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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7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73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品妤等 16 人，鑑於性別平等教育法雖經多次修正

，然近年多份學術研究、問卷調查、學生意見，及被害人勇

敢揭露之多起重大校園性別事件，皆顯示本法尚有諸多不足

，包括適用學校範圍不夠完整、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缺

乏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成效不佳、學校教

材傳出違反性別平等問題、師生親密關係發展未有妥善規範

、被申訴者曾任校長對性別事件調查之負面影響、本法關鍵

之教育相關條文幾無推動學校或教師改善之督導機制等。爰

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盼補全目前之

不足，進一步保障被害人及學生之權益，促使我國性別平等

教育往前推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本法適用之學校範圍，增列國防部主管之軍事學校、內政部主管之警察學校、法務部

主管之矯正學校，以周全保障學生之校園安全、學習與救濟權益。（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明定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委員必須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

（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九條） 

三、明定學校每年應評鑑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實施成效、檢核教材是否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

則，公告結果作為主管機關教育經費編列調整之參考。（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八條） 

四、新增學校教育人員不得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以及與已成年之學生於性或性別有關

之人際互動及關係時，應遵循專業倫理之規範。（新增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五、為確保性別事件調查之公正性，明定被申訴者曾任校長時，亦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

調查；又當性別事件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時，調查小組成員應全部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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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保障被害學生應有之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 

六、針對違反本法第二章及第三章教育相關條文規定者，增加限期改善、令該學校校長或教師

接受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提案人：賴品妤   

連署人：羅美玲  趙天麟  劉世芳  張宏陸  洪申翰  

林宜瑾  吳思瑤  王美惠  范 雲  莊瑞雄  

莊競程  邱議瑩  陳靜敏  林靜儀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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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

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

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

校、軍事學校、警察學校

及矯正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

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

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

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

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且非屬性騷擾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

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

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

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

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

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

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

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

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

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且非屬性騷擾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

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

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一、現行本法僅適用於教育主

管機關轄下之公私立各級學

校，未包括國防部主管之軍

事學校、內政部主管之警察

學校、法務部主管之矯正學

校。前述未適用本法之學校

，雖已參考本法訂定相關辦

法，但仍多有落差，導致時

常傳出性別事件處置不當之

爭議，對學生安全之保障及

相關權益救濟明顯不足，

亦阻礙其性別平等教育之學

習。 

二、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明定：「國民受教育之

機會，一律平等。」不論學

生就讀學校性質與主管機關

之差異，其學習權益及安全

都不該因此減損，爰修正本

條有關學校之定義，增列國

防部主管之軍事學校、內政

部主管之警察學校、法務部

主管之矯正學校，健全其性

別平等教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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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者。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者。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

七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

，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

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

為。以教育部部長為主任委

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

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

七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

，以教育部部長為主任委員

，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

之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一、多年前，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曾連續數屆聘任

到多次發表性別歧視言論、

屢做出違反本法規範、顯不

具性別平等意識的不適任委

員，導致那幾屆委員會因此

時常空轉，不僅全國性別平

等教育停滯不前，甚至出現

退步之憾事。 

二、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不得

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是

擔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之必備要件，為避

免未來再發生不適任者擔任

委員之情事，爰增列此必備

要件。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

，採任期制，委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且不得有違反性

別平等之行為。以直轄市、

縣（市）首長為主任委員，

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

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

，採任期制，以直轄市、縣

（市）首長為主任委員，其

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

員合計，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三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一、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連續多年發生多位委員

不具性別平等意識、甚至做

出違反本法之情事，已非單

一個案，而是多個縣市持續

發生，導致這些縣市性別平

等教育嚴重受阻，此狀況亟

需改善。 

二、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不得

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是

擔任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委員之必備要件

，為避免繼續發生不適任者

擔任委員之情事，爰增列此

必備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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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

一人，採任期制，委員應具

性別平等意識，且不得有違

反性別平等之行為。以校長

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並得聘教師代表、職工代

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為委員。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學校定之。 

