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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版本條文 1071207 1021126 

第二十一條

(修正)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

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

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

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

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

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

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

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

效。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

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

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

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

十四小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

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

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理由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三項。為避免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發生時，教師、系所或學校另設

其他機制調查處理，致使未能妥

當、公平、公正對待受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特修正

本條文，明示此類性別事件應交

由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處理，任

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

其調查無效。  

  

第二十四條

(修正)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

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

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

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必要時，

應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

他協助；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

者，並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

其他協助。 

  前項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應告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

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

理，必要時，應提供心理輔

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對

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並應

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其他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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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協助，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

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

員為之。 

  前項心理輔導、保護措施

或其他協助，學校或主管機關

得委請醫師、心理師、社會工

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

理由 

  為確保當事人接受心理輔導

之實效，爰修正第二項，援引學

生輔導法中關於專業輔導人員之

定義予以規範之。  

  

第二十五條

(修正)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

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

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

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

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

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

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

處時，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輔導

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

施。 

  前項心理輔導，學校或主管

機關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

等專業人員為之。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

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

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二項規定為

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

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

見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該懲處

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執行時

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

為人之配合遵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

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

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

過、解聘、停聘、不續聘或其

他適當之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

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懲處時，應命加害人接受心

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

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

措施。 

  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

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前項規

定為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

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

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該懲

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執

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

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理由 
  一、為配合第二十七條之一

之增訂，將懲處之類型予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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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規範，爰於第一項增列免職、

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等

懲處方式。 

  二、為確保加害人接受心理

輔導之實效，並參照原二十四條

第二項之規範，爰增列第三項。

另援引學生輔導法中關於專業輔

導人員之定義予以規範之。  

第二十七條

(修正)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立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

檔案資料。 

  行為人如為學生者，轉至其

他學校就讀時，主管機關及原就

讀之學校認為有追蹤輔導之必要

者，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

行為人次一就讀之學校。 

  行為人為學生以外者，轉至

其他學校服務時，主管機關及原

服務之學校應追蹤輔導，並應通

報行為人次一服務之學校。 

  接獲前二項通報之學校，應

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公布行為人

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

資料。 

  第一項檔案資料之建立、保

存方式、保存年限、銷毀、運用

與第二項及第三項之通報及其他

相關事項，於依第二十條第一項

所定防治準則定之。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立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 

  前項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

就讀或服務時，主管機關及原

就讀或服務之學校應於知悉後

一個月內，通報加害人現就讀

或服務之學校。 

  接獲前項通報之學校，應

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

導，非有正當理由，並不得公

布加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

別其身分之資料。 

  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

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

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

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

聘者。 

理由 

  一、審酌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檔案資料及行

為人檔案資料難以一分為二，爰

第一項刪除應建立加害人檔案資

料之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加害

人」用語修正為「行為人」。另

基於教育之目的，應給予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行

為人改正之機會，爰於第二項行

為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

應通報學校之規定，增訂「認有

追蹤輔導之必要者」之要件，避

免行為人被標籤化，而失改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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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對有追蹤輔導之必要者，

主管機關及原服務或就讀之學校

即應通報行為人次一就讀或服務

之學校，以落實後續之追蹤輔導

工作。 

  三、為使第一項檔案資料之

建立、保存方式、保存年限、銷

毀及運用，得有可資遵行之規

範，並使第二項通報之基準明

確，爰增訂第五項。至公立大專

校院已依檔案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準用該法規定辦理檔案管理等事

項，及主管機關已依檔案法規定

辦理之部分，是否於依第二十條

第一項所定防治準則訂定上開機

關學校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檔案資料管理之特

別規定，抑或維持現行作法，將

於修正該防治準則時予以明定，

併予說明。 

  四、原第四項係規範學校進

用人員前應查詢有無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相關紀錄之規

定，與前三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

關建立檔案資料並追蹤輔導之規

定無直接關聯，爰予刪除，並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第

五項規定。 

  五、本條係規範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為人

之追蹤輔導事宜，修正條文第二

十七條之一則係規範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行為

人，退出校園及不得進入校園服

務之機制，爰以不同條文區隔規

範，併予敘明。  

第二十七條之

一(增訂) 

  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

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學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

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

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

運用關係：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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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要予

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

終止運用關係，並經審酌案件情

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任用、進用或運用。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各級

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

運用，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

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

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有

前項第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

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

或運用期間，亦同。 

  非屬依第一項規定予以解

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

運用關係之人員，有性侵害行為

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查證屬實者，不得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

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

運用關係；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

擾、性霸凌行為，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屬實並議決一

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

或運用者，於該議決期間，亦

同。 

  有前三項情事者，各級主管

機關及各級學校應辦理通報、資

訊之蒐集及查詢。 

  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

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應依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詢其

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及依第

七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已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應定

期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

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

機關建立之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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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規定受處罰者之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蒐

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人員適用

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

務人員相關法律或陸海空軍相關

法律者，其解聘、停聘、免職、

撤職、停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

規定辦理，並適用第四項至前項

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職或

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職。 

  前項以外人員，涉有第一項

或第三項情形，於調查期間，學

校或主管機關應經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決議令其暫時停職；停職

原因消滅後復職者，其未發給之

薪資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綜合各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十八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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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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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害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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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一、修正第二項。為了避免

