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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人 權 公 約 角 度 探 討 警 察 執 法  

（ 含 兩 公 約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警政署秘書室 

壹、前言 

警察機關肩負維護社會治安、捍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重責

大任，警察人員從事第一線犯罪偵防(查)、交通執法、群眾抗

爭活動處理及執行人犯押送、戒護等工作，執行職務時經常須

使用強制力，致易遭人權侵害之批評。 

本篇從人權發展歷程、兩公約基本概念、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基本概念、案例教育及結語等單元，說明人權的內涵及警

察執法應注意事項，期使同仁理解人權的理念和規定，進而在

執行勤(業)務時能妥適運用，以符合人權保障之世界潮流。 

貳、人權發展歷程 

一、 國際人權發展 

（一） 國際人權法典發展 

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將聯合國

憲章的人權條款具體化，成為人權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 (以下合稱《兩公約》)完成制定，聯合

國將《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公約》定義為「國際人權法

典」。 

此後，聯合國更以前述法典為基礎，先後訂立多項專

門性國際人權公約，至 21 世紀初，總共通過 9 部核心人

權公約。其中，聯合國大會於 2006年 12月 13日通過《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於 2008 年 5 月 3 日生效，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影響全球數億身心障礙者之

權利保障，公約保障身心障礙者的一般權利、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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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二、 我國重要人權發展 

(一) 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由聯合國大會

決議通過，並於 1969年正式生效。在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

合國前，已經正式批准並成為該公約的締約國之一。該公

約自 1971 年 1 月 9 日起對我國生效，亦具有國內法效力。 

(二) 透過施行法內國法化之核心人權公約 

為配合國際推動世界和平與人權保障趨勢，我國於 2009

年完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的內國法化程序，並陸續於 2011年完成《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2014 年完成《兒童權利公

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內國法化，並採取聯合

國模式，建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制度。 

(三) 尚未透過施行法內國法化之核心人公約 

《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禁止酷刑

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及《保

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將陸續跟進。 

(四) 2019年 12月 10日立法院為設置符合《聯合國巴黎原則》

之國家人權機構，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

法」，並經總統於 2020年 1月 8日公布。依據法律授權，

監察院定該法於 2020 年 5 月 1 日施行，國家人權委員會

自第 6屆監察委員就職日（2020年 8月 1日）起正式運作。

該會之職掌，包括：調查涉及酷刑、侵害人權或構成各種

形式歧視之事件；研究及檢討國家人權政策與法令，並提

出建議；撰提重要人權議題之專案報告或年度國家人權狀

況報告；協助推動重要國際人權文書國內法化；監督推動

人權教育；與國內外人權組織團體交流與合作；就政府機

關所提之各項人權公約國家報告，撰提獨立之評估意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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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20年 12月 10日為世界人權日，臺灣公布「企業與人權

國家行動計畫」，依據《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的規範與精神，就企業營運有關的人權保護事項，提出未

來性重點方向與措施，為亞洲第 2個提出此國家行動計畫

的國家。 

(六) 2022 年 5月 5日提出我國首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係

參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為鼓勵各會員國制

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並提供制定時指導之「國家人權行

動計畫手冊」。 

(七) 2022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核定「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

作為我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子計畫。該計畫為維護我國

遠洋漁業永續發展，精進我國漁業勞動人權相關作為，推

動國內相關法規與國際勞工組織漁業工作公約等國際規

範接軌。 

參、兩公約基本概念 

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一）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為使人權保障在國際上更具有法律效力，繼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後，聯合國大會於 1966 年通過《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為國際人權法典體系的第二個文

件。 

（二） 本公約以《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

定，具體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並保護個人享有該等

權利和自由。本公約有兩個附加議定書，分別為 1976 年 3 

月通過及生效，賦予個人有申訴權利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一任擇議定書》，及 1989 年 12 月 15 日通

過、1991 年 7 月 11 日生效，廢除死刑之《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 

（三） 具體權利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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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權（第 6 條）：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

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2、 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第 7 條）：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

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3、 禁止奴隸與強制勞動（第 8 條）：任何人不得使充奴隸；

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論出於何種方式，悉應禁止。任

何人不得使充奴工。任何人不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 

4、 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第 9 條）：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

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

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5、 被剝奪自由者及被告之待遇（第 10 條）：自由被剝奪之

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6、 禁止無力履行約定義務之監禁（第 11 條）：任何人不得

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 

7、 遷徙自由和住所選擇自由（第 12 條）：在一國領土內合

法居留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

由。 

8、 禁止非法驅逐外國人（第 13 條）：本公約締約國境內合

法居留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得驅逐出境。 

9、 接受公正裁判權利（第 14 條）：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

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

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10、 禁止溯及既往之刑罰（第 15 條）：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

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

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

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11、 法律前人格之承認（第 16 條）：人人在任何地方有被承

認為法律人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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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第 17 條）：任何人之私生活、家

庭、住宅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

亦不得非法破壞。 

13、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 18 條）：人人有思想、信念

及宗教之自由。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

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之。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

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14、 表現自由（第 19 條）：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 

15、 禁止宣傳戰爭及煽動歧視（第 20 條）：任何鼓吹戰爭之

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

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暴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16、 集會結社之自由（第 21 條至第 22 條）：人人有和平集

會及自由結社之權利。 

17、 對家庭之保護（第 23 條）：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

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18、 兒童之權利（第 24 條）：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

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需保護措施。  

19、 參政權（第 25 條）：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

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

投票及被選，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20、 法律前之平等（第 26 條）：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

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21、 少數人之權利（第 27 條）：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

團體之國家，屬於此類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份子

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

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一）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為國際人權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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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第三個文件。本公約以《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

