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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鵬  蕭美琴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薛委員凌說明提案旨趣。 

薛委員凌：（17 時 2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薛凌等 20 人，鑑於日前航空駕駛機師於執

勤前依規定進行酒測時，呼氣酒精濃度超過標準，但航空站航務組卻讓其重測，使得達合格數值

並放飛，明顯違反公共安全及飛安管制。建請交通部擬訂嚴格規範航空器飛航作業人員有關酒精

濃度檢測標準及罰責，針對航空器駕駛員在執行飛航勤務前之酒測濃度若檢出超出標準即對所屬

航空公司及機師個人處以更高罰責，以確保人民搭乘的生命安全，落實飛航安全。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薛凌等 20 人，鑑於日前航空駕駛機師於執勤前依規定進行酒測時，呼氣酒精濃度超過標

準，但航空站航務組卻讓其重測，使得達合格數值並放飛，明顯違反公共安全及飛安管制。建請

交通部擬訂嚴格規範航空器飛航作業人員有關酒精濃度檢測標準及罰責，針對航空器駕駛員在執

行飛航勤務前之酒測濃度若檢出超出標準即對所屬航空公司及機師個人處以更高罰責，以確保人

民搭乘的生命安全，落實飛航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有航空正駕駛機師於執勤前依規定進行酒測時，呼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零點二毫

克的標準，但航空站航務組卻讓他重測兩次，第三次雖測得零點一九毫克合格數值並放飛。 

二、對於現有道路駕駛，給予嚴重處罰，甚至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必須吊銷其駕駛執照，並

不得再考領；對於此等嚴重違反飛安情事，不但身繫多人生命安全，更影響多個家庭；但依現行

民用航空法規，只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似乎無法達到立法目的之宗旨。 

三、交通部應除就違反規定的航空業者予以重懲，積極落實對航空機師酒測，並朝訂正嚴格

規範航空器駕駛員在執行飛航勤務前之酒測濃度若檢出超出標準即對所屬航空公司及機師個人處

以更高罰責，以維護人民搭乘的生命安全，落實飛航安全。 

提案人：薛 凌 

連署人：姚文智  柯建銘  何欣純  吳秉叡  潘孟安  

陳亭妃  陳歐珀  許智傑  吳宜臻  蔡其昌  

李昆澤  劉櫂豪  葉宜津  邱志偉  鄭麗君  

許添財  魏明谷  楊 曜  尤美女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八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2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宜臻、李昆澤、劉櫂豪、蔡其昌等 14

人，鑒於近年跨國婚姻頻繁，台灣屢屢出現跨國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或親權官司，因我國國際地位

艱困無法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導致許多國際兒少人權公約，如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

公約任擇議定書及海牙公約等國際公約均無法簽署之，當我國人民與他國人民為子女監護權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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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時，其他國家法院會以我國未簽署相關兒童權利公約為由，認定台灣是兒少人權落後國家，

因而裁定我國人民敗訴。然我國近年參酌兒童人權相關公約之內容，已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修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將其條文內容大幅度修訂，顯示我國保護兒少不遺餘

力，然而我國一再被國際汙名化，顯示我國確有簽署國際兒少人權公約之必要。因此，為避免上

述憾事一再發生，建請行政院參照《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簽署流程，研議簽署兒童權

利公約及海牙公約之可行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李昆澤、劉櫂豪、蔡其昌等 14 人，鑒於近年跨國婚姻頻繁，台灣屢屢出現跨國

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或親權官司，因我國國際地位艱困無法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導致許多

國際兒少人權公約，如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及海牙公約等國際公約無法簽署

之，當我國人民與他國人民為子女監護權對簿公堂時，其他國家法院會以我國未簽署相關兒童權

利公約為由，認定台灣是兒少人權落後國家，因而裁定我國人民敗訴。然我國近年參酌兒童人權

相關公約之內容，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將其條文

內容大幅度修訂，顯示我國保護兒少不遺餘力，然而我國一再被國際汙名化，顯示我國確有簽署

國際兒少人權公約之必要。因此，為避免上述憾事一再發生，建請行政院參照《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簽署流程，研議簽署兒童權利公約及海牙公約之可行性。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1989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是第一部保障兒童權利且具有

