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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的民主相當年輕，在推動人權保障、內化人權價值的過程中，

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事實上，經歷過威權統治時期，更加顯得我們臺

灣現在生活的可貴，對於這些歷史上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我們必須格外珍惜。 

1996 年總統直選以來，歷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不約而同宣示人權

價值於我國的重要性，「人權立國」作為政府一貫的政策主張，在民

主化進程中，相當程度促進政府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之維護。鑑於人

權的觀念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全球的普世價值，我國在既有的體制下，

發展並建立具有在地特色、自主承諾履行的國際人權公約體系，如今，

保障人權，不僅是各個國際成員的重要義務，更是我們向國際社會展

現臺灣軟實力的最佳利器。 

但是，人權議題方興未艾，臺灣的人權保障機制仍有諸多未足之

處。從兩公約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即

可發現政府推動人權工作的艱難課題，更面臨需要大幅整合部會能量

的挑戰，例如研議綜合性的反歧視法、精進人權影響評估及人權統計

方法、強化移工勞動權利保障、改善監所環境與醫療服務等。 

二十餘年前，民間團體倡議設立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

迄至兩公約施行十週年之際，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

委員會組織法》。相應於監督機制的建立，政府關於人權政策的決定

與擘劃，必須有所革新，以有效優化我國人權環境，爰參考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三層級議事運作的經驗，訂定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的議

事手冊，期能健全該小組的運作機制、提升議事效率，進而提升我國

人權保障之水準，使全民共享民主、法治及人權的成果，奠定我國成

為亞洲最具指標之人權國家。  



第一章 總則 

壹、人權保障推動小組任務 

一、 各國人權保障制度與國際人權規範之研究及國際人權組織合作

交流之推動事項。 

二、 國家人權保障機關組織設置之研議及推動事項。 

三、 人權保障政策及法規之研議事項。 

四、 人權保障措施之協商及推動事項。 

五、 人權教育政策之研議及人權保障觀念之宣導事項。 

六、 其他人權保障相關事項。 

（設置要點第 2點） 

貳、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成員（如附錄圖 1） 

人推小組置委員 21 人至 27 人，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擔任委員兼召

集人，法務部次長擔任委員兼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長就下列人

員派（聘）兼之： 

一、相關機關（構）代表 9人。 

二、學者、專家 10 人至 16 人。 

人推小組委員任期 2年。但非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得隨同召集

人異動改聘；委員改派（聘）或補派（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 

（設置要點第 3點） 

  



參、自律及利益迴避 

一、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相關會議（含分工小組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時，應通知該會議之幕僚單位請假，

未請假者列為缺席。 

二、 民間委員行使職權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與其自身或其所屬單位

有直接利害關係，或經會議決議應行迴避者，不得參與表決。 

  



第二章 會議 

壹、會議類別 

人推小組採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如附錄圖 2），會議類別包

含：○1 分工小組會議、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專案會議及其他

相關會議；○2 會前協商會議；○3 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 

一、分工小組會議 

(一)人權保障涉及面向極廣，各項議題均甚具討論價值，依我國當前

情勢，亟待研議、推動之全國性人權保障政策或措施概可區分為

如下五大主軸，爰依此於人推小組下設五個分工小組，各分工小

組關注核心事項如下，並應負責有關事項之研議、議題篩選及督

促落實： 

１.人權制度組：有關人權組織、人權預算、人權法典、人權計

畫、人權指標與人權統計等事項。 

２.人權教育組：有關人權教材、人權師資及培訓、人權意識推廣

與深耕等事項。 

３.移工人權組：有關家事移工及外籍漁工之勞動權益保障事項。 

４.監所人權組：有關監所處遇之改善、再犯防制之推進及更生保

護之加強等事項。 

５.居住正義組：有關研議及盤點居住權保障政策、保障民眾適足

居住權等事項。 

(二)召集會議：分工小組由負責幕僚作業之機關首長或指派副首長

以上人員擔任部會召集人，民間委員互推 1人為民間召集人，

與部會召集人共同召集分工小組會議。部會召集人不能出席主

持會議時，由民間召集人主持。 



(三)成員： 

１.民間委員：得依個人意願選擇 1至 5個分工小組。 

２.視需要邀請相關部會參加。 

(四)開會時間：各分工小組視需要自行擇定開會時間，原則上應配合

委員會議之召開期程，每 6個月至少召開 1次會議。 

(五)運作方式： 

１.各分工小組收到提案後，應先採電子郵件、電話或社群媒體等方

式（以下簡稱電子通訊方式）進行討論，並應以適當方式請提案

人參與之；必要時，則由該分工小組召集人召集會議討論之，並

邀請提案人參加，亦可請相關主政（或權責）機關列席說明。法

務部收到提案後，除該特定議題無法交各分工小組處理者外，應

請有關分工小組循前述程序辦理。 

２.各分工小組依據所負責議題或領域之相關政策、計畫及方案等，

得視議題需要邀請其他分工小組委員、相關部會、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及社會專業人士等參加會議提供意見，就相關議案充分

