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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演進 

一、從無至有的權利保障 

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三、我國兒童權利的保障 

    對象、內容、締約國  

 



臺灣兒童立法演進 

宣誓性→殘補性→預防性→國際化 

• 1973年兒童福利法－兒童立法的開始 

• 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訂－兒童保護制度 

• 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預防性兒童

福利 
• 2014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際標準 



我國兒童保護立法 

• 1973年兒童福利法制定 
• 1993年兒童福利法第一次修訂 
• 1995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 1996年民法親屬篇之修訂 
• 1997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1998年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 
• 1999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修訂 

 
 



我國兒童保護立法 

• 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 
• 2007年民法親屬篇之修訂 
• 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2012年家事事件法制定 
• 2014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 2015年兒少性剝削條例、兒少權法、家暴

法修法 
 



• 積極朝支持性、替代性、補充性、保
護性兒童福利立法保護－兒少權法 

• 相關兒童立法完整－民刑法及社會福
利法規 

• 快速回應兒少議題之修法 

• 法令之宣導與落實，網絡合作 

• 修法品質之提升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 2014年6月公布全文 10 條；2014年11月施行 
• 第1條：為實施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 第2條：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

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 法規清單檢視，修法期程 
• 2016年國家報告 



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 總論 
• 第一章 一般執行措施 
• A.國內法律及政策與公約之銜接 
• B.中央及地方兒少政策協調機制及公約施行
狀況監督機制 

• C.向成人及兒少廣泛宣傳公約之措施  
• D.民眾取得國家報告之方式 



第二章 兒少之定義  
 

• A.國內法律對兒少之定義 
• B.各種法律議題對於最低年齡之界定 
• 第1條   
• 為本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
人，但其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未滿十八歲為
成年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一般性原則  
 

• A.禁止歧視原則 
• B.兒少最佳利益原則 
• C.生命權、生存及發展權 
• D.尊重兒少表意權 

 



免受歧視原則 
 

• 第2條 
• 1.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
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
，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 他主
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
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
歧視。 
 



• 電影 “判決”討論? 
• 耶和華見證人，輸血議題？ 



• 案例 
• 小朋友不上學去？Why? 
• 學校社工角色？ 
• 主責社工角色？ 
• 父母親的責任？ 



第6條 

1.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 

2.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

及發展。 

生存權 



大哉問? 

案例：一對雙胞胎出生後的故事 

• 人從何處來? 

• 人又歸向何處? 

• 誰是生命的主宰? 

• 生命的尊嚴 死亡的尊嚴？ 

• 誰決定? 



轉變－ 

• 隨著不同時代，不同時空的－社會價值觀
與判斷 

• 古代觀念 
• 前二十年，有緣一家人，案例 
• 現代－痛苦的決擇 
• 未來如何？ 



兒童最佳利益 

• 第3條 

1.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

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

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兒童表意權與司法權保護 
 

• 第12條 

1.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

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

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2.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

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

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

會。 

 



小娃兒上法庭？ 
                            

 
 
 

一、兒童陪同大人前往開庭 
二、兒童為被害者  
三、兒童為證人 
四、兒童為關係人 
五、兒童為聲請人 
六、兒童為犯罪被告 



家事事件程序保護 
• 立法目的－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謀

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第一條)  

• 專業處理原則－專業法院，專業法官(第二、八條  

• 程序不公開原則(第九條)(得於非上學期間)  

• 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第十條)  

• 最佳利益維護－協助表意、人身安全保護－新專

業及制度之納入－社工陪庭、程序監理人、家事

調查官(第十一、十五、十八條) 

• 最佳利益維護－訪視報告、專業人士曉諭判決結

果影響 

 



第四章 公民權與自由  
 

• A.姓名和國籍 
• B.維護身分  
• C.表現自由  
• D.獲得適當訊息／傳播媒體 
• E.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 
• F.集會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 
• G.保護隱私  
• H.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殘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待遇或處罰之權利 
 



身分保障 

• 第7條 
1.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
起即應有取得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
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的
權利。 
2.締約國應確保依據本國法律及其於相關
國際文件中所負之義務實踐兒童前項權利
，尤其若非如此，兒童將成為無國籍人。 
 



身分保障 

• 國籍法 

• 姓名條例 

• 民法姓氏規定 

• 否認子女之訴 

• 認領 

• 父母雙方皆非本國人，且行蹤不明，兒童
出養？ 

 
 
 



權益保障 

• 非本國籍無依兒少須取得在臺合法居留身
分俾獲得生活照顧、健保醫療及就學等基
本照顧 

• 2017.11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在臺灣
地區出生之新生嬰兒。 

• 外籍新生兒出生即納健保不用再等6個月 

 
 
 



第五章 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 A.尊重父母指導及兒少逐漸發展之能力  
• B.父母責任   
• C.不與父母分離的權利 
• D.與家庭團聚的權利 
• E.父母負擔兒少養育費用的責任  
• F.無法在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兒少／喪失家庭
環境的兒少 
 



第五章 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 G.收養  
• H.非法移轉兒少或使其無法返國返家  
• I. 防止兒少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虐待及疏
忽；及協助受虐兒少身心康復及重返社會
相關 措施 

• J. 家外安置兒少之定期評估 
 



家庭發展權 
 

• 第5條   

締約國應尊重兒童之父母或於其他適用情形下

，依地方習俗所規定之大家庭或社區成員、其

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兒童負有法律責任者，以

符合兒童各發展階段之能力 的方式，提供適

當指導與指引兒童行使本公約確認權利之責任

、權利及義務。 

 



