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CRC兒權公約簡介

1



Hello!
Nice to mee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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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大明，

現任台少盟副秘書長。

哲學與法律背景的

青少年社福工作者，

相信人際溝通與對話。



台少盟都在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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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2003年6月

◆由22個關心兒少權益的團體結盟

◆有鑒於國家長期缺乏整體性的少年福利政策規畫，
造成少年權益與福利日漸被政策排除而邊緣化，
進而影響未來國家社會、經濟之發展

◆目前我們有46個會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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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孩子並不是你們的孩子。他們是生命對自身渴求的兒女。
他們藉你們而來，卻不因你們而來。儘管他們在你們身邊，但並不
屬於你們。」

• 「當孩子出生時，不只孩子是獨立的，身為母親的也要再次獨立了」

雅努什，柯札克

⮚「在想要認識孩子之前，先認識你自己。」
⮚ 「沒有一本書、一個醫生能取代個人警醒的思緒以及專注的觀察。」
⮚ 「塞給母親現成的想法，等於叫一個陌生女人去生你的孩子。」



公共電視：
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
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T1G9aBUSI&list=PLLhKX7btG59fb9XwV85bOyQ4W6Hjsh6yi&inde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PwLuhf5oE&t=4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Fh-wvgUCi8&list=PLLhKX7btG59fb9XwV85bOyQ4W6Hjsh6yi&index=1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
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眼鏡仔的媽媽，不妨稱小圓媽好了。她給人的印象就是圓滾滾的，臉
圓手圓，身材也圓。第一次見面，我就見識到小圓媽強勢的作風。她
語速很快，連珠砲地朝我射來，說話時手腕的擺動幅度也非常大：

「老師，我跟妳說，我這孩子就是笨，做什麼事情就是慢，怎
麼教都教不會，之前的老師都放棄了。」小圓媽抬眼，扳指一
算：「妳是他第十個、還第十一個家教老師。我跟他說，這次
再沒效，我就一個老師也不給他請了，放他自生自滅！」

我尚未接腔，她又急著開口：「老師，我兒子如果不乖，或者
題目寫錯，妳就用力給他打下去，孩子有錯，就是要教育，我
不是那種小孩子被打就反應過度的父母。」

聞言，我知道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但是，阿姨，我不打學生的。」

小圓媽的動作慢了下來，她從上到下，仔細掃視我一次：「我看妳的
資料，妳才大學一年級，十八、十九歲對吧？ 妳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聽到體罰就皺眉，好像體罰是多殘忍的一件事！」小圓媽哼了一聲，
嘴角扯出一抹冷笑：「會這樣想，是因為你們欠缺教小孩的經
驗，以為輕聲細語，愛的鼓勵，小孩子就能乖乖向學，順利進
步了。事情絕對沒有你們所想的這麼簡單，我提醒在先，妳教
過我兒子之後，我們再來討論打不打小孩的問題。」





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對於教育、教養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樣的做法，有家
長視之為扼殺下一代的競爭力，卻也有養育者認為是尊重適性發展的節奏。讓孩子作
主，究竟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還是父母責任的撤退？這些有關教養的爭議，以及照
顧者的焦慮，不只呈現個別家庭的困擾，也反映出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快速變遷，以及
家庭處境與教養腳本的分化。同時，更多的國家制度介入，網路無所不在的監看，將
個別家庭的教養實作放在放大鏡下檢視，強化了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之間的拉扯。

二〇一七年冬日，有位母親騎車載著穿無袖洋裝的女兒，被網友拍照、錄影後上網爆
料。轉載的媒體用「讓女兒穿吊嘎凍到發抖」的字眼大加撻伐，網路肉搜如風，社工隨
即登門向家長表達可能涉及「兒童虐待」的關切。這位參加親子共學團體的母親在網路
上發文，堅定說明她其實是尊重孩子的「身體自主權」：「當天出門我有詢問孩子天冷，
要不要多穿衣服，但小孩喜歡那件衣服，堅持只要穿這件，在我的立場下，我尊重孩子
有身體自主權，她選擇不穿外套出門。但為什麼報社要憑一個網路新聞就告知全世界，
用來評論一位媽媽？」