討論，以達集思廣益及橫向聯繫之目標。 

３.對於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分工小組會議決議事項，經充分

討論後，如有具體進展或結論，再送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４.各分工小組於每次召開會前協商會議 2 週前，應將小組報告事

項、執行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情形及討論提案等相關資料送法務

部彙整。 

(六)幕僚工作：由各分工小組之主政機關指定單位及人員負責。 

二、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以下簡稱民間召集人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民間召集人互推 1人召集。  

(二)成員：各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得視議題需要邀請其他委員及部

會參加。 



(三)開會時間：視需要召開。 

(四)工作內容： 

１.協調整合並追蹤跨組性質之提案。 

２.關於無法由各分工小組處理之重大人權事項之研議、議題篩選

及督促落實。 

(五)幕僚工作：由法務部負責。 

三、專案會議 

(一)召集會議： 

１.各部會為執行人推小組相關決議事項及推展業務需要，由部會

召集專案會議，並邀請委員及相關機關參與提供意見。 

２.經人推小組相關會議決議組專案小組，互推委員及相關機關組

成。 

(二)開會時間：視議題需要召開。 

(三)任務：討論、追蹤及研議專案議題。 

(四)幕僚工作：由主責業務之部會負責。 

四、會前協商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人推小組副召集人召集，副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

議時，由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互推 1人代理。 

(二)成員： 

１.全體委員。部會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應派熟悉業務之高

階主管代表出席。 

２.相關部會列席。 

(三)開會時間：於每次委員會議前 1個月召開為原則。 

(四)工作內容： 

１.追蹤前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各相關部會執行情



形。 

２.討論各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人會議提出的報告事項、討論提案

等相關資料。 

(五)幕僚工作：由法務部負責。 

五、委員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人推小組召集人召開及主持會議，邀請全體委員及

相關部會出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二)成員： 

１.全體委員。 

２.相關部會列席。 

３.得邀請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列席。（設置要點第 6點） 

(三)開會時間：原則上每 6個月開會 1次。 

(四)工作內容：就會前協商會議已協調完成並具有共識之重要政策及

方案作最後之政策確認。 

(五)議程安排原則： 

１.以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人會議所提討論案為主，專案報告案為

輔。 

２.每次會議以 2個專案報告案、3個討論案，合計不超過 5案為原

則。專案報告案不足 2 案者，依不足數自討論案中增列之；反

之，討論案不足 3案者，亦同。（上述 5案不包含法務部所提之

工作報告） 

３.專案報告案部分 

(1)專案報告案分為「委員會議決議（或決定）應進行專案報告之

案件」（以下簡稱委員會決議報告案），及「各分工小組及民間

召集人會議提案應進行專案報告之案件」（以下簡稱小組決定

報告案）等 2類型。 



(2)當次會議專案報告案超過得提報之案件數者，以委員會決議報

告案優先報告為原則；未及排入當次委員會議議程者，列為下

次委員會議之專案報告案，惟仍應依循上述委員會決議報告案

優先原則，排列專案報告案之次序。 

(3)當次會議之專案報告案均屬小組決定報告案，且超過得提報之

案件數時，由各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協調優先次序。 

４.討論案部分 

(1)每次委員會討論之提案以 3個為原則，各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

人會議提案以 1個為限；各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人會議提案於

委員會討論之議程安排次序，由各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人會議

依序輪流。（如第 40 次委員會議，討論事項第 1案至第 3案分

別由民間召集人會議、人權制度組、人權教育組提案；第 41次

委員會議討論事項之先後次序則為移工人權組、監所人權組、

民間召集人會議提案；再下次會議之先後次序則為人權制度組、

人權教育組、移工人權組；爾後之委員會議討論事項依此輪替

次序排列） 

(2)各分工小組之提案內容重複或相似時，由各分工小組民間召集

人協調由何一小組提案或聯合提案（提案內容相似時並應由最

終提案之分工小組修正提案內容）；因此而使提案不足 3案者，

由上述各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協調提出遞補之提案。 

５.所有提經各分工小組及民間召集人會議討論之提案（含報告事

項、討論事項等），由法務部彙整為處理結果清冊，並列為當次

委員會議之工作報告，俾利所有委員知悉。 

(六)幕僚工作：由法務部負責。 

六、臨時委員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人推小組召集人召開，邀請全體委員出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二)成員： 

