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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25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召集人善政              記錄：法務部 柯素萍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本小組第24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貳、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法務部報告：(略) 

蘇委員友辰： 

關於列管案件第11案，就第24次會議報告案：「推動簽署或

加入《禁止酷刑公約》及其相關立法或修法工作之進程」專

案報告之管考為「建議解除追蹤」，本委員認依該書面報告

內容觀之，尚有後續推動期程；而有關設立國家級專責機構

部分，配合公約施行法的推動，蒐集各界意見進行評估，在

本小組下次（第26次）開會時，應已完成公約施行法版本，

進行立法程序。為善盡本小組推動及監督之責任，該項重點

工作及後續推動作為是否能夠如期實施完成，宜繼續觀察了

解，故仍應繼續追蹤。 

   主席： 

該案係第24次會議決定請內政部就我國辦理禁止酷刑公約

國內法化之方式及進程提出報告，因內政部將於本次會議提

出專案報告，故該案解除列管。各位委員稍後對於內政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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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告內容提出建議，就會納入本次會議之新列管案件。 

原住民族委員會： 

因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業於103年12月經行政院審查完成送

請立法院審議，故列管案件第2案建請解除列管。 

陳委員淑貞： 

(一)請外交部更新列管案件第7案之「外交部駐外各館處之駐

在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制表」，另對於國人在境外遇到

死亡、重傷或性侵的案例，請外交部儘速規劃相關保護

機制。 

    (二)列管案件第3案，有關「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之保

障被害人訴訟權益部分，請法務部責請各檢察官化被動

為主動，告知被害人有關加害人之處置，以保護被害人

之權益。 

    (三)有關修復式司法部分，現雖已擴大適用範圍，惟似偏重

於防患未然，應可更積極協助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例

如在食安犯罪案件，檢察官應可利用緩起訴機制或移送

調解方式，更利於被害人獲得補償或道歉。 

   法務部： 

法務部對於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部分會賡續努力；另關於食

安犯罪案件，檢察官係針對製造商及販賣商之詐欺及偽劣作

假等，追訴刑事責任，故其被害人為中、上游盤商，非為食

用食品之消費者，以消費者非當事人之前提下，藉由調解機

制達成修復式正義之目的，在本類型案例可能無法直接適

用，須從修法層面考量。 

   彭委員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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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列管案件第9案，各部會已依職權提出具體作法，惟跨

國(境)兒童人權之保護，需要跨部會合作，建議對於此類案

例可否建立跨機關的整合機制，使處理流程明確，以具體保

障兒童人權。 

   主席： 

有關跨國(境)兒童人權之保護，依個案情形，應均有第一線

的主管機關處理。各機關於執行上，如遇有法規漏洞或主管

機關不明之情形，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協調整合。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請外交部確認及更新「外交部駐外各館處之駐在國犯罪

被害人保護機制表」資料。 

三、 列管案件第2案、第10案、第11案，解除追蹤；其餘繼續

追蹤的8案，請內政部、法務部、財政部、外交部、衛

生福利部、陸委會、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等機關，

視案件性質訂定合理完成時程，並提出相關具體作為積

極推動，涉及法律修正部分，請各主管機關加速法制作

業程序。 

参、專案報告 

一、 內政部提「辦理《禁止酷刑公約》國內法化之方式及進程」

專案報告 

蘇委員友辰： 

內政部在辦理禁止酷刑公約國內法化之積極作為值得肯

定，惟有關設置專責機構部分，本次專案報告並無進一

步說明。為善盡本小組推動及監督之責任，該項重點工



 4 

作及後續推動作為是否能夠如期實施完成，本小組宜繼

續觀察了解，故本報告仍有列管之必要。 

      內政部： 

有關設置專責機構部分，已依蘇委員在會前會之建議，

納入委託研究案中併同研議。 

王委員麗容： 

肯定內政部辦理禁止酷刑公約內國法化之進展，另有關

禁止酷刑公約應涉及性別敏感及性別差異議題，建議內

政部所規劃之委託研究案部分，能邀請性別研究人員參

與，並納入性別差異考量之研究區塊。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本次報告內政部說明我國採取制定施行法之方式將《禁

止酷刑公約》國內法化，並說明相關進程，請內政部參

酌蘇委員及王委員之意見，規劃委託研究案，並請內政

部掌握時效，持續推動法案之進行；如須請各相關部會

協助之處，請各相關部會積極配合辦理。 

二、 衛生福利部提「食品安全問題之因應及預防機制」專案報

告 

陳委員淑貞： 

(一)食品安全問題事關重大，建議政府在食安問題的處

置上，對於已發生的問題，除擬定因應措施及機制

外，不可忽視傷害彌補之層面。 

(二)有關不肖廠商之制裁、協助人民請求賠償之機制及

廠商賠償方式等，是否有相關研議？另如涉及相關

法令修正，修法進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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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福利部對於民眾身體所受之傷害程度、自救方

