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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下

合稱《兩公約》) 乃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亦是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

或缺之一環，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卻自願遵循《兩公約》人權標準，並使

《兩公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106 年 1 月，臺灣舉辦了《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

際人權專家對臺灣的人權現況，提出了「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其中

第 14 點及第 15 點即是關於人權教育。專家們關切臺灣人權教育訓練的妥適

性及有效性，並強調人權教育訓練的目標是要逐漸灌輸對人權原則與價值的

認識，以及人權在不同的社會部門中，如何被享受、被尊重、被保護及被實

踐；政府應為公務人員採取關於以人權為本作法的密集訓練課程。

　　為回應上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法務部參考聯合國於 99 年通過之世界

人權教育方案第二階段行動計畫，擬定「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

施計畫」，期望各機關透過編纂涉及主管業務之人權教材、培訓種子師資、

舉辦人權教育訓練等一連串作為，促進公務同仁瞭解《兩公約》與自身業務

之關聯性，學習將《兩公約》運用於工作中。為此，法務部規劃編纂所屬檢

察、行政執行、廉政、矯正、調查等五大系統之人權教材，供日後辦理人權

教育之用，藉以強化本部所屬檢察人員、行政執行人員、廉政人員、矯正人

員及調查人員之人權素養，以形塑機關內部尊重人權的文化。

　　時值《兩公約》施行即將邁入第 10 周年之際，欣見「法務部人權攻略：

檢察小故事，人權大道理」付梓出版，除感謝李章瑋、許福生、黃俊杰、黃

士元、湯梅英及鄧衍森等多位委員的協助指導外，亦感謝臺灣高等檢察署提

供其核心業務職掌之案例故事。人權教育是一種價值教育，是指引世界應如

何運作的標竿，期待本書之出版，能成為各級檢察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的

指導手冊，透過人權教育強化人權觀念，進而落實人權之維護與促進，建立

珍惜及尊重人權的社會。

107 年 12 月

部長 謹誌



一、本書引用專有名詞之略語如下：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簡稱《公政公約》。

（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簡稱《經社文公約》。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
稱《兩公約》。

（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簡稱《兩公約施行法》。

（五）《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簡稱《消除婦女
歧視公約》。

（六）「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簡稱「人權事務委員會」。

（七）「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簡稱「經社文委員會」。

（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簡稱「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

（九）《中華民國刑法》簡稱《刑法》。

（十）「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作之
一般性意見，簡稱「人權事務委員會第○號一般性意見」。

（十一）「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所作之一般性意見，簡稱「經社文委員會第○號一般性意
見」。

二、本書所稱一般性意見之參考書目：

法務部法制司 (2012)。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一般性意見 ( 初版 )。臺北：法務部。

三、本書所稱「年」係指中華民國曆年。



序言

編輯說明

性別平等

案例：愛情是否能永遠確保女性的平等
地位 ?　１０

言論自由

案例：批評他人閒事是否受言論自由的
保障 ?　２４

合法訴訟程序之保障

案例：被告會變「啞巴」嗎？　３８

兒童權利之保護

案例：風中的白玫瑰　４８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案例：你的孩子是獨立的個體　６０

身心障礙者權利之保護

案例：身心障礙者的尊嚴　７２

工作權與環境保護責任

案例：電鍍廠可以無法無天嗎？　８２

外籍勞動者之保護

案例：移工悲歌　９６

原住民族文化之保護

案例：原住民傳統生活與野生動物的保
護如何調和？　１０８

人身自由之保護

案例：「帶同到案」可行 ?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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