１.全體委員。 

２.得邀請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列席。（設置要點第 6點） 

(三)開會時間：如有緊急性及必要性，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 

(四)工作內容：討論緊急重大議題。 

(五)幕僚工作：由法務部負責。 

七、其他相關會議 

非屬分工小組之相關部會，在執行人推小組決議事項時，亦可參

採分層運作模式，先視議題邀集人推小組委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

等開會研商，就相關議案集思廣益並充分討論後，再提至會前協商會

議討論。 

貳、會議籌備 

一、會議時間安排 

各幕僚單位於開會前先配合會議召集人之時間，並徵詢委員可出

席時間，應邀請提案民間委員出席，如委員出席過半數，以最多委員

可出席時間優先安排。 

二、開會通知 

    開會通知單原則上於開會 10 天前以電子郵件或公文郵寄方式，

通知出席單位及人員，會議資料於開會 5天前提供。 

三、提案 

委員及各部會均得提案，其提案方式說明如下： 



(一)一般提案： 

１.提案人：委員、部會。 

２.流程： 

(1)分工小組幕僚單位原則上於召開分工小組會議1個月前詢問委

員及部會是否有提案。 

(2)委員或部會得於會議前2至 3週以書面或電子通訊方式向分工

小組提案，並知會其他委員，由分工小組列入議程討論。 

(3)委員或部會之提案應由何分工小組討論有所疑義者，得交法務

部請民間召集人會議協調或討論之。 

(4)經各分工小組、專案會議或其他相關會議討論決議提至會前協

商會議之提案，於會前協商會議前 2週提送法務部，列入會前

協商會議議程。 

(5)會前協商會議討論有共識，決（定）議提至委員會議之提案，

列入委員會議議程。 

(6)民間團體如有相關倡議，可透過委員循前述程序提案。 

(二)臨時動議： 

１.性質： 

(1)與人權保障議題相關，具緊急性或需跨部會共同解決，且為分

工小組會議或會前協商會議後始發生者之提案。 

(2)每次會議至多 3案，會前協商會議每位委員限提 3案，委員會

議每位委員限提 1案。 

(3)經會前協商會議討論通過提至委員會議之議案，列為討論案；

未經前開程序之議案，為臨時動議。 

２.流程：請委員於會前提供書面或電子郵件提案給分工小組幕僚

單位或法務部。 

３.連署人數： 

(1)分工小組會議提臨時動議，無需連署或附議。 



(2)會前協商會議提臨時動議，需委員 3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始進

行討論。 

(3)委員會議提臨時動議，需委員 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始進行討

論。 

(三)提案格式：為促進議事效率，提案格式需有提案人（單位）、案

由、說明及辦法。 

參、追蹤列管 

一、分工小組之決議事項：由分工小組自行追蹤執行情形，並決定是

否解除列管。 

二、會前協商會議之決議事項：未提至委員會議之議案，由會前協商

會議追蹤，並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三、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一)對於尚未解除追蹤之案件，依所涉議題由有關分工小組提出該案

件管考情形之建議。案件涉跨組議題或無法交由分工小組追蹤者，

由法務部追蹤，並提出該案件管考情形之建議。 

(二)已完成階段性工作，可由主政（或權責）機關列入例行業務，持

續辦理者，得列為「自行追蹤」類型。 

(三)管考情形除列為「解除追蹤」或「自行追蹤」等二類型外，應列

為「繼續追蹤」，至有具體周延之作法時再循程序提報委員會議

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四)管考情形經委員會議決定「解除追蹤」或「自行追蹤」者，該案

件自下次委員會議起，不再列入「歷次會議決議（決定）辦理情

形」中。 

(五)每次會前協商會議，由法務部就(一)所提「建議解除追蹤」及「建



議自行追蹤」案件製作簡表，以利委員快速瞭解相關案件之管考

情形，並提委員會議決定其管考情形。 

(六)「繼續追蹤」案件中，屬懸而未決或毫無進展之長期管考案件者，

依所涉議題由有關分工小組討論，得請主政（或權責）機關研擬

具體措施後回復，或提案請其至委員會議報告，以督促其積極改

善缺失。 

四、臨時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比照委員會議方式追蹤列管。 

五、其他會議決議事項：由主責業務之部會追蹤列管。 

  



