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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年 1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局 3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溫副局長枝發                 記錄：助理員辛宗翰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各提案均同意備查。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110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至12月辦理情形。 

(一) 提報單位：婦幼警察隊。 

(二) 協辦單位：外事科、犯罪預防科、防治科、刑事鑑識          

中心。 

發言概要 

 李委員萍： 

1、鑒於新移民的生活習慣、法律知識及成長環境較一般市

民不同，可以加強新移民婦幼安全宣導之參與度及訊息

傳達。 

2、降低家暴性侵加害人再犯率部分，除了報告再犯率、告

誡人次及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討論案件等數據外，建議

可以加入執行預計達成目標及預期效益，以確實顯示執

行成果。 

 

決議：准予備查，降低家暴性侵加害人再犯率數據呈現，請

婦幼警察隊加強補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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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111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 

(一) 提報單位：婦幼警察隊。 

(二) 協辦單位：防治科、行政科、刑事警察大隊、少年警察

隊、訓練科、後勤科。 

發言概要 

 林委員麗珊： 

因應跟蹤騷擾防制法三讀通過，建請列入員警教育訓練課程，

包含相關觸法態樣、民眾報案處置作為等。 

黃委員翠紋： 

1、家暴通報數量增加，其中重大家暴案件多屬兒童及老人虐

待案件，建議將是類案件納入社區巡守隊任務訓練，發揮

守望相助功能。 

2、志工多在派出所服務，可以將相關犯罪預防納入志工訓練

課程，提供報案民眾犯罪預防知識。 

3、國內將數位性暴力分為 10類定義，其中多涉及網路騷擾，

所以無論是數位性暴力或是跟蹤騷擾防制法，刑事警察大

隊跟婦幼警察隊都需要互相合作。 

4、以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架構，建議少年警察隊未來針對

少年犯罪應有主導作為。 

5、近年婦幼案件類型，部分轉移成數位性暴力態樣，婦幼警

察隊可以做為犯罪預防宣導的參考。 

6、同林委員所述，建議將數位性暴力、跟蹤騷擾防制法列入

員警教育訓練課程。 

李委員萍： 

1、各單位提出計畫案，建議多善用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或

性別數列，藉由數字反應出不同性別在各個政策上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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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狀況，提供政策規劃之參考。 

2、有關增設女警專用待勤室，建議可設置警鈴、加強照明

及安全性等，提升女警執勤安全。 

 

決議：准予備查，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的訓練及數位性暴力

的宣導，這是目前執行的重點，請業務單位持續強

化；另各單位提出計畫案，請統計室協助性別分析或

性別統計之運用。 

 

   提案三、四：110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及111年性別主流工作

項目規劃。 

(一)提報單位：人事室。 

(二)協辦單位：婦幼警察隊、訓練科、外事科、秘書室、

會計室、統計室。 

   發言概要 

黃委員翠紋： 

1、有關性別預算第 4項計畫項目，應該不是只規範性侵害案

件，建議可以將計畫項目修正為「婦幼安全」或是「性別

暴力」案件。 

2、在性別平等宣導部分，許多年輕人特別喜歡使用網路，建

議未來宣導教材可以強調跟蹤騷擾防制法及數位性暴力

部分，以營造友善網路環境。 

李委員萍： 

1、有關性別平等主流化訓練，課程內容無論是外聘教師或是

影片撥放等，建議將所辦理之相關訓練課程以附件方式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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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別預算部分，111 年的預算比 110 年增加許多，建議可

以將增加幅度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 

林委員麗珊： 

有關 CEDAW平權宣導部分，根據調查，女性在 STEM領域(結

合科學、科技、工程以及數學 4 個專業領域的教育議題)以

實質能力評估，表現並沒有比較差，然而在畢業後就業率卻

遠不如男性；另外目前我國男女就讀課業性向比例，差不多

呈現 8：2 的強烈懸殊（讀文科女性占 8 成男性佔 2 成，理

科反之），事實上女生 STEM領域的表現並沒有比男生差，卻

因為缺乏自信及鼓勵導致這種狀況，這個部分是將來可以共

同努力的目標。 

 

   決議： 

一、 提案三：准予備查，會計室提報內容請依委員建議辦理；

另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請人事室補充。 

二、 提案四：准予備查，請各業務單位依排定期程辦理。 

 

 提案五併提案六：110年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及111年性平亮

點方案規劃情形。 

 提報單位：刑事警察大隊。 

發言概要 

黃委員翠紋： 

無論是重大殺人案件或是性侵案件，都會涉及到數位性暴力

及跟蹤騷擾的部分，111年的亮點除了延續 110年的內容外，

建議刑大透過數據分析，瞭解數位性暴力犯罪手法及模式，

並規劃如何預防數位性暴力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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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萍： 

1、有關 111年的性平亮點執行計畫，執行目標應不限於保護

兒童及少年遠離性剝削，執行預算部分可以再詳加敘述。 

2、另辦理教育訓練時，建議可以尋找倡導相關議題民間團

體，如「台灣防暴聯盟」、「現代婦女基金會」等。 

林委員麗珊： 

凡提到數位性暴力案件，就會聯想到「韓國 N號房事件」，建

議刑事警察大隊可以參考其中犯罪手法、發展、案件偵辦及

破獲，並作為偵辦數位性暴力犯罪的參考。 

 

決議：准予備查，請刑事警察大隊增加犯罪手法及模式的分析，

並策定因應作為，經費請詳實敘明，以充實成果呈現。 

 

   提案七：跨局處性平議題進度 

 提報單位：婦幼警察隊。 

   發言概要 

   黃委員翠紋： 

有關本局主辦的數位性別暴力議題，在犯罪手法的分析上，

需涵蓋多元化的角度，例如前面李委員所述的新移民議題，

加害人可能是有精神疾病、情緒控管不佳等原因，其中可能

是因為認知功能障礙、濫用毒品或其他因素導致，在分析犯

罪手法過程中，不僅警察單位，還需要其他局處的協助，例

如未成年孩童的教育、精神異常人員的列管等。 

 

決議：本案通過，請業務單位將委員建議納入研議並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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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4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