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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46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瑩、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 20 人，鑑於台

灣縱使已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但台灣

社會仍長期存在對族群缺乏包容、尊重與理解之現象，雖台

灣已為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社會，但不尊重群族之社會事

件仍層出不窮。為讓台灣的原住民、外省人及各族群都能獲

得充分尊重，爰提出「族群平等法草案」，呼籲社會各界重

視「族群平等」議題，並保障各族群尊嚴一律平等。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 瑩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連署人：王美惠  吳玉琴  何欣純  邱泰源  江永昌  

張廖萬堅 陳秀寳  陳素月  楊 曜  莊競程  

黃世杰  鄭運鵬  許智傑  劉建國  吳琪銘  

蘇治芬  莊瑞雄  陳歐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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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平等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促進各族群地位之實質平等，排除對

特定族群之一切形式上之歧視，落實人權之

保障，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或其他法律之規定優於本法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一、明定本法之立法意旨。 

二、明定本法之適用順序。本法屬於屬於基本

法性質，應優先適用。惟其他法律之規定

優於本法，或本法未規定者，始得適用其

他法律。 

第二條 （定義） 

本法所稱之族群，係指擁有共同之來源

，或是共同之祖先、共同之文化或語言，而

自認為、或者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

社群之一群人。 

明定族群的定義。 

第三條 （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地方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執掌者，應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 

一、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為期周延，本法涉及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執掌時，主管機關應主動會同各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四條 （族群平等委員會之設置） 

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族群平等事項，主

管機關應設族群平等委員會。 

前項族群平等委員會應設置委員十至十

五人，由政府機關、單位代表及對族群文化

具有相當瞭解程度或研究之學者及專門人士

組成。 

前項族群平等委員會組織、會議及其他

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規定族群平等委員會之職權，並要求主管

機關應設群平等委員會。 

二、規定委員會成員應包含政府機關、單位代

表及對族群文化具有相當瞭解程度或研究

之學者及專門人士，以落實族群平等之保

障。 

三、針對族群平等委員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

關事項，授權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勞動檢查） 

主管機關應就本法所訂之族群、性別、

宗教等歧視之禁止、防治及促進平等措施納

入勞動檢查項目。 

參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六條之一規定，將本法

規定事項納入勞動檢查項目，以避免各族群因

其族群因素受到歧視，落實族群平等之保障。 

第二章 族群歧視之禁止 章名 

第六條 （消除歧視） 

臺灣各族群一律平等，政府應採取適當

措施以消除弭平族群間之歧視，並保障各族

群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上得以

公平發展，確保其有平等之權利與地位。 

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消弭各族群間之歧視，以

保障各族群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

上得以公平發展，確保其於國內實質平等之地

位，進而促進族群融合。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59 

第七條 （政府歧視之禁止） 

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之施政或獎懲，不

得歧視特定族群。 

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機關內之公務人員

不得以惡意、侮辱、脅迫性之言語、文字、

圖畫、行為或其他形式之作法，歧視特定族

群。 

明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或公務人員，均不得

對各族群為歧視或侮辱之行為。 

第八條 （受教權之歧視禁止） 

各族群不因其他因素，接受教育之機會

一律平等。 

國內公、私立各級學校針對學生招生、

就學及退學等決定，不得有歧視特定族群之

情事。 

一、明定各族群之受教權益均等。 

二、規定國內公、私立各級學校於辦理學生招

生、就學及退學等事項時，不得歧視特定

族群。 

第九條 （工作權之歧視禁止） 

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公司行號等法人

團體，對於求職者之招募、甄選、進用、分

發、考銓及陞遷等，不得因國籍、語言、宗

教、文化及性別之差異而歧視特定族群。 

為保障各族群工作上之平等，參酌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七條規定，明定各族群於政府機關、民

間機構、公司行號等法人團體內，謀職或工作

，其相關之工作權益應予保障，不得惡意歧視

或剝奪。 

第十條 （媒體傳播歧視之禁止） 

傳播媒體之報導或節目內容不得以言論

、文字、圖畫、行為或其他形式之作法，侮

辱或歧視特定族群；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

或誤導人民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或節目

內容。 

除規定傳播媒體於報導或節目內容中，不得以

言論、文字、圖畫、行為或其他形式之作法，

侮辱或歧視特定族群外，亦嚴禁傳播媒體傳播

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人民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