學校、系所、教師以不合法制之

程序私自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使受害人遭受

二度傷害，修正本條第二項，明

文規定如學校未依相關程序處

理，事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

查。 

  二、「加害人」用語修正為

「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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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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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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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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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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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

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占

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必要

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處

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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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之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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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

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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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一、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七

項未修正。 

  二、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實務上，因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考量迴避、公

正性及專業性等原因，或學校避

免校內成員與行為人之同事情誼

關係影響事件調查之公正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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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校內成員婉拒擔任調查小組成

員（自行迴避），或當事人主張

校內多數人員應予迴避，致常有

須組成成員全為學校或機關成員

以外人員之調查小組之情形，爰

於第二項後段增列「必要時，調

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

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

同。」，並配合刪除第三項「必

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之

文字，俾符實務需要。 

  三、考量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有分屬不

同學校之情況，為確保被害人接

受適宜之教育輔導措施，修正第

三項調查小組之組成規定為應有

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六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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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違反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第十四條之一、第十六

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三

項規定者，應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違反第三十條第四

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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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

資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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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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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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照協商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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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2日（星期四）11時 42分至 11時 55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主  席 高金委員素梅 

協商主題 一、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彥秀等 23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委員吳思瑤等 27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 19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草

案」、委員黃昭順等 16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何欣純等 24 人擬

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擬具

「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正宇等 18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

條、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 17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

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增訂第三十條之

一條文草案」、委員鄭寶清等 18 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柯志恩

等 16人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開始協商。其實本案很簡單，只有一條，我先說明一下。這個案子已經審查完竣，並且

已經送院會二、三讀，但時代力量有一些意見，所以經院會決定從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且

進行協商，今天要協商的其實只有第三十六條。針對第三十六條，請洪慈庸委員說明，然後再

請行政部門簡單地回復。謝謝。 

洪委員慈庸：我簡單說明一下，我們後來再提的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其實我們上一次針對行

為人如果不配合執行處罰的時候，有制定一些罰則，但是後來我們發現有一些漏洞。如果行為

人自己是校長，比如這一次公東高工的狀況，行為人自己是校長，他就不會自動提報給主管機

關來做任何的罰款，所以我們在第五項新增一個規定，如果行為人是校長，則由主管機關主動

進行裁罰，直到他配合法定的處罰為止。再來就是第六項的部分，上一次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只

有討論到行為人，上一次我們也提到因為教育部或是教育局對於私校沒有約束力，所以才會導

致公東高工一案處理了這麼久的時間，一直在文來文返的狀況，無法有效的處理，所以我們在

第六項的部分，針對學校校長或是私立學校董事會違反規定，不去監督執行對行為人的處罰時

，也要對他處以罰款等罰則。大概就是這兩個部分，一個是主動的，如果行為人的身分是校長

，則由主管機關主動罰款；另一個是針對私校董事會或是學校校長的部分，我們也規定如果他

沒有相關的作為時，也要給予相關的懲處。 

主席：請教育部回應一下，有沒有問題？ 

鄭司長乃文：關於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教育部將它增列在第三十六條第四項，建議將文字修正為

「但行為人為學校校長時，由主管機關逕予處罰。」最後一項文字修正為「學校校長或學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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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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額方面跟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的金額稍有差異，做以上建議。 

主席：我手上沒有這份資料。 

鄭司長乃文：第六項。 

主席：OK，好的。慈庸委員，這樣可以吧？請問其他委員有何意見？ 

李委員麗芬：有的說是第五項，有的說是第六項，我算的結果應該是第六項，是不是再算一下好不

好？因為看起來應該比較是像第六項的行為。 

洪委員慈庸：金額的部分，請教司長，為什麼你們會建議修正為 1萬元到 5萬元？因為你們現在罰

公東高工就是 10 萬元，為何現在在這個法條反而降為 1 萬元到 5 萬元？假如只罰 1 萬元的話，

這樣效力應該很低，因為你們都以最低金額去罰。 

鄭司長乃文：站在教育部的立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目的是希望學校重視性平事件，而不是以處罰

為目的，當然我們不希望有類似的個案發生。行為人的部分，我們是罰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的罰鍰，我們希望能具有衡平性，因為行為人的處罰是 1 萬元到 5 萬元而已，所以才會修正為 1