第九條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

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

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

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

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

員。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

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學校定之。 

一、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性別平等意識不足已是

校園普遍反映之問題，此問

題不僅影響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之落實，連性別事件處置

都因此發生問題，影響學生

權益甚多。 

二、本法施行至今已近二十年

，立法之初，考量具性別平

等意識之教師、職工、家長

、學生、專家學者人數不足

之問題，現已有所改善。且

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不得有

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本為

擔任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委員之必備要件，為利學

校性別平等教育進一步落實

，爰修正第一項，增加前述

之必備要件。 

第十七條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

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

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

待遇。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

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

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

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將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課程。 

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

究相關課程。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

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學校每年應評鑑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課程之實施成效

，並公告其結果，作為主管

機關教育經費編列調整之參

考。 

第十七條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

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

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

待遇。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

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

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

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將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課程。 

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

究相關課程。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

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 

絕大多數學校回覆教育部的資

料皆顯示，其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課程、實施時數、評量或活

動設計等都符合本條規範，然

近年來多起調查及學生反映皆

顯示，融入課程未發揮預期成

效。為使主管機關及全校師生

瞭解問題所在，藉此進一步改

善課程之規劃，爰增列第六項

，規定學校每年應評鑑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課程之實施成效，

並公告其結果，作為主管機關

教育經費編列調整之參考，以

此加強改善。 

第十八條 學校教材之編寫、

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

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

第十八條 學校教材之編寫、

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

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

近年來仍多次傳出學校教材內

容違反本法規範，甚至出現強

化性別刻板印象、帶有歧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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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

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

性別觀點。 

學校每年應檢核使用之

教材是否確實符合性別平等

教育之原則與精神，並公告

其結果，作為主管機關教育

經費編列調整之參考。 

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

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

性別觀點。 

見或錯誤資訊之內容。為改善

問題，爰增列第二項，規定學

校每年應檢核使用之教材是否

確實符合性別平等教育之原則

與精神，並公告其結果，作為

主管機關教育經費編列調整之

參考。 

第二十條之一 學校聘任、任

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

之其他人員，不得與未成年

學生發展親密關係。 

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

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

員，於執行教學、指導、訓

練、評鑑、管理、輔導、協

助教學、提供成年學生工作

機會時，或與成年學生有權

力、地位不對等之情形者，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

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

理之關係。發現與成年學生

關係有違反專業倫理之虞，

並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處

理。 

學校應依前二項訂定相

關規定或專業倫理規範，並

公告周知。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師生親密關係之發展

，雖然本法之子法「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已有相關勸說規範，訴

求教師應儘量避免和學生發

展親密關係，如真無法避免

，則雙方在有教學、指導、

評鑑等情況時，不得有違專

業倫理之關係，若教師發現

關係有違專業倫理，則應主

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三、上述勸說規範不僅缺乏細

緻之年齡與權力關係界線，

其內容亦過於模糊，執行上

相當無力。其盼望各校自行

將此納入校規、教師聘約或

教師專業倫理準則之訴求未

能成功，反導致各校規定盡

皆不同，多數學校根本未曾

納入或執行，導致許多不公

平之爭論，爭議案件發生時

也無法妥善處理。 

四、本法施行近二十年來，持

續傳出少數教師利用不對等

權力關係或地位，誘引或壓

迫學生發展親密關係，影響

學生及班上其他同學未來發

展甚巨，甚至還發生有教師

將任教之國小班級視作後宮

，幾乎每屆挑選多位學生發

展親密關係，並傳有性騷擾

、猥褻等情事，嚴重影響學

生學習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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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未成年之學生，考量

