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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興建工程較容易，速度較快，甚至能立即動工。 

(三)可由台灣鐵路管理局直接經營，營運成本較低。 

(四)可發揮日間載客、夜間運貨之最大功效。 

四、台中鐵路環線可行性： 

本席要強調：台中市鐵路環線的可行性是百分之百，經費只需 100 多億元，而可立即動工，

且可在短期內完成。 

五、請行政院務必責由交通部，將台中市鐵路環線列為最優先的政策，付諸施行。 

提案人：蔡錦隆  江啟臣 

連署人：盧秀燕  詹凱臣  陳鎮湘  廖正井  林明溱  

馬文君  陳雪生  紀國棟  吳育仁  楊玉欣  

林德福  江惠貞  林郁方  簡東明  鄭天財  

徐少萍  呂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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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林委員世嘉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世嘉：（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臨時提案，有鑑於性侵害犯

刑期滿或假釋後之處遇機制未完善，致追蹤與輔導成效不彰，使性侵害犯再犯率無法降低，形成

治安上的重大死角。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以之電子腳鐐監控，其成效仍有待改善，脫離監管

案件仍多，且其僅能對假釋中或緩刑交付保護管束的性犯罪者，而未及於假釋期滿之前科犯，造

成管理上之漏洞；另據同法之規定，性侵害犯在服刑期滿後，必須定時向警局登記報到，但相關

規定及行政監管措施不足，未能確實掌握再犯率高之性侵害前科犯。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法

務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性侵害犯罪之保護管束機制，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並強化刑後管理

，落實保護民眾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性侵害犯刑期滿或假釋後之處遇機制未完善，致追蹤與輔導成效不

彰，使性侵害犯再犯率無法降低，形成治安上的重大死角。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以之電子腳

鐐監控，其成效仍有待改善，脫離監管案件仍多，且其僅能對假釋中或緩刑交付保護管束的性犯

罪者，而未及於假釋期滿之前科犯，造成管理上之漏洞；另據同法之規定，性侵害犯在服刑期滿

後，必須定時向警局登記報到，但相關規定及行政監管措施不足，未能確實掌握再犯率高之性侵

害前科犯。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性侵害犯罪之保護管束機

制，儘速修正相關法規並強化刑後管理，落實保護民眾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有一名教師遭性侵假釋犯鄰居殺害的案件，此一不幸案件使性侵犯重返社區的安全

議題再獲關注。由於本次案件中，加害者雖有性侵害前科，但犯案時未成年，不但減輕其刑，也

未加強追蹤列管，成為現行性侵犯前科犯回歸社會後管理之漏洞，顯然相關法令與配套措施仍有

疏漏，造成民眾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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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現行規定，性侵害犯的電子監控乃依據性侵害防治法之規定執行，主要係針對性侵

害的緩刑或假釋犯，於保護管束時所附帶科技設備監控，然此種方式其實屬於保安處分而非刑罰

，加以其有範圍大小、無法全天等侷限性問題，無法達成最符效益之防制，屢屢發生性侵害犯假

釋期間逃脫監控犯案的案件，增加受害者也使依法執行的防制產生極大漏洞。 

三、另依據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違反性侵害相關法律之加害人，應定期向

警察機關辦理身分、就學、工作、車籍及其異動等資料之登記及報到；其登記、報到之期間為七

年。然登記報到之各項機制雖有，但仍發生前科犯再犯，顯然相關未能確實執行監管，整體配套

不足，也凸顯監控僅交給警政機關負責並非有效之方法。 

四、綜上，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與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與司法院等相關單位會商，檢討現行

法令對性侵害犯之刑後處遇機制，儘速修正相關法規及措施，加強性侵害犯之保護管束機制，避

免類似案件一再發生。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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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案人吳委員育仁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仁：（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育仁、陳碧涵、蔡錦隆、楊玉欣、蘇清

泉等 24 人，鑒於高齡化社會已成趨勢，國內長期照護專業人才卻嚴重缺乏，初估至少需要

20,000 位以上的專業長照人才。針對此一問題，本席等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要求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邀集衛生署、具備美國長照專業的專家學者，參考國際經驗，研擬長期照護證照制度，讓

人才的專業技術得以認證。第二、針對職業訓練局所推動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改良目前既

定之「經濟型」與「社會型」計畫，納入長照產業，引導失業者參與計畫工作。第三、針對「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納入長期照護人才培訓概念，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就

業訓練服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吳育仁、陳碧涵、蔡錦隆、楊玉欣、蘇清泉等 24 人，鑒於高齡化社會已成趨勢，國內長

期照護專業人才卻嚴重缺乏，初估至少需要 20,000 位以上的專業長照人才。參考國際推動長期

照護產業之經驗，美國於老人長期照顧領先台灣約 20 年，實可為台灣長照政策規劃，提供專業

制度與人才培訓之方向。無遠慮則必有近憂，針對長照人才缺乏問題，結合降低失業率之策略，

本席等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要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邀集衛生署、具備美國長照專業的專家學者

，參考國際經驗，研擬長期照護證照制度，讓人才的專業技術得以認證。第二、針對職業訓練局

所推動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改良目前既定之「經濟型」與「社會型」計畫，納入長照產業

，促進具備碩士學位、學士學位、或尚未具學士學位的護理人才，先行投入長照產業，帶動其他

工作機會，以引導失業者參與計畫工作，重建工作自信心，培養再就業的專業能力。第三、針對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納入長期照護人才培訓概念，讓青年之就業能力

，結合產、學、訓之資源，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就業訓練服務。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