第三章 行政事項 

壹、幕僚作業 

一、人推小組幕僚作業 

(一)人推小組置執行秘書 1人，由法務部法制司司長兼任；幕僚作業

由法務部辦理。（設置要點第 7點） 

(二)任務：處理人推小組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民間召集人會議、

臨時委員會議及綜合幕僚工作。 

二、分工小組幕僚作業 

(一)由主政機關指派人員擔任，目前負責各分工小組主政（及權責）

機關如下： 

１.人權制度組：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及有關機關）。 

２.人權教育組：教育部（及法務部、人事行政總處）。 

３.移工人權組：勞動部（及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農業委員

會）。 

４.監所人權組：法務部（及勞動部、衛生福利部）。 

５.居住正義組：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衛生福利部、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及財政部）。 

(二)任務：負責分工小組會議幕僚業務及聯繫相關事宜。 

貳、公文處理流程 

一、公文屬來函請人推小組表示意見者：以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請委員

表示意見，由法務部彙整後函復。 



二、公文屬會議開會通知者：以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轉知委員，推派代

表或由法務部代表出席；會議紀錄並以相同方式轉知委員。 

三、公文屬副知性質者：如與人推小組業務無關，由法務部以陳閱長

官後存查方式處理；如為人推小組或委員所關注議題者，除由法

務部循一般公文流程處理外，並主動將相關訊息以函或電子郵件

方式轉知委員。 

四、委員電子郵件之處理依「法務部處理委員電子郵件流程」（如附

錄圖 3）辦理。 

參、索取資料程序 

委員為了解人權保障相關議題及準備提案，需索取相關資料參

考，依以下程序辦理： 

一、部會已公開、既有或現成資料：部會已核定發布實施之計畫，或

已公開之統計報表、成果報告等，委員得向部會聯絡人諮詢，由

部會聯絡人告知如何找到資料。 

二、尚未公開或尚無現成資料：請委員提案至分工小組、相關會議討

論通過或業務權責機關報經機關首長同意後，部會配合辦理。 

三、人推小組相關會議資料 

(一)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分工小組等會議紀錄，可於法務部人

權大步走網站下載。 

(二)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由人推小組相關會議追蹤，循第二

章參「追蹤列管」方式辦理，以免重複追蹤。但已經解除列管之

決議事項，如有新議題需要討論，可重新提案至分工小組討論追

蹤。 



 

肆、相關經費 

一、民間委員出席費、交通費 

(一)人推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二)民間委員出席分工小組會議、民間召集人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每次支給出席費。 

(三)交通費：民間委員行程中必須搭乘交通工具之費用，得由邀請機

關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衡酌情況覈實支給。 

(四)住宿費：民間委員路途超過 60 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

由邀請機關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衡酌情況覈實

支給。 

二、各部會召集之分工小組會議、專案會議，及部會邀請人推小組委

員參加提供諮詢意見會議，則依部會預算及標準辦理。 

三、分工小組邀請民間團體、學者專家及社會專業人士等所需費用：

各分工小組視議題需要，邀請民間團體、學者專家及社會專業人

士等，由邀請機關衡酌實際情況，覈實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及住

宿費。邀請名單需經分工小組決議。如受邀單位學者專家無法出

席，該單位所指派之代表應先獲該分工小組召集人同意。未經同

意，不得派代理人出席。 

四、座談會、說明會、公聽會、訓練等，除主持人、引言人、報告人

及講師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外，其餘參加者以不支給相關

費用為原則。 



附錄 

【圖 1】人推小組組織圖 

 

 

 

 

 

 

 

 

 

 

 

 

 

 

 

 

【圖 2】人推小組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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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法務部處理委員電子郵件流程 

【備註】 

1. 法務部函復確認收到來信，以收信後 2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為原則，結案

時間以收信後 5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為原則。例如：1 月 3 日下午收到郵

件，函復確認收到來信期限為 1月 5日，結案時間為 1月 10 日。如無法在期

限內處理，先發函說明延長時間。 

2. 法務部轉知權責單位處理之信件，結案時間以權責單位收信後 5個工作天（不

含假日）為原則。 

其他例行性業務聯繫，含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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