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紀錄表

小組名稱
人身安全組

會議時間 108.11.15

業務單位參

與人員

職稱 姓名

府外委員代表

何振宇委員

行政處專員 吳少菁

行政處辦事員 林子祺

婦幼隊隊長 謝益銘

婦幼隊警員 周宜萱

議題討論

摘要

案由一：有關推動婦女權益之宣傳方式，提請討論。

案由二：有關未成年少年(未滿16歲)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自我人身安

        全保護及提供相關資源協助，提請討論。

府外委員

建議

案由一：有關推動婦女權益之宣傳方式，提請討論。

1、 何振宇委員：

1. 有關外籍及新住民朋友推動婦女權益之宣傳，有礙於經費問題，

可請外籍人士(非官方認證之專業人士)提供協助，降低翻譯費用，

並多利用網路、App等免費宣傳方式降低預算費用。

2. 可由業務主管單位(如社會處、性別主管機關)於會議上提出年度

宣導主軸，以利各單位提供資訊時才可扣緊主軸，而主軸之最佳

代言人便是「市長」，由市長帶頭引領市民一起做。

3. 建議分別列管所有登載於電子報與平面報紙的宣傳，由平面報上

登載的數量可看出該單位與媒體之關係。

4. 宣傳議題多些案例及權益方面之宣傳或多多討論新竹城市價值之

宣導，少些表揚之宣傳。

5. 性平影展是重要文化指標，每年可做1、2個亮點，例如由市長

帶頭看電影，並製作導讀、對談，或在最後與導演開座談會，表

現出市長與市府團隊對該議題是有策略的重視。

6. 建議市長於每年媒體說明會表達未來對於性平、婦權等議題之政

策，並搭配人民之幸福感，創造市民感到安穩、快樂之城市。

2、 謝益銘委員：

  有關推動婦女權益之宣傳方式，可以思考該如何分配網路媒體與

傳統單向宣導之資源，在不同的年齡層、對象等，利用不同網媒及

平台投入不同資源。如今網路相當發達，亦是達到快速宣傳另一種

方式，但仍需考量宣傳對象以及是否能達成成效。

  

案由二：有關未成年少年(未滿16歲)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自我人身安

    全保護及提供相關資源協助，提請討論。

1、 謝益銘委員 (府內委員)

  未成年性侵害今年較去年增加，我們看到孩童生理上迅速成長，

而心理、心智上的發展卻未跟上，但孩子們自以為長大能自我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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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兒童及少年接觸到性的資訊管道太多太廣，對於家長而言不

知從何管控，警政認為能到各個國中學校進行實務案例的宣導，透

過實際的例子讓孩子們感受到危機意識，讓孩子們了解若沒有正確

觀念，案例中被害人的故事也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2、 何振宇委員：

1.警察對於場地布置是否讓被害人感到無壓迫感，受理接待人員對

於

  未成年被害人是否具有一定的敏感度。

2.孩子的觀念及自我保護的能力，教育處可分成三個階段管控，第

一

  個階段是學前一直到小學一、二年級，宣導重點包含自我安全的

保

  護、對自我身體的了解等，小學三年級至小學四年級可能開始對

身

  體上有些了解，到小學五年級以後，警政就可藉由案例進行教育

宣

  導，亦可長期與社政、教育或性別相關基金會等單位合作宣導。

3.如今孩子們普遍使用網路、手機遊戲等，期望能推動網路實名制。

4.警察是維持國家秩序之重要人物，警察針對妨害性自主案件進行

宣

  導時，可著警察制服，展現警察權勢執法形象。

三、吳少菁委員 (府內委員)：

  未成年少年(未滿16歲)之性侵害案件，由於受害者年齡小，特別

是學齡前的幼童，他們通常欠缺自我保護意識，被侵害之後往往無

法具體描述被侵害過程，是特別需要被保護的，記得當年白玫瑰事

件，就是由於烏龍法官的判決引起民眾憤慨引起的，所以我們應該

重視對於幼童的人身安全的事前宣導預防措施，例如對幼兒園、各

大遊樂園區、公園遊樂設施等，兒童時常會去的地方，請這些場所

的管理者要注意這方面的議題。

未來工作目

標及策略

1. 持續宣導且落實辦理，宣傳方向多些案例及權益方面，少些表揚，並

利用不同網媒及平台投入不同資源。

2. 推動跨網絡間合作進行宣導，內容多以實際案例為主，讓被宣導者更

能深刻體會。

3. 召開小組會議時，參加人員除了委員外，相關局(處)應派員參加，以

利即時回覆及解決問題，或是否需要他單位配合，在分組會議即做初

步處理或解決，到大會時僅記錄小組會議之後續處理狀況，以提升會

議之效率。 

＊ 本市婦權會每年訂於 5、11月召開，各小組會議時間請於每年 3、9月進行。

＊ 各小組會議結束後請完成紀錄表，並函送委員知悉，副本抄送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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