兒童保護 

• 第9條 
1.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
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
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
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 所
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
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
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 
 



兒童保護 

• 親屬寄養 

• 寄養家庭 

• 團體家庭 

• 機構安置 

• 手足 

• 家庭處遇 

• 監督親子會面 



被收養權利保護 

 

 

第20條 
1.兒童暫時或永久喪失家庭環境，或因顧及其本身
最大利益無法使留於該環境時，簽約國應給予特
別之保護與協助。 

2.簽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實給予該等兒童另外相
同的照顧。 

3.該照顧應包括安排收養、依回教教義收養或必要
時安置其於適當機構以照顧之……等等。當擇其
方式時，應就健康教養兒童之意願以及兒童之種
族、宗教、文化和語言背景予以適切考量。 

 



被收養權利保護 

 

 

第21條 
承認或允許收養制度的簽約國應保証給予兒童最佳

利益至上的關切，因此該等國家應： 
a.保証兒童之收養懂得由合法之機構允許。該機關

應根據可得通用之法律和程序以及在有關和可信
的資料基礎上因兒童之父母、親戚與決定監護人
的情狀以及在必要情況下，關係人已就其事同意
該收養而允許收養。 

b.在無法為兒童安排收養家庭，或無法在其祖國給
予適當照顧時，承認國家間的收養為照顧兒童的
另一種方式。 



被收養權利保護 

 

 

第21條 
c.保証國家間所收養的兒童，享有與在國內被收養的

兒童相同的保障與水準。 
d.採取一切措施保証在國家間的收養安排，不會造成

任何涉及此事之人取得不當財務利益。 
e.依其情況，藉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契約的締結提倡本

條款的目標，並在此體制下，竭力促使其他國家

對此類兒童的安排應由合法的機關組織為之。 



國際海牙公約 

• 確保被收養兒童權利 

• 確保原生家庭無法照顧兒童 

• 以國內出養優先於國際出養 

• 機構收出養 

• 國家對收出養機構之監督與管理 

 
 
 



第六章 基本健康與福利  
 

• A.生存及發展權 
• B.身心障礙兒少 
• C.兒少健康、保健措施及醫療照護 
• D.社會安全保障及就業父母托育措施  
• E.保障兒少有適當生活水準之權利、父母負
有確保兒少生活水準之責任、國家應協助
父母 保障兒少生活水準之責任 
 



第七章 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  
 

• A.教育及職業培訓  
• B.教育目標  
• C.休閒、娛樂和文化活動 

 



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  

• 保障平等的受教權  
• 國民教育向下延伸 
• 發展不同形態的中等教育，並採取適當措
施協助就讀 

• 使所有兒少能依其能力接受高等教育 
• 鼓勵正常到校並降低輟學率 
• 防制霸凌  



• 確保學校執行紀律之方式，符合兒少之人
格尊嚴及本公約規定 

• 使所有兒少均能獲得教育與職業方面之訊
息及引導  

• 國際合作與交流  
• 教育目標，全面發展兒少之人格、才能及
精神、身體之潛能  

• 國家報告240-275點 



防制霸凌 

• . 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各級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推動法治、人
權、品 德、生命教育及配套措施，建置多
元管道反映霸凌事件，並提供多元求助管
道. 



少事法修復式色彩 

• 協商制度 

• 少事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 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得斟酌情形，
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 害人之同
意，命少年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
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對被害人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修復式司法主要運用形式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方案」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家庭團體會議」 

  (Family Group Conference) 

「和平對話圈」 

  ( Peace Circle)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 被害人想清楚知道犯罪實情 
• 加害人對犯行感到歉究願意負責 
• 提供安全環境 
• 面對面(face to face)溝通  
• 和平方式達成協議  
• 各國的實行，多以少年犯罪為優先推行  



兒少的可為之處 

• 創造歷史 

• 展現新穎獨特的創意 

• 完成團體認同的發展任務 

• 社會關係擴大及人際交往能力增進 

• 潛能激發及尋求適當的情緒抒發 

• Free the Children Foundation 



第八章 特別保護措施  
 

• A.緊急狀況之兒少  
• （a）難民兒少  
• （b）武裝衝突中的兒少 
• B.觸法之兒少  
• （a）兒少司法體系  
• （b）被剝奪自由之兒少（包括任何方式的
拘留、監禁或羈押）  

• （c）禁止宣判少年死刑或無期徒刑  
• （d）協助觸法兒少身心康復及重返社會  

 



第八章 特別保護措施  
 

• C.受剝削之兒少  
• （a）經濟剝削（包括童工） 
• （b）藥物濫用 
• （c）性剝削及性虐待 
• （d）任何形式的剝削 
• （e）販賣、非法交易或誘拐 
• D.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少 

 



少年司法 

• 第40條 
1.締約國對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
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確認該等兒童有權獲
得符合以下情況之待遇。 

• 夜間偵訊？ 

• 法律扶助基金會 

• 少年輔佐人 

• 程序監理人？ 

 
 



司法與社政之轉銜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第六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以少年保護事件
、少年刑事案件處理之兒童、少年及其家
庭，應持續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 

• 前項福利服務，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團體為之。 
 



司法與社政之轉銜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第六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安置輔導或
感化教育結束、停止或免除，或經交付轉
介輔導之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應予追蹤
輔導至少一年。 

• 前項追蹤輔導，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團體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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