曾經擔任管理職，現在專心家務的芸芸媽，同樣試圖在教養上尊重孩子的自主與自
治。她總是蹲下來用孩子的高度跟她說話，給孩子選擇、而非指令。她的做法承受來自
其他家庭成員的批評。忙於工作的先生認為她對小孩「太寵」、「有點超過」；公婆批
評她教養不力：「妳這樣教不行啦！不會對小孩兇，他們不聽大人的話、講話沒禮貌。」
更令她擔心的是不確定的未來：採行西方理念引導下的教養方式，與孩子將來要面對的
本地現實環境是否相容？另一位母親用遲疑的語氣描述主見超多的女兒：「我們給她太
多自己決定的空間，可是職場上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的。我擔心有一天，她會回過頭來問：
為什麼她不能自己決定？」



關於年齡的倡議基礎

•流變、流轉

•處理年紀？處理身份？處理不成熟？

•保障還是發展

附屬資產 福利保障
主體權益
發展

兒童福利法
少年福利法

兒童與少年
福利法

兒少權法

CRC置入、主體確立、跨部會協調、發展性權利、專責機關



⮚兒童無法『像大人一樣』思考，但能以兒童的方式思考大人
的嚴肅問題。

⮚孩子思考的方式不會比大人差，只是以不一樣的方式思考。

⮚兒童不是「未完成的人」，我們必須尊重他們，視他們為一
個完整的個體。

⮚唯有對兒童表示的尊重，大人與小孩才有可能展開平等的對話。

⮚沒有孩子--只有人；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們不同，經驗和我們不同，
衝動和我們不同，情感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不了解他們。

在想要認識孩子之前，先認識你自己。
⮚想到小孩/青少年/少年/學生你想到

⮚受尊重是孩子的權利，不是大人的施捨。

⮚沒有人會問孩子對國家的意見，畢竟他沒有投票權沒有威脅性，不會提
出要求，不會發言。



先是人，才是兒童



你的好玩，我不好玩
兒童人格尊嚴



「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生存、自由、財產 經濟、社會 民族、環境、發展

世界人權宣言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

不可剝奪

相互支持關聯

平等禁止歧視

權利與義務



聯合國九大核心公約 聯合國通過日期 台灣內國法化法規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

1965通過
1969生效

1966中華民國於聯合國簽署(1971退出)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1966通過
1976生效

2009兩公約施行法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1966通過
1976生效

2009兩公約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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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通過
1981生效

201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d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AT)

1984通過
1987生效

NA

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1989通過
1990生效

2014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ICMW)

1990通過
2003生效

NA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2006通過
2008生效

201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CPED)

2006通過
2010生效

NA



公約的締約主體：
國家

公約在台灣的效力

國家審查





CRC

施行法



國家報告
(國家行政主體)

NGO與
兒少報告
(民間與兒
少主體)

審查過程



兒童權利公約：輪廓篇



兒童權利公約：輪廓篇

•關鍵字思考：

• 締約國

• 人格尊嚴

• 價值信念

• 成長、發展

• 使其可在社會上獨立生活

• 在聯合國重視的理想精神獲得養育成
長

•台少盟思考：

•這是一個法律文字嗎？

•理想與價值的語言如何被定義與操作？

•這不只是保護更關乎發展



兒童權利公約：輪廓篇

•關鍵字思考：

• 從人權公約到兒童權利

• 身心尚未成熟

• 特別之保護與照顧

•台少盟思考：

• 年齡的跨度從嬰兒到17歲的少
年。

• 從保護到發展。

• 尚未成熟到成熟？

• 是大人？還是小孩？

• 能負責，才有權利嗎？





第五號一般
性意見書：
有關公約落
實之一般性
措施





【看見】的理由是什麼？？

Good Reason

1.理性
2.好的理由、對的理由

權利的衝突沒有標準化的答案
越難的處境、越需要個別化的思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Ha4ETr2jE&t=97s