式與程序，是否有相關研究？ 

(四)對於不肖廠商以脫產逃脫責任，主管機關是否有預

防機制？ 

李委員兆環： 

  (一)對於行政院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專責辦理食品安

全工作之用心，值得肯定。 

  (二)相關法令對於不肖廠商課責部分之修法進度如何？

另行政罰與刑罰因一事不二罰，而造成輕罰之情

形，是否須修法？ 

  (三)有關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之制度與監督管理，以及被

害人發動求償機制之建立，因涉及基金之運用，均

應清楚透明。 

法務部： 

有關修法進度部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已完成修正，

仍保留處法人罰金之規定，另修正條文除提高罰金外，

並修正犯罪所得之沒收可及於第三人，故法制上已完成

相當程度之改進。 

王委員麗容： 

食品安全辦公室之分工，是否有主責單位在負責推動協

助民眾提升對食品安全之鑑別力，或辦理食安教育？ 

食品安全辦公室： 

有關食品安全教育之推動係由衛生福利部負責，另食品

安全辦公室下設置之資訊服務組，係利用IC技術建置食

品雲，以實施食品來源及食品加工之追蹤，將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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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消費者，逐步改變社會食安觀念。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食品安全一直都是國人高度關注的民生議題，行政院已

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並有專責會報，為使食安議題的討

論更深入與周全，會後會將各位委員的意見，送請食品

安全辦公室轉至食品安全會報討論，再將討論情形及結

果回報各位委員。 

肆、討論事項 

一、劉黃委員麗娟、劉委員梅君、藍委員科正提案：針對大專

院校以海外實習為名，透過私營就服機構仲介在學學生至

國外企業或機構實習，實習期間約6個月至12個月不等，卻

因海外就業資訊不明與相關權責不清，導致海外實習生勞

動權益受損問題，請討論案。 

決議： 

   (一)為利學生、家長及各級學校取得有關學生赴海外實習(含

非教育部獎助部分)、海外志工及海外打工之相關資訊，

請教育部及勞動部於主管網站建置專區，揭露相關資訊；

另請研議於該專區放置學生之實習心得報告之可行性，俾

供學生及家長參酌。 

   (二)請教育部及勞動部於下次會議就學生赴海外實習、海外志

工及海外打工之界定及相關問題，以及建置上開網站專區

之辦理情形，提出專案報告。 

二、陳委員淑貞提案：研議落實「企業環保責任」，以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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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請討論案。 

決議：企業環保責任涉及層面廣泛，我國環境基本法等相關法

令，均已將企業環保責任入法，請環保署、經濟部及金

管會等各主管機關賡續積極處理，以落實企業環保責任

之監督，並協助及鼓勵企業落實環保責任。屆時也請各

主管機關將相關辦理情形呈現在我國下次的國家人權

報告中，俾於國際審查時，提供國際人權專家具體明確

的觀察面向。 

伍、臨時動議 

一、蘇委員友辰提案：建請將本委員在103年11月11日會前會

所提，建請行政院成立研議「國家刑事鑑識科學委員會」

專案小組，聘請學者專家進行規劃建置，以提升國內刑事

鑑識及法醫鑑識品質及水準，確保裁判之客觀、公正，避

免冤錯案之發生，以保障人權，請討論案。 

決議：有關建置國家級刑事鑑識中心可行性的議題，會後請蘇

委員臚列尚未釐清之論點，提供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及國

防部邀請蘇委員及相關領域學者召開會議釐明，並就設

置第二級刑事鑑識中心，實務上可能面臨之相關問題、

是否確能達成提升刑事鑑識正確率之目標等疑義一併討

論釐清。 

二、潘委員維大提案：為協助受ISIS迫害基督徒赴東吳大學就

讀事，請討論案。 

決議： 

  (一) 此類人士如來臺就讀，不僅涉及教育，亦涉及其安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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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後續就業等相關問題，宜有完整之配套措施，並應評

估整體社會成本與我國可承載之能力。 

  (二)請外交部轉知駐約旦代表李大使世明，請其瞭解約旦及其

週遭國家對於受ISIS迫害基督徒之安置及證件核發等相關

作為，並請外交部及內政部就李大使提供之資訊研議其可

行性；如有必要，請林政務委員政則召開會議研商。 

三、陳委員淑貞提案：請各部會參考環保署「推動人權保障實

施計劃辦理情形」之方式，加速推動人權，請討論案。 

決議：請環保署將「推動人權保障實施計劃」及辦理情形等相

關資料函送各部會參考。 

四、蘇委員友辰提案：請行政院基於人道精神，對於呂前副總

統為聲援陳前總統保外就醫而絕食一事，表達關懷，請討

論案。 

決議：有關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案，刻由法務部依照醫療專業和

法律規定審查中，總統府並已表達理解呂前副總統的訴

求，並請其保重身體、為國珍重。為避免因絕食導致身

體健康危害之風險，請衛生福利部依相關應變流程，適

時給予呂前副總統必要的協助。 

陸、主席提示： 

為使本會議討論之人權議題更聚焦，討論更深入，在會前會

規劃議題時，如討論案或報告案屬行政院其他任務編組主責

之事項，可將委員之意見或問題，轉請相關任務編組彙整討

論，再將相關回應或說明送請本小組委員參酌，以達意見多

元化及討論集中之目的與成效，並避免相同議題重複列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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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會議間產生結論相異之情形。 

柒、散會：下午 4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