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具體規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並保護個人享有該等權利和自由。 

（二） 本公約有一個附加任擇議定書。《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任擇議定書》於 200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內容賦

予個人就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受侵害，向聯合國申訴與

尋求救濟之權。 

（三） 具體權利內容如下： 

1、 工作權（第 6 條）：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

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採取適

當步驟保障之。 

2、 工作條件（第 7 條）：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

件，包括：公允之工資、同工同酬、維持合理生活水平、

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公平的升遷機會、有薪休假。 

3、 勞動基本權（第 8 條）：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

社會利益，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工會有

權自由行使職權，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

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

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4、 社會保障（第 9 條）：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

會保險。 

5、 對家庭之保護（第 10 條）：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

單位，應盡力予以保護與協助。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

內應受特別保護。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

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 

6、 相當生活水準（第 11 條）：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

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

生活環境。人人有免受飢餓之基本權利。  

7、 身體與心理健康之權利（第 12 條）：人人有權享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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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之最高標準的身體與精神健康。促進兒童之健康發

育，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醫藥護理。 

8、 教育之權利（第 13 條至第 14 條）：人人有受教育之權。

初等教育應屬強迫性質，免費普及全民。 

9、 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第 15 條）：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

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

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益，享受保護之

惠。 

三、 兩公約施行法 

（一） 行政院於 2001 年起推動《兩公約》批准案，並自 2006 年

起指示法務部研擬推動「兩公約施行法」之立法工作。鑒

於我國已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且國際處境特殊，「兩公約」經

總統批准後，能否依其規定順利完成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

手續，仍有待克服困難，積極爭取。 

（二） 《兩公約》在我國法律體系上之定位及效力，仍有必要以

法律定之；另為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

亦有必要以法律明定，以利遵循，爰有「兩公約施行法」

之制定，並經立法院2009 年 3 月 31 日三讀通過，總統

於同年 4 月 22 日公布，行政院並定自 2009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施行。 

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基本概念 

一、 基本概念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身心障礙者約占全球人口的

15%，美國推估的障礙人口則占其國家總人口約20%。根據2018

年底統計資料顯示，臺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障礙人口占總

人口比例僅4.98%。這個比例顯然與美國、全世界的身心障礙

人口統計結果有極大的差距究其原因，臺灣因社會福利之限

制而使用相對嚴格的身心障礙者鑑定制度與障礙定義，然而

公約特意針對障礙採取開放性的定義（障礙狀態是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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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環境互動之下的結果），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平等權

利保障，與臺灣的身心障礙定義有所差異。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不需要給予身心障礙者

特殊的權利，而是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身心差異，提出讓世界

各國促進《世界人權宣言》中普世人權的具體規範與作法。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任何關於我們的事情，

都要有我們參與）闡明障礙者作為權利主體，包含法律上的

地位與能力，以及社會各層面（包含食、衣、住、行、育、

樂）的參與空間、自我倡議與自我決策的權利。《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期望能保障並促進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與平等、

自由，強調其尊嚴應受到尊重，點明社會環境應包容並尊重

差異，由國家與政府為首，消除有礙障礙者社會融合的阻礙，

並致力於消弭造成障礙者社會排除與邊緣化的機制。 

二、 一般性意見：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自通過以來發布 

7 個一般性意見書，作為對公約相關權利之補充，其中最重要

者為第2號及第6號，重點內容摘錄如下： 

(一)第 2 號無障礙及可及性摘要： 

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為了使身心障礙者能

夠自立生活及完整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締約國應當採取

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

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及通訊，

包括資訊與通訊科技及系統，以及享用在城市及鄉村地區

向公眾開放或提供的其他設施及服務。對無障礙的複雜性

必須予以全方位地處理，包括物理環境、交通、資訊、通

訊以及服務等。重點已經不再是擁有建築物、交通基礎設

施、車輛、資訊及通訊以及服務的人的法律上人格以及公

共及私人性質。只要貨物、產品及服務對公眾開放或者向

公眾提供，它們必須能夠為所有人利用，無論它們是由公

部門或私人企業擁有或提供。身心障礙者應該有平等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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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利用向公眾開放或提供的所有貨物、產品及服務，以確

保他們能夠有效及平等地使用無障礙，以及尊重其尊嚴。

這種取向的根源來自禁止歧視，拒絕無障礙，應該被認為

是一種歧視行為，不管這種行為者是否是公有或私有實

體。所有身心障礙者都應該享有無障礙的權利，不管他們

屬於何種身心障礙類型，也不分種族、膚色、生理性別、

語言、政治或其它意見、國族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

其它地位、法律或社會地位、社會性别或年齡等。無障礙

應該特别考慮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性别或年齡。  

2、 提供合理調整的責任是一種現時的責任。這意味從患有障

礙的個人在特定情況下(例如工作地點或學校等)需要這種

調整，以便在特定背景下，能夠與非障礙者一樣，平等享

有權利。在這裡，無障礙標準可以是一個指標，但不一定

是規範性的。合理調整爭取實現個人的正義，以確保不歧

視或平等，同時考慮個人的尊嚴、自主及選擇。 

（二） 第6號平等與不歧視摘要： 

1、 《智力遲緩者權利宣言》2(1971年)及《身心障礙者權利

宣言》(1975年)是第一批載有對身心障礙者平等與不歧視

條款的人權文件。雖然這些早期的軟性法律人權文件為對

待身心障礙的平等方法開拓康莊大道，但它們仍是以身心

障礙的醫療模式為基礎的，因為障礙被視為限制或拒絕權

利的正當事由。這些文件還載有現在認為不合適或過時的

語言。1993年採取了進一步措施，透過身心障礙者機會均

等標準規則，其中宣示「機會平等」是身心障礙政策及法

律的一個基本概念。  

2、 融合式平等是整個公約制定的新的平等模式。它接受實質

的平等模式，並在以下方面對平等的內容進行了擴展及闡

述：(1) 公平的再分配面向，以解決社會經濟不利條件；

(2) 肯認面向，以對抗社會烙印、刻板印象、偏見及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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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人的尊嚴及人的相互交織；(3) 參與面向，以重申作