權利從何而來、人權如何做為普世價值
• 難道有不同意見就叫做：違反普世

價值與人權。
• 人權有沒有「相對」的價值
• 有沒有「適合」台灣的人權價值



社會觀感，很無感嗎？

•想到青少年/兒童你想到？ •想到兒童討論反核議題

• 想到兒童自己決定校園事務？

•想到兒童參加政府會議



搜書包、沒收物品
個人隱私資訊照片





2017結論性意見



網路是怎樣的世界摘錄自《網路失控》好優文化出版

• 網路是公共空間

•任何紀錄你不可能完全刪除：網路上你會被淹沒但是不會被
遺忘
⮚你確定要在網路分享一切：連別人、你的小孩的生活都分享

•網路世界沒有隱私：匿名是不可能的事、數位足跡
• 網路世界你可以成為任何人，但是你的行為就是你自己

• 沒有完全安全的網站與應用程式

•網路世界是有法律的
• 你是否了解你的孩子與學生在看甚麼：網路的年齡限制要把他當一回事。

• 少年為什麼講不聽、網路的依靠、網路的人生、網路的真愛：孤獨與尋求刺
激、按讚的迷思



小孩照片上網分享曬娃
行不行



年輕個體的「歹命」，其實是社會
結構的產物。

「無問將來」
「有錢賺就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hIhWGyVnE&t=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U31QExrA&t=10s


•沒有聆聽的表意
沒有參與的聆聽



禁止歧視



2017結論性意見



不一樣的探討：
面對差異
是忍受還是理解

人本來就不一樣，
但是
權利不能不一樣

只能對於處境困難的人給更多的保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_M9ZId2QAY


「不因任何理由，被差別對待」

分別 排除
限制 不公平的偏好

損害人們承認、享有及行使基於平等
而有的權利、自由之目的及作用

在追求自我認同的
過程中，為什麼要
定義：

成績
長相外觀
性傾向與特質
……



生存與發展



關鍵字思考：
• 兒童個發展階段之能力
• 指導與指引兒童之責任、

權利及義務。
• 生存與發展
• 身份權

台少盟思考：
• 兒童是發展的過程，

不是只有一個標準。
• 家長的指導與指引之

責任。



2017結論性意見

兒少身心議題
憂鬱傾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jcfHL5etI


數位生活？
課業壓力？
情感議題？
人際支持？
家庭支持？

……？



•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資料，15-24歲青少年自殺通報人次，
從2016年的4368人，急速上升到2019年的7991人。更令人擔
憂的是，教育部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殺與自傷通報更是從
2016年的894人次，激增到2019年的3073人次。同樣遺憾的
是，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在2019年較十年平均的200人左右
多了四分之一，成為近年最高的257人。當中，高中職以下
的學生自殺死亡人數也是從2016的28人到2019的47人。

• 此外，從衛福部通報資料的分析也顯示，未滿18歲的兒少自
殺、自傷通報原因比例佔比，「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或其
他精神疾病」從2016年的26.4%提升到47.1%，是近兩年首
要的原因。其次可能複合的原因包含家庭成員問題、學生適
應問題與感情因素。



2017結論性意見



兒少『成』為『人』了嗎？

⮚為什麼有些事情大人可以，兒少不可以？你的標準
是什麼？

快問快答：

幾歲可／不可做什麼？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

• 不只是表達意見

• 而是要被聽見

• 不只是被聽見

• 而是要參與



定位第12條公約與參與權

• 兒少作為權益的主體

• 兒少不應只是被視為未來或是被動的社會成員

• 兒少做為社會公民不應僅是被理解為以成人為準的差異或相似，
而是，要基於兒少的變化中的需求與成長中的能力。（保護觀點、
投資觀點、發展觀點）

• 能以兒少的角度思考成人無法觸及的議題。

• 不是許願池的聲音投遞，而是意見與觀點的提出。



「我們的公園」兒少報告 ─ 學齡前幼兒的兒少預算培力活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2N7CKQDBg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

• The Right to be Heard：被聆聽權
⮚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

