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孕婦女受調查，懷孕婦女受調查，

該一視同仁嗎？該一視同仁嗎？

對 家 庭 之 保 護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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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宜君是某市政府工務局科員，已經懷孕 4個月了，因為工作關係，

只告訴主管張科長，其他同事並不知道宜君懷孕的事情。這天，機關收

到匿名檢舉信，檢舉人指稱宜君涉嫌虛報差旅費。機關首長將本案交由

政風室進行初步查證後，發現宜君涉嫌不法的事證相當明確，也坦承確

實有虛報差旅費的情形，並向政風室王主任表明，希望可以去司法警察

機關自首，接受進一步的調查。

王主任即帶著宜君來到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製作筆錄，廉

政官於製作詢問筆錄前，於詢問宜君的身心狀況時，發現宜君已懷孕 4個

月，遂依《法務部廉政署辦理肅貪案件落實人權保障注意事項》第 15條

及第 25條規定，考量宜君身心狀態，採取溫和的調查方式，雖然為了釐

清案情，延長了詢問宜君的時間，詢問過程亦提供茶水及適時給予休息，

讓宜君順利完成自首的詢問筆錄。

　　爭點
     懷孕婦女在行政調查或司法偵查過程中，是否應受特別保護？若採取與

一般人不同之調查方式，是否與平等權有違？

關鍵詞：平等不歧視、健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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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經社文公約》第 10條第 1項 2款規定：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應

受特別保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福

利之休假。 

│ 02 │ 《經社文公約》第 1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

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第 1項），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

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設法減

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第 2項第 1款）。

│ 03 │ 《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 12條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

除在保健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包

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第 1款）。儘管有本條第 1款的規定，締

約各國應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必要

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第 2款）。

　　國家義務
│ 01 │ 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權包含一系列自由和權利。這些自由包括在不遭受暴

力、脅迫和歧視的情況下，在涉及個人身體、性健康和生育健康的事項

上，有權做出自由和負責任的決定和選擇。這些權利則包括不受阻礙地

獲得各種醫療設施、物資、服務和資訊，確保所有人依據《經社文公

約》第 12條充分享有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權（經社文委員會第 22號一般

性意見第 5段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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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不僅包括沒有疾病及不虛弱

以及獲得預防、治療和安寧緩和照護的權利，而且還延伸到健康的基本

要素。這同樣適用於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權。該權利超越了性健康和生育

健康，延伸至性健康和生育健康的基本要素，包括獲得安全飲用水、適

當的衛生設施、適當的糧食和營養、適當的住房、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

件和環境、與健康相關的教育和資訊，並獲得有效保護免受一切形式暴

力、酷刑和歧視以及對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權產生不利影響的其他侵犯人

權行為（經社文委員會第 22號一般性意見第 7段意旨）。 

│ 03 │ 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3號一般性建議的範圍，涵蓋各級司法系統（包

括專門和準司法機制）內婦女司法的程式和品質。準司法機制包括公共

行政機構或機關採取的一切類似司法機關所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具有

法律效力，並可能影響法律權利、責任和特權。《消除婦女歧視公約》

第 15條規定，男女在法律面前應享有平等地位，同樣享有法律的平等保

護。基於性別陳規定型觀念對婦女歧視外，尚有交叉或複合歧視，可能

包括族裔 /種族、原住民族或少數人身分、膚色、社會經濟地位和 /或種

姓、語言、宗教或信仰、政治見解、民族本源、婚姻和 /或生育狀況、

年齡、城鄉位置、健康狀況、身心障礙者、財產業權，以及女同性戀

者、女雙性戀者、雙姓婦女或兩性人的身分，這些交叉因素使這些群體

的婦女更難以獲得司法救濟，故《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 2條規定，締

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保證男女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享有實質平

等，包括通過建立國家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以確保切實保護婦女

不受任何歧視（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3號一般性建議第 4段、第 5段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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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解析
│ 01 │ 保障婦女權益儼然為國際人權之主流價值，讓女性有完整的人權，要區

分「一視同仁」並不等於平等，要看見性別間的「差異」，才能達到真

正的「實質平等」，《憲法》第 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平等原則並非指絕

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

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

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司法院釋字第 485號、第 596號解釋參照）。

《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該公約所規定性別平等之

權利，內容包含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權、參與國際組織權、國籍權、教

育權、就業權、農村婦女權、健康權、社會及經濟權、法律權、婚姻及

家庭權。另該法第 4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

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 02 │ 另外在《經社文公約》第 10條第 2款前段特別規定，母親於分娩前後

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保護。本案例中，受調查人宜君為懷孕婦女，考量

孕婦體能的差異，並顧及其人身安全，廉政官本於關懷受詢問對象，瞭

解受詢問對象的各種身心狀況，再進行詢問，而發現宜君是懷孕婦女，

依《法務部廉政署辦理肅貪案件落實人權保障注意事項》第 15條及第

25條規定，考量宜君身心狀態，採取溫和的調查方式，提供茶水，給予

適時休息。倘廉政官無論宜君是否懷孕，均採取「一視同仁」的調查方

式，僅成為形式上平等，而忽視孕婦體能與一般人之間的差異，應該區

別對待而未區別，並不符合《憲法》、《兩公約》及《消除婦女歧視公

約》規定之性別平等原則，且有危及孕婦人身安全的疑慮。

主筆者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專員 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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