為社會群體成員的人的社會性，並透過融入社會完整肯認

人性；(4) 調節面向，作為人的尊嚴的問題，為差異留出

空間。公約的基礎是融合式平等。  

（三） 刻版印象及交織性歧視 

1、 歧視往往反映我們對人的社會分類，以及對特定社會分類

者的刻板印象。歧視可以基於單一特徵，如身心障礙或性

別，也可以基於多重及(或)交叉特徵。當身心障礙者或與

身心障礙相歧視可以基於單一特徵，如身心障礙或性別，

也可以基於多重及(或)交叉特徵。當身心障礙者或與身心

障礙相關的人員因身心障礙加上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族裔、性別或其他身份而遭受任何形式的歧視時，就發生

了「交織歧視」。 

2、 交織歧視可以表現為直接或間接歧視、拒絕提供合理調整

或騷擾。例如，由於非可及性格式而無法獲得與一般健康

有關的資訊，受影響的是所有的身心障礙者；但盲人婦女

無法獲得計畫生育服務，則是因為她的性別及身心障礙兩

個交叉原因而權利受到限制。在許多情況下，很難區分這

些理由。 

3、 身心障礙婦女及女孩屬於最經常遭受多重歧視及交織歧

視的障礙群體。我們應將他們視為享有平等權力的公民，

並聽他們的心聲及需求，進而提供足夠友善的環境與社會

支持，協助實踐生活中的各種角色，讓障礙者跟非障礙者

有平等的生命價值 。 

二、 障礙模式的分類 

慈善模式是傳統社會對待障礙者的方式，由宗教團體、慈善

機構、家庭吸收照顧障礙者的責任，此時期的身心障礙者被社會

塑造為「可憐的人」、「社會的依賴者」，將障礙視為個人的悲

劇，障礙者是依靠社會的同情、救濟過活。19世紀以後，工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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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優生學思潮影響，西方醫療知識技術的專業與建制化，醫療

模式興起。人們想辦法使用醫療、照護以「治癒」障礙者「生理

缺陷」，回歸「正常」，以符合社會對「健全身體（abled-body）」

的期望。直至1970年代，社會模式對個人醫療模式提出批判，打

破損傷等同於障礙的觀念，由外部結構觀點看待障礙經驗，認為

社會環境回應、對待損傷者的方式才是導致障礙的主因。21世紀

初，聯合國提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人權模式為基礎、

將障礙者視為權利主體，強調障礙者身而為人應擁有與他人相等

的權利，並致力於幫助障礙者融入社會。 

三、 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 

(一) 智能障礙的特質與需求 

1、 智能障礙的特質： 

(1) 抽象思考及表達能力較為困難。 

(2) 易受到周遭環境影響，注意力持續時間較短。 

(3) 在接收指令與表達訊息時，需要較長的時間反應。 

(4) 對抽象訊息及指令的理解有限，需要簡單易懂的指令。 

(5) 對自身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較缺乏洞察力，導致社會人際與

情緒行為反應較慢。 

2、 智能障礙者對於資訊的需求： 

提供資訊時，內容設計以小學四年級可以理解的程度為原

則，並且可適時以圖片輔助文字說明。易讀版本注意事項： 

(1) 內容以心智障礙者的需求為主。（可以想想什麼樣的資訊

是閱讀者會需要或想知道的） 

(2) 產出過程邀請心智障礙者共同參與討論，在修改的過程

中，應以心智障礙者的意見為主。 

(3) 使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及簡短的句子，適時搭配簡單的圖片

或照片協助閱讀，但不宜使用稚化的兒語。 

(4) 布局應統一，文字大小建議以16號字體為主，並使用較高

的顏色對比度（如：白底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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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製作時應考量使用者的認知能力與障礙程度，提供合宜的

資訊。 

(二) 自閉症（肯納症）者的特質與需求 

1、 自閉症（肯納症）者的特質 

(1) 社會互動及溝通能力受限。 

(2) 表現出固定而有限的行為模式及興趣。 

2、 自閉症（肯納症）者的需求 

(1) 互動時使用簡單、口語化的語言溝通。 

(2) 提供協助者幫忙，可以減少自閉症者的不安。 

(3) 環境與工作規範請事前清楚說明，可讓自閉症者先做好心

理準備。 

(4) 清楚告知工作流程，且給予明確指令，讓自閉症者有規則

可依循。 

(5) 由於自閉症者閱讀需求差異性大，提供閱讀文件時，可事

先詢問使用者文件內容是否需搭配簡單清楚的圖示。 

(三) 視覺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1、 視覺障礙者的特質 

(1) 當我們討論到視覺障礙者時，可以區分為全盲者及低視能

者。相對於視覺障礙者，非視覺障礙者稱為明眼人。 

(2) 全盲又可區分為先天失明及後天失明。視覺損傷發生於不

同時期時，也會影響視覺障礙者建構及接受資訊的方式。

如：先天失明者學習點字的機率大於後天失明者；後天失

明者較習慣透過「聽閱」的方式獲得資訊。 

(3) 視覺障礙者不易掌握所處環境的變動。 

(4) 視覺障礙者的行動限制大於明眼人。 

(5) 低視能者因為視覺機能並未完全喪失，只要藉由適當的輔

具或透過放大字體並提供較長的閱讀時間，仍可閱讀普通

文字。 

2、 視覺障礙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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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我們討論到視覺障礙者時，可以區分為全盲者及低視能