⮚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意見

⮚自由表示

⮚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 1. the right to express those views freely
2. in all matters affecting the child,
3. the views of the child being given due 
weight



The 
Importance 
of Child 
Participation

• 促進兒少與社會福祉：兒少參與不應只被視為邁向未
來成為成人的準備；參與是為了改善兒少此時此刻社
會與經濟的環境。

• 促進更好的決策品質：而不是「未被測試的成人假
想」。

• 促進民主與兒少人權。

• 「實質」參與促進兒少自我保護、需求的達成、潛能
的發展（智識、社會、情緒）負責、自尊自信與決策
能力

• 促進社會參與能力：團隊、協商、問題解決、與成人
互動

• 讓兒少習於與成人互動將可以有效降低遭受成人不公
平對待的可能。

• 成人必須學習與被訓練與兒少溝通與共同協作的能力。



Participation



表意與被聆聽
權的落實：
特別在司法、
行政程序

準備：確保兒少充分知情，他的意見對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充分知情的選
擇權；充分知情過程會如何發生、參與的人員角色及其功能。

資訊空間是否友善：指控、後果、審理程序、措施（兒少能懂的語言。）

聽取意見：支持與鼓勵，確定成人願意聽，並且認真考慮他要傳遞的訊
息。友善環境避免過度公開。要有適當的談話大綱，而不是單向的調查。
兒童無法在恐嚇、敵意、對其年齡不敏感或不適當的環境有效表達意見。

評估兒少的能力：理智和獨立的方式，對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兒
少對於見的知識和經驗，理解力越強，代表越能夠成熟發表意見，相關意
見的指引應轉為建議。這是一個動態而非固定的標準，隨著兒少受到鼓勵
表達意見而穩定增加。

如何看待兒少意見的資訊：決策者必須告知兒少進程與結果，以及表明
對其意見是如何考慮。

能夠鼓勵兒少堅持、同意或提出其他提議：上訴或申訴（確保機制安
全）



最佳利益
都是為你好



動態與個案判斷

公約體系具體指
涉的議題

實務的議題

如何

審查和評判

兒童
最佳利益

確保公共機構
對於兒少產生直接或間接所
有措施、行政和司法程序
✔司法和行政決定
✔政策和立法制定

確保私營(營利非營利)機構
對於兒少產生直接或間接
所有措施、行政程序
✔提供服務
✔實際決策

家長沒被提到但是很重要
（CRC18.1）

✔何為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
✔何種標準
✔如何以兒童利益為本

GC13 /61:強調解讀兒童最佳
利益原則必須遵守整個公約包
括保護兒童免遭任何形式的暴
力之義務。不能以兒童最佳利
益為由採取有損兒童人格尊嚴

及人身安全的舉動
✔家長分離、團聚、責任

✔替代照顧
✔羈押

✔法律程序與庭審

所有對於個別與群體兒少支持行措施都必須落實



實際案例

離婚監護權判決

宗教信仰、種族認同

未成年諮商權與自主醫療（台灣C.60）

小明返台



最佳利益說明（僅供參考、必須依據個案進行動態調整、增修，必須要跨領域的團隊）

第12號意
見書

表意與被聆聽 充分知情

友善資訊與環境

誠懇傾聽

評估兒少意見表達成熟

權衡與回應

第14號意
見書

兒少身分 ✔具體實際考量之因素(造成與凸顯出
此特殊議題)

✔權益之評估與比重
✔綜合評判之標準
✔兒少主體

維護家庭環境與關係

兒少的照顧保護與安全（情感依附與需求）

弱勢境況特殊需求

健康權

受教權

依據個案其他重要權益



CRC七大不可思議

1. 權利怎麼來？永恆與普遍嗎？學生不因進入校園而失去人權。
誰的權利，誰的決定。

2. 未滿十八歲，是大人還是小孩，是人嗎？要有權利先學會負責
吧！

3. 公約太遠，現實太殘酷，公約有效嗎？與我何干？

4. 兒童表意權根本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翻譯的錯誤？

5. 兒童最佳利益：都是為你好？誰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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