法律效力的國際性約定，公約針對兒童各項應享有的基本權利規範，除此之外，海牙國際私法會

議為避免因應日益嚴重挾持子女問題與兒童權利之保護，分別於 1980 年、1993 年以及 1996 年

通過三部兒童保護公約，以於國際間統一兒童保護之規範，顯示國際對兒少權利重視之提升。 

二、2001 年，台灣發生國內外矚目的「吳憶樺事件」，自此台灣一再發生跨國監護權官司及

訴訟，然而因我國非相關兒童人權公約之締約國，於訴訟時他國法院常以此為由，認為我國為兒

少人權落後國家，無法給未成年子女健康安全的生長環境，因而判決台灣人民敗訴時有所聞，顯

示簽署相關兒少人權公約，確實有其急迫性。再者，國際社會對於兒少保護重視之提升，使台灣

必須在相關議題上與國際同步，以尋求對兒童最佳保護，使台灣兒童能在幸福、安全的環境中成

長。 

三、台灣於 2011 年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顯示

我國對兒少保護一個展新的里程碑，此次修法將許多兒童權利公約精神和內容納入條文中，然而

尚有諸多公約精神和內涵以及海牙公約規範，目前我國相關兒少法規尚未隨之修訂，為使相關基

本兒少人權落實於我國相關法規中，建請行政院參照《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簽署流程

，研議簽署兒童權利公約及海牙公約，並儘速將相關公約送進立法院審議。 

提案人：吳宜臻  李昆澤  劉櫂豪  蔡其昌 

連署人：謝國樑  姚文智  葉宜津  徐欣瑩  段宜康  

廖正井  蕭美琴  李應元  許添財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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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7 時 2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蕭美琴、鄭麗君、吳育仁、林佳

龍、許智傑、蔡其昌等 24 人，針對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將近 20 年，政府長期漠視老年醫療照

護問題，未提供友善就醫環境，政府應有責任義務建構完整醫療照護體系，故應立即擴增社區型

日間照護據點，偏遠地區推動「銀髮健康巴士」巡迴服務，提供老人健康、休閒照護，並規劃設

置老年人專屬門診與醫療院所，提供專業整合醫療服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蕭美琴、鄭麗君、吳育仁、林佳龍、許智傑、蔡其昌等 24 人，針對我國已邁入

高齡化社會將近 20 年，政府長期漠視老年醫療照護問題，未提供友善就醫環境，政府應有責任

義務建構完整醫療照護體系，故應立即擴增社區型日間照護據點，偏遠地區推動「銀髮健康巴士

」巡迴服務，提供老人健康、休閒照護，並規劃設置老年人專屬門診與醫療院所，提供專業整合

醫療服務。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的指標，老年人口總數達全國總人口數的 7%以上

即為高齡化社會。民國 82 年我國老年人口已達 149 萬人，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迄 100 年底

老年人口已逾 252 萬人，占總人口數 10.89%，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將近 20 年。而預估 5 年後（

民國 106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 14%，13 年後（民國 114 年），老年人口即將超過 20%，政府應

加速因應老年人醫療照護問題。 

二、依據老人福利聯盟針對全台老年人照護者所進行的「老年人就醫不友善大調查」，老年

人平均就醫時間需花費 3.5 小時，75%老人照護者認為就醫環境非常不便利。以及老年人就醫前

3 大困擾，依序包括掛號、看診、批價、領藥等候時間過長，需要分多科掛號，且掛號的流程複

雜，而偏遠地區缺乏老年人醫療照護院所，也是造成前往醫院交通不便且費時主因，另有 90%

老年人認為需增設無障礙設施，並增加協助就診與候診服務人員。 

三、因此，基於政府有責任義務提供老年人友善的就醫環境，建議完整的老人醫療及長期照

護體系，短期內提供「銀髮健康巴士」協助老年人就醫，提供定期健康諮詢，並且擴增老人社區

日間照護據點，加強接送、餐飲及復健等服務。 

四、建議長期規劃則應於各縣市建構專屬老人醫療大樓，老年人的長期及失智症照護，都需

要資源良好配置以及醫療品質的提升。政府應於各醫療院所內設置整合性老人專門門診，讓老年

人病患掛一次號可看多科、提供便捷檢測流程，以解決老人就醫時間長、掛號、批價、領藥等複

雜就醫流程。並且要平衡城鄉都市社會資源投入，醫療硬體與軟體更需考量長者心理與生理狀況

，進而將醫療照護社區化，提供社區型醫院，才能提供老年人安全與舒適的就醫環境。 

提案人：李昆澤  蕭美琴  鄭麗君  吳育仁  林佳龍  

許智傑  蔡其昌 

連署人：蔣乃辛  翁重鈞  江啟臣  江惠貞  鄭天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