者。相對於視覺障礙者，非視覺障礙者稱為明眼人。 

(2) 全盲又可區分為先天失明及後天失明。視覺損傷發生於不

同時期時，也會影響視覺障礙者建構及接受資訊的方式。

如：先天失明者學習點字的機率大於後天失明者；後天失

明者較習慣透過「聽閱」的方式獲得資訊。 

(3) 視覺障礙者不易掌握所處環境的變動。 

(4) 視覺障礙者的行動限制大於明眼人。 

(5) 低視能者因為視覺機能並未完全喪失，只要藉由適當的輔

具或透過放大字體並提供較長的閱讀時間，仍可閱讀普通

文字。 

(四) 聽覺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1、 聽覺障礙者的特質 

(1) 手語：語屬視覺語言，為聾人日常使用的語言。我國2019

年1月發布「國家語言發展法」，明定臺灣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為國家語言之一。臺灣手語的位置範圍在大腿上

半至頭的上方，因此直播手語翻譯員時，該範圍應清楚呈

現，以利手語使用者接訊息。與手語使用者互動、溝通時，

眼神應直視手語使用者，而非手語翻譯員。 

(2) 讀話（讀唇）：如聽覺障礙者透過讀話（讀唇）來接收訊息，

說話者與障礙者說話時嘴部不宜遮掩，並且避免背光，對話

內容應以簡短、淺白為主。與聽覺障礙者溝通時，如果沒有

手語翻譯員，可以透過筆談或行動裝置（如：筆記型電腦、

手機）進行溝通。 

2、 聽覺障礙者的需求 

(1) 理解聽覺損傷產生的障礙，提供以視覺為主的溝通方式。 

(2) 對於聽覺障礙者而言，相對安靜的環境較易接受資訊。 

(五) 語言及溝通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1、 語言及溝通障礙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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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語言及溝通障礙者的個別差異性大，但大致可分為構音

異常、聲音異常、語暢異常及語言發展遲緩。 

(2) 語言及溝通障礙者較非語言及溝通障礙者更容易面臨沒自

信、社交退縮及語言表達的障礙。 

2、 語言及溝通障礙者的需求 

(1) 提供足夠的表達時間。 

(2) 使用擴大及替代性輔助溝通系統，如：溝通板、語言學習筆、

紙鍵盤、打字溝通法。 

(3) 適時運用筆談、肢體語言。 

(六) 肢體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1、 肢體障礙者的特質 

(1) 肢體障礙包含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損傷，

因此肢體障礙者所需的服務，也有極大的差異。 

(2) 肢體障礙者的認知能力與非身心障礙者相當，然而因移動需

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因此在缺乏可及性/無障礙的情形下，

影響參與學習活動及社會活動之權利。 

2、 腦性麻痺者的特質：腦性麻痺者是以肢體運動功能障礙為主

的多重性障礙，是一種非進行性的腦部損傷，因此腦部損傷

不會一直惡化。然而部分腦性麻痺者，其損傷影響到控制動

作以外的其他腦部區域，因此也面臨視覺、聽覺、語言溝通

及智能障礙。 

3、 肢體障礙者的需求 

(1) 在行動、擺位、書寫及閱讀上可能會遇到障礙，因此在硬體

上需要考量環境無障礙及提供適切輔具，另外可及性格式也

可以協助障礙者接收資訊，如障礙者無法書寫時，可以透過

打字、錄音或口述的方式表達意見；閱讀或翻頁有困難時，

可以提供有聲教材。 

(2) 助行器。 

(3) 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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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腋下拐手杖。 

(5) 頭控滑鼠。 

(七) 精神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1、 精神障礙者的特質 

(1) 精神障礙者屬外表不容易被看出來的隱性障礙者。 

(2) 因認知、思考、感官知覺或情緒障礙，會影響精神障礙者的

社會適應技巧，造成人際關係互動的退縮，易於就學、就業

等層面處於弱勢。 

(3) 在社區融合面向，精神障礙者因社會技巧功能損傷與社會的

不理解，也常須面對各種挑戰、壓力及社會排除。 

2、 精神障礙者的需求 

(1) 不論透過口語或書面提供訊息，應避免艱深文字、過於複雜

的排版，應以簡單易讀為原則。 

(2) 由於精神障礙者注意力集中的功能較弱，因此會議時間不宜

過長，並且給予充足的休息時間。 

(3) 降低環境的刺激（如過於吵雜的環境）可以協助精神障礙者

情緒平穩；提供較長的時間思考，有助於精神障礙者的表達。 

(4) 當精神障礙者的情緒波動較大或態度大幅改變時，可適時詢

問及釐清是否需要提供協助或引導。 

(5) 如不清楚精神障礙者的需求，可以直接詢問本人。 

四、 警察履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責任 

(一) 障礙議題工作者的責任與義務 

1、 服務提供者為瞭解身心障礙者的需求，經常透過研究案蒐集

資料；社會大眾為了更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經常透過不

同的方式與身心障礙者互動，然而身心障礙者相對於非身心

障礙者，更常處於社會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下，因此非身心障

礙者如何在多元價值的情境中，審視自我權力行使的適當性

是重要的。 

2、 當工作與障礙議題相關時，除了遵守一般性規範外，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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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1) 提供淺顯易懂的文件（如知情同意書、服務契約）。如身心