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 

柯委員志恩：這個 1萬元到 5萬元有任何的根據嗎？還是你們自己隨便叫價？還是根據什麼其他的

標準？為什麼是 1萬元到 5萬元，這部分請說明一下。 

鄭司長乃文：跟委員報告，行為人的部分，我們是處罰 1萬元到 5萬元，所以…… 

柯委員志恩：我了解，是你們教育部的法規上，行為人都是 1萬…… 

鄭司長乃文：就是本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 

柯委員志恩：還是一句話嘛？ 

鄭司長乃文：對。 

柯委員志恩：總覺得犯了這些，雖然本法不以懲罰為目的，可是既然已經違法了，1 萬元到 5 萬元

的金額好像不太具有嚇阻效果耶！我知道你是根據前面的規定，那就要追究前面為什麼會定 1

萬元到 5 萬元？ 

主席：1萬元到 5萬元的依據是什麼？請回答。謝謝。 

鄭司長乃文：我們希望是以輔導學生為主，所以在金額上我們的考量是…… 

主席：校長不是學生啊！ 

鄭司長乃文：是。金額的部分，當然我們尊重委員審議的結果，因為這個還要針對個案的處理。 

主席：請就金額的部分說明。 

林次長騰蛟：跟委員補充報告，有關對校長或董事處罰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這部分，根據教委會

已經通過的版本第四項，對行為人的處罰也是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我們修正的目的是為了

讓它具有一致性，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剛剛司長也提到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宗旨還是希望能夠

以輔導為主，這是比較重要的。當然，除了行為人的處罰之外，本法修正通過後，如果發生的

地點在學校內，我們還是有學校內的一些相關的行政處置，比如私立學校法。當時因為這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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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沒有這一類的規定，所以才採用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法是處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如果是這種情形，學校的部分還是可以依照私立學校法去做處理，所以建議此處還是能夠修正

為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請委員支持，謝謝。 

李委員麗芬：針對處罰的部分，我覺得要衡平一點，不要差太多。還有一個問題，目前教育部的版

本寫的是「怠於行使職權」，請問這句話明確嗎？何謂「怠於行使職權」？第二個，這個決議

應該是董事會的決議，可是因為你要處罰的話只能處罰自然人，所以只能處罰董事，請問你是

要處罰全體的董事嗎？我猜想那種情形有可能是董事會怠於職守沒有去做，可是有些董事的主

張跟其他董事的主張不一樣的時候，根據本法要處罰的是全體的董事，是嗎？這兩個問題請教

育部說明。 

李處長嵩茂：請委員看會議資料的第 10 頁，就是教育部建議條文的第五項，條文的寫法是「學校

校長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規範的對象就是校長跟董事，因其怠於行使職權，導致學校沒有

積極依照規定做這些事情。針對剛剛委員所垂詢的問題，我們把它討論到最極端的類型，假設

在開董事會的時候，有部分董事很積極認為一定要執行，但是因為多數董事為了維護行為人或

是校長不願意去執行的時候，事後他如果能夠提出事證，證明自己已經積極行使董事的職權，

只是因為人數少而無法產生功能，那我們在處罰的時候，應該可以就事實做認定，認為他並未

怠於行使職權的話，就不會處罰他，原則上是這樣。 

主席：好。在說明欄寫清楚，好嗎？如果說明欄寫不清楚，大家真的就會有這個疑慮。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洪委員慈庸：請問這一項也是連續處罰嗎？如果他不執行的話還是一樣，像公東高工一案，之前還

是在文來文返的狀況，你已經罰他，但是他就抗辯。請問這一項能夠連續處罰嗎？ 

李處長嵩茂：原來的行為人有。 

主席：既然行為人有連續處罰，我想在董事這部分就不要堅持，因為我們也很清楚可以看到有些是

積極，有些是不積極的，其實這些資料都可以看到，我想外界也會給這些董事很多的批評、批

判，好不好？慈庸委員，我希望這個地方我們是不是就不要堅持？ 

洪委員慈庸：所以他罰了 1 萬元之後就沒事了？那大家就被罰就好啦！ 

主席：不會！不一定啦！其實就我的看法，發生這件事情，如果是很嚴重的事件，媒體自然會加以

撻伐，所以我覺得連續懲罰並不會比較有效益，洪委員，可以嗎？如果大家都沒有意見，我們

就按照你們的建議條文核定了，我們就簽字，請議事人員準備資料讓大家簽字。 

我再次強調，這就算是我們的協商，希望下次不要再有任何委員提出一些說明，好嗎？本席

建議這次會議結束之後，就不要再提出版本，我們說好不要協商，就讓它能夠二讀、三讀通過

，謝謝，感謝！ 

教育部還要說明什麼嗎？ 

鄭司長乃文：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要做文字修正。 

主席：第幾條？ 

鄭司長乃文：第 10頁，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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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大家看一下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第 10頁的第四項，是怎麼樣呢？ 

鄭司長乃文：這裡寫錯了，要改成第二十五條第六項…… 

主席：我跟你講，這部分議事人員會注意到，你不用擔心，我們議事人員會把項次和條次全部弄清

楚。 

請洪委員再看一下，名稱都已經修正了，謝謝。 

太好了，今天各黨團都已經簽字了，所以我們就讓它三讀，謝謝大家。散會。 

散會（11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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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高金素梅  

協 商 代 表：李鴻鈞  柯志恩  曾銘宗  吳志揚  江啟臣  

柯建銘  鄭運鵬  陳亭妃  李麗芬  鍾佳濱  

蔡培慧  吳思瑤  李俊俋  張廖萬堅 蘇巧慧  

黃國書  徐永明  洪慈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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