢必需要增加人力，反之，

由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使得各縣市少年警察隊的工作將大幅減少，建議

未來能依實際需要適時減少各警察機關少年隊人力，將相關人力移撥到婦幼

隊。 

主席 

各警察機關少年隊業務量如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確實有減少情況，屆

時再請各警察機關會同刑事警察局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