障礙者無法完全理解你要傳達的訊息，應依照不同的損傷程

度提供可及性格式或是由專責工作人員解釋與說明。 

(2) 確保身心障礙者本人表達意見及選擇的機會，而非僅透過詢

問身心障礙者的重要他人或團體來理解身心障礙者。 

(3) 讓身心障礙者瞭解縱使他們說出不符合服務供者或研究者

期待的回應，仍不會影響他們接受服務的權利。 

(4) 提供服務或研究的過程中，確保身心障礙者的尊嚴，不打探

與服務和研究案無關的隱私。 

(5) 提供服務或研究的過程中，針對物理、心理等情境進行風險

管理，確保物理環境不造成身心障礙者的傷害，並察覺所衍

生的心理衛生議題，進行處裡及啟動相關轉介機制。 

(6) 讓身心障礙者清楚瞭解，工作者或研究者如何保護他們的隱

私、如何遵守保密原則、管理個人資料以及有哪些人可以接

觸到與身心障礙者個人隱私相關的資料。 

 (二) 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1、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部分：「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之規定，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

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

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2、 被害人或證人部分：「刑事訴訟法」第248之1條之規定，被害

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或詢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

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得陪同在場，並得陳

述意見。 

 五、智能障礙者的詢問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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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者的

可能行為 

回應方式 

看到警察逃跑 評估受詢問者為什麼要逃走，以及恐懼的可能原因。透過

一些方法盡快與該人建立溝通方式來減少恐懼，並詢問他

們需要什麼才能感到安全。 

需要一些刺激

才能回應警察

的詢問 

詢問該人需要哪些幫助(如手勢或簡短的用語)，才能進行

有效的溝通。如果他們無法與您交流，請先嘗試給對方一

些空間，然後再試一次。 

需要一些時間

才有辦法執行

命令 

給這個人時間來充分接受訊息，並確保理解方向或命令（通

常，等待至少7秒以使訊息被處理）。請該人用自己的話重

複指示或命令。警察還可以實際示範希望該人做什麼。 

不會直視警察

的眼睛 

不要認為缺乏眼神交流是缺乏尊重，或者這個人在隱瞞什

麼；相反，請考慮這是否可能是該人的典型反應。對部分

智能障礙者而言，眼神交流會讓他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舒

服。 

似乎不理解警

察所說的話 

讓對方用自己的話重複剛才所說的話。在每個問話之後確

認該人理解警察所詢問的問題。 

快速輕鬆地承

認犯罪 

謹慎前行，因為智能障礙者很容易受到所謂的朋友和其他

人的壓力而做出虛假坦白，以取悅他人並感到被他人接

受。確保當事人的律師或其他辯護人在場，並確保在訊問

期間律師在場，以保護當事人的權利。 

無法以清晰、

合乎邏輯或一

致的方式回答

發生的事情 

問這個人甚麼事情可以幫助他們感到安全，談論發生的事

情。讓該人在自己的時間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

除了身心障礙之外，受到創傷還會使某人更難報告受害情

況。 

伍、案例教育 

一、未依法盤查，遭誤認「假警察」詐騙案 

(一) 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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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甲執行局辦擴大臨檢暨保護少年勤務，在公園巡邏勸導

時，因發現有當日尋獲高關懷少女中輟生逗留等情事，故

對在場少年進行關懷勸導，過程中警員甲未著刑警背心及

出示刑警證件，致少年誤認遭「假警察」詐騙、恐嚇等情

立即聯繫家長，並報警處理。 

(二) 調查分析 

1、 查員警行使職權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規定：未

著制服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及盤查理由，雖其盤查及進行關

懷係出於關心少年恐涉「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第

2條第1 項第3款第15目: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或損及

他人權益或公共秩序之行為，為保護少女遂上前一併關心及

勸導。惟楊員等2員遭受少年質疑身分時，未即時出示證件

及向少年解釋理由與法令，遭民眾貼文至社群媒體造成負面

與論，影響警察形象。 

2、 刑事單位執勤時身著刑警背心並攜帶微型錄影機與民眾接

觸時應開啟錄影，雖對象為少年，但為免日後執勤爭議時無

佐證資料，仍應開啟錄影，以臻周全。 

3、 員警執勤後應填寫工作紀錄陳核，尤以執勤過程中有異常事

故或有與民眾發生有爭議時，應恪遵報告紀律除立即向單位

主管、勤務指揮中心、業務系統三線報告外，更應詳敘於工

作紀錄中。 

(三) 人權指標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4條第 1項：所有兒童有

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需保護

措施，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

社會階級、財產、或出生而受歧視。 

2、 《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條：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

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

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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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

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3、 《兒童權利公約》第 10號意見書：所有就實施少年司法採

取的決定，都應首先考慮到兒童的最佳利益。兒童在身心

理發育及其感情教育需求方面有別於成年人。從與執法機

構接觸即刻起，在整個處置兒童的過程中，直至落實所有

涉及兒童的措施方面，都必須恪守和尊重和保護兒童尊嚴

及價值感，以增強兒童對他人人權和自由的尊重。 

4、 《兒童權利公約》第 24號意見書亦重申預防和早期干預以

及在系統各階段保護兒童權利的重要性，同時應避免訴諸

司法程序的干預措施。 

(四) 策進作為 

1、 本案實施盤查未依警察權行使法主動出示證件，將加強所

屬法治教育，遵守執勤相關法令及標準作業程序，並注意

執勤態度及應對技巧，同時貫徹三線報告(主官、業務、勤

指中心)紀律，遇案依序初報、續報、結報，以利即時掌握

案況，避免因不當執法招致爭議，影響警察專業形象。縝

密勤務部署，確保民眾安全。 

2、 請各單位利用勤教或其他集會時機，加強宣導所有兒童有

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必需之保護

措施，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兒童應有保

障、免遭受經濟及社會等方面權利的剝削，更進一步的將

生存發展權與公約第 2條（禁止歧視）、第 3條第 1項（兒

童最佳利益）及第 12條（尊重兒童意見）並列為公約之四

項一般性原則，作為落實與解釋公約所有條款必須納入考

量的原則之一。 

二、未依法貿然盤查，不慎傷民損警譽 

(一) 案情概述 

某日所長與警員甲、乙等 3 員，於常年訓練勤畢（著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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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車返所途中，行經宮廟附近，發現 1 名男子騎乘腳踏車邊