其與教師間之權力與地位常

有巨幅之不對等關係，一旦

不慎，極容易影響學生後續

發展，爰於第一項明定，學

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

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不

得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

係。 

六、關於已成年之學生，由於

其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爰

參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七條，

於第二項明定，在各類涉有

權力或地位不對等之情形下

，教師與成年學生於性或性

別有關之人際互動及關係，

仍應遵循專業倫理之規範，

若發現與學生關係有違反專

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

陳報學校處理。藉此確保發

展親密關係之個人自由，同

時也避免權力或地位不對等

引發之爭議或傷害。 

七、為使各校對師生親密關係

發展之標準一致，避免過往

未納入規範或執行之問題以

及不公平之爭論，爰於第三

項明定，學校應依前二項訂

定相關規定或專業倫理規範

，並公告周知。 

八、為有助於學生理解關係暴

力與傷害，學校亦應安排於

相關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

適切讓學生認識煤氣燈效應

、情緒勒索以及搭訕藝術家

（Pick Up Artist, PUA）之

基礎觀念、辨識與防備技巧

、以及惡意操弄下可能帶來

之傷害，促使學生能夠識別

濫用權勢之惡意操作、更妥

善地保護自己，同時也避免

未來成為惡意傷害他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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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 

第二十八條 學校違反本法規

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

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

之首長為行為人或行為人曾

任校長時，應向學校所屬主

管機關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

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

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第二十八條 學校違反本法規

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

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

之首長為行為人時，應向學

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

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

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鑑於退休或回任教師之曾任校

長者，對於學校仍可能有極高

影響力、甚至對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調查或處置產生

干擾，近二年報載之重大性別

事件亦可佐證，為保障申訴學

生之權益以及案件調查之公正

性及獨立性，爰明定被申訴者

曾任校長時，亦應向學校所屬

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第三十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

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

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處理。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

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事件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時，調查小組成員應

全部外聘。本法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生效前，調查小組成員全

部外聘者，其組成及完成之

調查報告均為合法。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

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

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

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

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

第三十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

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

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

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處理。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

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生效前，調查小

組成員全部外聘者，其組

成及完成之調查報告均為合

法。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

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

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

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

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

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

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學校教職員工對學生之性別事

件和學生間之性別事件本質不

同，前者之權力、地位不對等

情形嚴重影響被害學生出面申

訴，同時也常影響校內調查程

序之進行。調查小組的校內委

員常會面對各種困境，甚至在

各種職場、上層壓力下，導致

問題嚴重性被過度簡化或掩蓋

。為避免此問題持續影響調查

公正性與獨立性，爰明定當性

別事件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時，調查小組成

員應全部外聘，藉此保障被害

學生應有之權益，減少隱匿文

化帶來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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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

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

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

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

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

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

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

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

事人之權力差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

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

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

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

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

用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

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

事人之權力差距。 

第三十六條 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

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其他人員違反

者，亦同。 

學校違反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之一、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八條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善，令校長接受八小時之性

第三十六條 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

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其他人員違反

者，亦同。 

學校違反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

十六條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違反第二十五條

第六項不配合執行，或第三

一、本法之立法精神在於教育

，然本法第三章「課程、教

材與教育」之條文，卻幾無

對應之罰則或教育督導機制

，得以促使違法之學校或教

師確實改善。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對本法第

二章「學習環境與資源」之

罰則，僅有單次性的罰鍰，

缺少教育督導機制，亦無法

確保其後續之改善。 

三、修正第三項，增列第十二

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並增加限期改善、令校長

接受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得

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等規

定，同步增加教育勸導機

制與督促後續完成改善之推

力。 

四、新增第四項，針對違反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教師，

規定限期改善、令其接受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得按次處

罰至其改善完成等規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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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並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屆期未改善者，並

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

止。 

教師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者，學校應令其限期

改善，並令其接受八小時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屆期未改善者，並

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行為人違反第二十五條

第六項不配合執行，或第三

十條第四項不配合調查，而

無正當理由者，由學校報請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

資料為止。但行為人為學校

校長時，由主管機關逕予處

罰。 

學校校長或學校財團法

人董事怠於行使職權，致學

校未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六項規定，執行

行為人之懲處或處置，或採

取必要之措施確保行為人配

合遵守者，處校長或董事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十條第四項不配合調查，而

無正當理由者，由學校報請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

資料為止。但行為人為學校

校長時，由主管機關逕予處

罰。 

學校校長或學校財團法

人董事怠於行使職權，致學

校未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六項規定，執行

行為人之懲處或處置，或採

取必要之措施確保行為人配

合遵守者，處校長或董事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使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偏見

、歧視之不當教學能盡快改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