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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件調查處理程序 

• 教會(單位機構)受理 

• 啟動調查(通報規定) 

• 調查小組之組織與運作 

• 調查(訪談)過程 

• 證據法則與事實認定 

• 懲處建議 

• 調查報告之撰寫 

• 調查結果 



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
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二個月
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
當事人。 

前項調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
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當事人得於期限
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再申訴時，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一、調查小組組成與調查處理流程 



調查小組組成 

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性騷擾再申訴
案件後，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七
日內指派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調查小組，並
推選一人為小組召集人，進行調查。並依前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調查處理流程(一) 

• 前置行政作業 

• 調查小組會前會 

• 調查爭點 

• 訪談重點 

• 訪談通知 

• 調查訪談空間安排 



調查處理流程(二) 

• 訪談順序 

• 申請調查人的調查訪談 

• 被申請調查人的調查訪談 

• 調查訪談 

• 調查暫停 

• 證據調查 

 



調查處理流程(三) 

• 事實認定的訪查重點 

• 處理建議 

• 訪談與錄音紀錄 

• 調查報告格式 

• 性別公義委員會審核 

• 調查程序之法令規範 



前置行政作業 

• 調查小組協助確認調查小組之適法性(1/3人
才庫，1/2女性) 

• 調查小組成員之出席費用支給 

• 相關資料應於會前以密件寄交成員，以利
審閱 

• 事發後，單位機構對事件初步的了解與緊
急處置，可列為調查相關事證 



調查小組會前會 

• 教會(單位機構)簡報目前處理狀況 

• 審閱新增資料 

• 擬定調查爭點 

• 決定召集人及報告撰寫人 

• 與單位之性別公義委員會取得共識：將主
導權交給調查小組，不得私下自行與當事
人協調或傳播未經證實的訊息 



調查爭點 

• 釐清事發經過 

–確認申請人所指控的事情是否確實發生？ 

• 檢視構成要件 

–確認事發經過是否符合性騷擾之構成要
件 



訪談通知 

• 以書面通知為原則 

• 通知應注意保密原則 



調查訪談空間安排 

• 以安全、隱密、溫馨之所在為原則 

• 受訪者與三人小組座位安排建議為L型，五
人小組則安排U行為宜 

• 受訪者的等待區要準備兩間，分別隔開 



訪談順序 

檢舉人 
申請調
查人 

被申請
調查人 

相關人 



申請調查人的調查訪談 

• 明確告知調查依據及調查小組之適法性 

• 請申請調查人說明申請調查事由 

• 與申請調查人確認申訴事項 

• 詢問申請調查人對調查的期望或要求 

• 請申請調查人提供相關有利於調查之物證
及人證 

• 訪談結束前，詢問申請調查人是否補充說
明 

 