使用手機，車身搖晃、形跡可疑，遂將車輛駛近，所長拉下

車窗表明為警察，正開門下車欲實施盤查之際，該民見陌生

人趨近，一時驚恐，立即將腳踏車棄置拔腿狂奔，所長見狀

大喊「我們是警察」，3員隨即追上攔查，雙方發生拉扯，過

程中該民重心不穩，跌倒時不慎撞上耕耘機，導致左臉頰遭

劃傷。所長見狀立即通報 119 派遣救護人員到場，將該民送

醫救治，經查證身分為〇姓少年，利用暑假到秧苗場打工，

正於打工結束返家途中，經查無相關不法情事。該局後續除

給予陳民關懷慰問及全力協助所需醫療費用，並針對所長等

3員未依法定程序盤查，違反勤務紀律，予以相關行政處分；

3 名員警以涉嫌刑法過失傷害及瀆職等罪嫌，報請地方檢察

署偵辦。 

(二) 調查分析 

1、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 條第 1項「警察行使職權時，

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同條第 2

項「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本案

○所長 3 員未著制服，於發動盤查時亦未出示證件及告知事

由，僅大喊「我們是警察」，迄陳民遭制伏後始出示證件，不

符規定。 

2、 本案所長等 3 員於常年訓練勤畢返所途中，發現可疑對象欲

實施盤查，參照「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遇可疑人或車，應於盤查盤檢前，先報告勤務指揮中心，登

記實施地點、被盤查人外顯行為及衣著等相關特徵資料等，

以利即時掌握現場狀況，惟本案於盤查前未踐行報告程序。 

(三) 人權指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

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

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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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策進作為 

1、 各警察機關應加強所屬員警人權與法治教育，遵守執勤相

關法令及標準作業程序，並注意執勤態度及應對技巧，同

時貫徹三線報告（主官、業務、勤指中心）紀律，遇案依

序初報、續報、結報，以利即時掌握案況，避免因不當執

法招致爭議，斲傷警察專業形象。 

2、 為維護當事人權益及保障員警執勤安全，應依「警察機關

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管理要點」第 3 點，

員警執行公務與民眾接觸前或依個案研判，有開啟（微型

攝影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連續攝錄處理事件經過，

俾利還原事實真相。 

三、謊報案件遭員警使用束帶束嘴，執法過當案 

（一） 案情概述 

警員 A擔服調閱監視器勤務，17時許轄區賴民報案稱：「○

樓（樓上）有敲打聲音，妨礙安寧」， 警員 A獲報與警員 B

一同前往，到場後先至○樓確認無妨礙安寧情事，隨後至樓

下賴民住居所，按電鈴告知：「樓上無妨礙安寧情事，你已

故意報案多次，且都係報假案，將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將

其帶回」，警員 A 要求其開門，賴民不願配合，警員 A 即逕

行進入其住居所，以強制力將其帶回調查，復因賴民於過程

中情緒激動且不斷大聲叫囂，遂使用束帶束嘴。案經賴民致

信檢舉，調查認定警員 A執法過當，核予行政處分及調整服

務單位，並就涉犯刑事法令部分，主動報請檢察署偵辦。 

（二） 調查分析 

1、 賴民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5條「無故撥打警察機關

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警員 A依法通知其到案（返回

派出所）接受調查，然本案是否符合同法第 42 條，得逕行

進入賴民住居所，並使用強制力將其帶返所部分？容有疑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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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員 A於調查過程中，因賴民情緒激動及不斷叫囂，遂使用

束帶束嘴，衍生執法過當爭議，經該分局調查後，主動報請

檢察署偵辦。  

3、 就賴民疑因精神狀態異常，致無端重複報案，經再次發現謊

報，業由派出所依程序，將其強制送往療養院治療；另該分

局已提供警員 A心理關懷、輔導，避免類似情事再發生。 

（三） 人權指標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條前段規定：任何人不

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2、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

約》第 1條：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

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

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

由，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

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

施予，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

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

在此限。 

(1) 酷刑行為之構成要件： 

A. 從事酷刑的行為主體為「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之

人，或受到前述行為主體之教唆、同意或默許之人」。 

B. 進行「會使行為客體肉體或精神上受到劇烈疼痛或痛

苦」的任何行為。 

C. 行為主體必須具有「故意性」從事酷刑行為，須有禁止

酷刑公約第 1條內所提及之意圖： 

(A) 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 

(B) 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 

(C) 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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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 

(2) 行為主體基於故意進行之行為滿足上述方構成酷刑行為。 

3、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

第 16 條前段規定：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之領域內防止

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

行未達第 1條所定義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行為。 

（四） 策進作為 

1、賴民於 111 年度報案妨礙安寧高達 2,341 件，不當耗費公

家資源，並造成第一線外勤員警不必要負擔，該分局已律

定勤務指揮中心逐月統計 110 案件受（處）理情形，並將

重複報案等異常案件提會討論，據以研析相關策進作為。 

2、該分局已要求各單位正（副）主管應即時掌握及管制轄區

各類案件，並負起指導教育所屬員警責任，針對重大及敏

感性案件，應遵守三線報告紀律，以利妥善處置。 

3、執法人員對於國家所賦予之公權力應謹慎行使，選擇對人

民侵害最少且適當之方法為之，方能符合比例原則，各單

位應安排人權法治相關課程施教，避免因不當執法侵害人

權，斲喪警察專業形象。 

四、巡邏線上攔查失聯移工，進入教會爭議案 

（一） 案情概述 

1、 員警B及C擔服巡邏勤務，於銀行巡簽時，發現3名疑似外

籍男子在銀行旁聚集，見到警察隨即轉身拔腿逃逸，進入

耶穌聖心堂內，員警B及C遂立即上前追查。  

2、 員警B及C無法判別其身分，且又在銀行旁聚集，並見警拔

腿就跑等舉措，疑為詐欺車手、重要逃犯或失聯移工，當

下即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1款「合理懷疑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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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欲追上前查證其身分員警