導或節目內容。 

第十一條 （任何人歧視之禁止） 

任何人不得以惡意、侮辱、脅迫性之言

語、文字、圖畫、行為或其他形式之作法，

歧視特定族群。 

明定任何人均不得對各族群為惡意之侮辱及歧

視。 

第三章 族群平等之促進 章名 

第十二條 （族群尊嚴保障與實現） 

各族群之尊嚴應予尊重與保障。 

政府應採取積極、適當之具體措施，運

用各種資源、力量，促使各族群之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及其他權利之實現。 

一、明定各族群之尊嚴應受尊重及保障。 

二、規定政府有義務促使各族群尊嚴及其發展

所必需之權利，予以實現。 

第十三條 （生存發展） 

政府應考量經濟、社會及就業環境，規

劃完善及長遠之族群政策，並保障各族群之

生存與發展。 

為確保各族群之權益，規定政府應依國內經濟

、社會及就業環境，規劃完善且長遠的族群政

策，以扶植各族群之永續生存與發展。 

第十四條 （語言、宗教、文化） 

政府應保障各族群有學習、保存、發揚

及傳播其傳統語言、宗教及文化之權利。 

規定各族群得就其傳統語言、宗教及文化，行

學習、保存、發揚及傳播之權利，政府應給予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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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接近使用權平等） 

政府應考量各族群之需要，要求傳播媒

體提供正確及適度之相關節目或語言教學節

目。 

為讓民眾對各族群能多所認識，避免因錯誤認

知而造成相關歧視問題，規定政府應考量各族

群之需求，要求媒體提供正確資訊之相關節目

或語言教學節目。 

第十六條 （歧視法令之修正與廢止） 

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對任何足以造成歧

視之法令，應於本法公布後三年內主動予以

修正或廢止。 

明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其法令之訂定，不得

對特定族群予以歧視。若現有法令違背本法相

關規定，應於本法公布後三年內立即予以修正

或廢止。 

第四章 申訴與罰責 章名 

第十七條 （申訴之程序） 

任何人遭受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所定之歧

視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訴之。 

如歧視情事屬於地方性質，中央主管機

關應於收受申訴案件，或發現有上開違反情

事之日起七日內，移送地方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收受申訴或知悉歧視情事後，

應於七日內展開調查。 

前項調查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

延長之，延長以一次為限，時間不得逾一個

月。 

申訴之提起，應自知悉歧視以致權利遭

受侵害之次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為之。但侵

害發生已逾一年者，不得提起。 

一、明定任何人遭受到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所定

之歧視時，其申訴之管道及處理程序。 

二、為能儘快釐清申訴事件是否涉及歧視之情

事，明定申訴調查之期限。 

第十八條 （受調查義務）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進行調查時，案件

關係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員或機關（構）

應予配合並提供涉及本案之相關資料。 

前項之案件關係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

員或機關（構）無正當之理由不得拒絕配合

調查。 

調查應經查證，並予相關案件關係人到

場申辯之機會。 

為能確實釐清申訴事件之真實情況，明定與申

訴事件所涉之相關人員及機關（構）在無正

當理由之情況下，必須配合調查及提供相關

資料。 

第十九條 （歧視行為之處罰） 

違反第七條至第十一條規定，經申訴之

調查結果確定有歧視情事者，主管機關除命

違反者限期予以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外，

另應安排其接受族群文化教育課程。 

前項有關族群文化教育課程之執行方式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針對經調查確定有歧視之情形者，除明定違反

者應限期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另要求其應

接受族群文化教育課程，以助其能瞭解族群文

化，落實各族群間均可相互尊重、理解與欣賞 

第二十條 （逾期不改正之處罰） 

違反前條第一項限期改正或停止其歧視

明定逾期未予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者，應處

予相當之罰緩，並得以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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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逾期不改正或停止歧視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至十萬元以下罰緩，並得以連續

處罰至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止。 

第二十一條 （違反受調查義務之處罰） 

違反第十八條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千

元以上至三萬元以下罰緩，並得連續處罰至

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 

對於不依第十八條之規定配合調查及提供相關

資料者，規定可連續處罰至其配合為止。 

第二十二條 （法律扶助） 

任何人因他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而向法

院提起訴訟時，主管機關應予以下列扶助： 

一、法律諮詢。 

二、提供律師及必要訴訟費。 

前項費用之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參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明定任何人因他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而

向法院提出民、刑事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供

必要之法律扶助。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二十三條 （施行細則） 

本法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第二十四條 （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規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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