被申請調查人的調查訪談 

• 明確告知調查依據及調查小組之適法性 

• 告知申請調查人身分與申請調查事由 

• 請被申請調查人逐一答辯被申訴事項 

• 詢問申請調查人對調查的期望或要求 

• 請被申請調查人提供相關有利於調查之物證及
人證 

• 訪談結束前，詢問被申請調查人是否補充說明 

• 向被申請調查人說明：禁止進行報復或騷擾 



調查訪談 

• 委員自我介紹↓ 

• 聲明合法基礎↓ 

• 符合迴避原則↓ 

• 詢問對方同意↓ 

• 全程錄音取得同意↓ 

• 開始訪談 



調查訪談 

• 結束時提醒： 

–會後如要補充，以書面呈送承辦單位 

–有任何意見或資料，請透過承辦人轉達 

–調查人員不得與當事人直接接觸 

–被申請人不可以與申請人再接觸 

–不可求情、不可關說 

–不可威脅、恐嚇、報復 

–謝謝對方的配合 



調查訪談 

• 救濟管道： 

–提醒當事人救濟管道 

–可以詳細閱讀訪談稿 

–申復的期限、要件、接案單位 



調查暫停 

• 受訪者情緒激動或低落無法進行時； 

• 調查陷入案情膠著的狀態時； 

• 調查小組成員彼此意見不一致時。 

以上情形，召集人可宣布暫停或擇日再繼續
進行訪談 



證據調查 

• 人證 

• 物證 

• 書證 

• 其他：如申請人之陳述、身心反應狀況、
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 



事實認定的訪查重點 

• 釐清事發經過 

• 判定事發經過 

–雙方說詞一致 

–雙方說詞不一致 

• 事實認定 

–性騷擾成立與否？ 



處理建議 

• 調查小組應取得事實認定的共識，並提出

符合比例原則的處理建議 

• 調查小組請該教會(單位機構)提供新觀懲處

規定及辦法，做為建議之參考 



訪談與錄音紀錄 

• 錄音檔由承辦單位收納歸檔，不應給予當

事人，以免資料外流 

• 訪談紀錄(錄音檔逐字稿)完成後，請受訪者

審閱後簽名確認 



性別公義委員會審核 

• 調查報告呈送性別公義委員會審閱，並由

小組代表列席呈送性別公義委員會說明與

答詢 

• 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應密件封存，鎖藏於

專櫃，編碼建檔，指派專人妥適保管 



調查程序之法令規範 

• 被申請人、申請人及調查人員資料之提供 

• 調查過程之紀錄(筆錄、錄音等) 

• 證據及檔案之保管 

• 原始檔案之保密內容 

• 原則上不給予閱卷 

• 應避免對質 



二、性騷擾事件之性別敏感度
與調查倫理議題 



性別敏感度之議題 

• 當性別遇上性騷擾時，我們還必須了解性
別與性傾向、年齡、種族、族群、社經地
位／階級、宗教信仰…等等因素的交互作用
與相互關係。 



性別敏感度之議題 

• 當性別遇上性騷擾時，我們還必須了解性

別與性傾向、年齡、種族、族群、社經地

位／階級、宗教信仰…等等因素的交互作用

與相互關係。 



調查倫理之議題 

• 保密之原則 

• 迴避之原則 

• 不接觸之原則 

• 其他應注意事項 

 



四、性騷擾案件調查程序中運
用諮商技巧之訓練 



前言 

• 訪談 

• 建立關係 

• 訪談的目的 

• 訪談過程 

• 訪談者的態度 

• 訪談時的互動 

 



訪談技巧 

• 增強受訪者的談話行為 

–溫和的注視對方、適時的點頭 

–適時的回應 

• 尊重受訪者所表達的意見 

–引導個人談相關事件內容或主題 

–面對不想談的內容 

•引導、說明事件的重要性 

•不強迫、不勉強、不用拐、騙、套 



訪談技巧 

• 開放式問題 V.S.封閉式問題 

–開放式問題：強調的是傾聽、觀察 

–封閉式問題：yes、no、問句 

–先使用開放式，後使用封閉式 

• 避免引導問題和過早的假設 

 



訪談技巧 

• 重述與摘要受訪者的談話內容與感受 

• 掌握訪談的過程與進度 

• 澄清 

• 避免與謹慎的使用指導性的談話 

• 引導式問題 

• 傾聽 



五、當事人權益與救濟程序說明 



當事人之權益 

•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性 

– 申訴人及證人免遭報復之規定 

– 對行為人或被申訴人應注意之程序公
平─對「具名檢舉」及「匿名檢舉」之
處理 

– 避免當面對質之重要性 

 



當事人之權益 

•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 

– 申訴人及證人免遭報復之規定 

– 對行為人或被申訴人應注意之程序公
平─對「具名檢舉」及「匿名檢舉」之
處理 

– 避免當面對質之重要性 

• 性騷擾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 調解之作用 

 



救濟程序之說明 

•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 
–私部門之救濟規定 

 如事業單位較具規模，可設計再申訴之程
序，以便在内部加以處理 

 如行為人即屬事業單位主管，或内部申訴
處理機制之決定不服，可向各縣市政府之
性別工作平等會，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如其組織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等
外部申訴處理機制請求救濟，如仍不服可
至勞動部之性別工作平等會請求救濟或提
出訴願，如仍有不服，可提起行政訴訟 

 法律扶助辦法之相關規定 



救濟程序之說明 

•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 

– 公部門之救濟規定 

軍、公、教均有救濟體系 

公務人員可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簡稱保訓會)提請救濟 

 教育人員可向教育部之性別平等
會提請救濟 

– 向媒體或民意代表求助之利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