B及C進入教堂後，在左側樓梯間盤查該名逃逸男子，經查

證身分，為移民署通報逾期居留之越南籍失聯移工黃某，

過程並未進入彌撒會場，亦未盤查教堂內其他民眾，全案

詢後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請移民署北區事務大

隊新北市專勤隊依法辦理。  

（二） 調查分析 

1、 員警B及C發現3名男子在銀行旁聚集且見警馬上逃逸，行

為明顯可疑，又從外貌無法判別其身分，疑渠等可能係車

手、重要逃犯或失聯移工，立即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

第1項第1款「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

者」，對黃某實施查證身分，非屬無差別任意性盤查，且

執行過程僅在2至3樓樓梯間進行盤查，均未進入彌撒會

場，惟因情況急迫來不及向場所負責人說明，僅能注意避

免影響彌撒進行及內部外籍移工人權。  

2、 按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意旨，所謂「人民有信仰宗教

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及參與或

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而彌撒活動屬於宗教行為，在必

要之最小限度內，仍受國家相關法律之約束。員警B及C

因3名男子見警隨即衝入教堂內逃竄，行跡可疑，爰依「警

察職權行使法」進入教堂進行盤查，過程僅在樓梯間進

行，尚無干涉或禁止該教堂之彌撒活動，符合比例原則，

亦未違反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

由」之意旨。 

3、 本案員警因緊急狀況，須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查證民眾

身分，然因地點涉及宗教人權及自由，屬敏感性案類，應

於執行完畢即時向主官（管）報告，並同步向場所負責人

及工作人員等妥適說明，係為預防危害及維護社會治安為

宜，避免造成在場人士騷動，衍生不必要誤會，作法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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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空間。  

（三） 人權指標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公約

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

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

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

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

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

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

身分而生之歧視。 

3、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承允保證人人行使本公約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

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 

4、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 5 條規定：我國國

民不分種族、族群，平等享有各種權利；對於非公民取得

公民身分的機會、司法救濟、被驅逐或遞解出境及經濟、

社會、文化等權利，亦儘可能予以最大的保障。 

（四） 策進作為 

本署為避免執法人員以種族、族裔定性或公式化（刻板印

象）的方式造成對不同群體之間的歧視或微歧視，透過教

育訓練及各式集會禁止種族定性行為的培訓、鼓勵跨族群

的語言學習、增加跨文化認知的培力、避免標籤化特定群

體、防治歧視言論散播等，藉由創造友善對話平臺，增進

族群之間的認識、互動與理解，學習尊重差異，培養對多

元文化的敏感度，平等對待每一個族群與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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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盤查身心障礙者未注意相關權益，違反人權案 

（一） 案情概述  

1、 員警 D 及 E 擔服捷運守望勤務，獲報○○站發生乘客糾

紛，立即趕抵月臺，現場民眾甲女指稱，另一當事人乙男

（領有中度身心障礙手冊）稍早在車廂內擅自將口罩拿

下，並有吐痰、擦抹在車廂扶手等行為，甲女見狀即拿出

酒精噴灑消毒及制止，乙男因而情緒激動，雙手揮舞、拍

打，過程亦拍打到其他乘客，造成車廂內騷動、紛紛走避，

後列車靠站，由捷運公司站務及保全人員將乙男帶至車站

大廳，然過程乙男情緒仍持續激動、揮舞雙臂，有乘客見

狀便朝乙男噴灑不明液體（疑為辣椒水），其他乘客見狀

及聞到站內瀰漫刺鼻氣味，以為發生重大事故，造成站內

騷動奔逃。 

2、 員警 D 及 E 到場後，協助查證當事人身分及釐清事件經

過，惟因乙男口語表達能力有限，無法完整陳述事件發生

經過，遂通知乙男母親到場協助，捷運公司站務人員據甲

女陳述情節，即當場對乙男依違反「大眾捷運法」第 50

條第 1項第 9款（在車廂隨地吐痰）開立裁處書裁罰，並

由轄區派出所陪同當事人甲女、乙男及乙男母等人返回駐

地，處理雙方告訴等事宜。 

3、 因甲女、乙男雙方均表示不予追究，乙男經派出所製作警

詢筆錄後，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在

指定清除地區內隨地吐痰），函請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裁處。 

4、 案發過程經乘客拍攝上傳至社群網路，迅速散播並引發新

聞媒體追訪，捷運公司遂主動發布新聞稿，說明前述案情

經過及將乙男依違反「大眾捷運法」裁罰等情，嗣經監察

院主動調查，調閱車廂及站區監視錄影畫面釐清，發現事

實非如捷運公司新聞稿所述，又警方於調查時亦疏未釐清

案情事實，即逕將乙男函送環保局裁罰等情，影響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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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乙男權益，提出檢討及要求加強教育訓練。 

(二)  調查分析 

1、 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指出，警察執

行勤（業）務涉及身心障礙者時，應保障其「司法近用權」

及「隱私權」，本案乙男患有自閉症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

證明，警方受（處）理本案雖有通知乙男母到場協助，並

陪同前往派出所製作筆錄，然囿於乙男口語表達能力有

限，無法完整陳述案件經過，爰本案除通知家屬外，宜覓

其他適當資源（如社工、法扶機構等），經家屬同意後陪

同在場，協助採取適宜溝通方式，以保障當事人權益。 

2、 本案捷運公司僅據當事人一方甲女陳述情節，即將乙男依

違反「大眾捷運法」開立裁處書，惟事後檢視車廂監視錄

影畫面還原事實經過，始發現乙男有情緒激動、拍打乘客

及自身頭部等行為，係因遭甲女嚴厲喝斥、並朝其面部等

處噴灑不明液體等刺激有關；又乙男拉下口罩，並沾抹唾

液於手指搓揉，復以手抓握扶手，應係自閉症患者常見固

著行為，與罰則「隨地吐痰」之要件未盡相符，裁罰顯有

瑕疵，事後捷運公司已主動撤銷裁罰。爰對於當事人為身

心障礙者案件，應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及訪詢目擊者等

證據，詳加查證後再行判斷案情，並依法妥處。 

3、 派出所員警製作乙男詢問筆錄時，係由乙男母在旁協助回

答，然乙男母不在案發現場無法確知實情，所述與事實有

所出入，警方在未釐清案情下，即逕依「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函送環保局裁處，對於案件調查、警詢筆錄製作及函

送行政裁處等程序上均有疏失。 

（三） 人權指標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前段，任何人不得施

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1項，人人有權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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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

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3、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3條第1款前段，應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

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 

4、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5條第1款，不得對任何人實

施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四） 策進作為  

1、 針對第一線執勤員警應加強相關教育訓練，邀請專家講授

對於各類別身心障礙者之認知、提升對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之觀念等課程，藉以強化員警受（處）理身心障礙者事

件時，能具有適當的辨識方式並提供妥善協助，俾建立以

人為本執勤技巧。   

2、 依據本署112年2月24日警署行字第1120072803號函，警方

研判當事人（疑）為身心障礙者，陳述能力或口語表達有

困難時，可逕行撥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線：

412-8518，申請檢警陪偵、提審，或進行電話法律諮詢等

服務，該機構將從寬認定，指派律師到場協助當事人。 

3、 為促使警察機關恪遵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就製作調查筆錄

有嚴謹法定程序： 

(1)刑事調查部分，依本署「警察機關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

律師到場辯護作業程序」，警察人員遇有刑事訴訟法第31

條第5項強制辯護案件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

辯護人，應即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填寫「法律扶助基金會檢警律師陪同到場專案-指派律

師通知表」，傳真至該基金會全國單一服務窗口，並以電

話再行確認）。  

(2)行政調查部分，依「行政程序法」第31條規定，當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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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經行政機關許可或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命）

偕同輔佐人到場。若由輔佐人代為回答時，詢問筆錄內應

記載真實狀況，如「因障礙者無法回答」、「由○○代為

回答」等。 

4、 為增加身心障礙族群相關權益認知，俾利執勤時遇有是類

對象，需實施盤查（檢）或詢問時，落實人權保障，各單

位應持續宣導下列規範： 

(1) 本署108年6月25日警署防字第1080103954號函頒「地方

政府提供心智障礙者陪同應訊之專業人員服務及其他支

持性措施資源表」。  

(2) 本署109年11月26日警署行字第1090159899號函頒「警察

人員執行盤查或盤檢時，對各種精神或心智障礙病症認

知及對自閉症患者應對資料」。  

(3) 本署111年12月7日警署刑司字第1110012586號函頒修正

「警察機關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作業程

序」、警署刑司字第1110012587號函頒修正「警察機關

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應行注意事項」。  

(4) 本署111年12月29日警署教字第1110212476號函頒「112

年警察實務常年訓練學科講習必訓課程教材」之「警察

執法落實兩公約及身權公約權益保障」課程。  

(5) 本署112年2月24日警署行字第1120072803號函請各警察

機關加強宣導，針對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前

往警察局製作筆錄，可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協助。 

伍、結語 

羅斯福夫人擔任「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主席時說：

普世的人權究竟由何處開始？從微不足道的地方，近到在家

裡。這些地方太小，小到在世界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即使如此，

這些地方是由個人所組成的世界，人們居住的街坊中，人們就

讀的學校裡，上班的辦公室或工作的農場。在這些地方，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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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小孩都在追求平等的正義、機會的均等、及免於

受歧視的尊嚴。除非人們的權利在這些地方可以受到保障，否

則在外面的世界中，這些權利不會具有任何的意義。 

聯合國於 2011 年通過《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第 2

條聞明，所謂的人權教育並非僅單指教授人權，即 about human 

rights;還必須要 through human rights，意即在教人權的過

程中，是否有透過符合人權價值的方式來執行或參與，例如，

衛生福利部在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教育訓練過程，包

含教材形成或講師來源，都有納邀重要關係人身心障礙者參

與，這就是聯合國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對於回應人權

教育的評估或成效，除了關述我們做了什麼，還必須包括我們

怎麼去執行、執行的過程是否符合人權價值，也就是 through 

human rights 的過程也很重要。最後，要能  for human 

rights，意即參訓者能真正的被賦權和擁有人權，同時也能具

有尊重和維護他人權利的能力。 

當國家邁向人權與法治並重的時候，警察執勤也必須與時

俱進，全力落實人權價值。透過各種講習、教育訓練，宣導人

權保障規定，深化員警人權意識。以保障人權為前提，掌握實

踐民主、恪遵規範、公平對待、尊重多元及專業執法等原則，

適正執法，兼顧維護社會治安與保障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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