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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供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友善之詢（訊）問環境，建構司（軍）法警察、

社政、醫療或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等機關（構）相互聯繫機制，

以 

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特訂定本要點。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之作業流程依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

軍事審判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關法令及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防治中心）為辦理本要

點所定事項之聯絡中心。 

各該地區司（軍）法警察、社政、醫療或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

等機關（構）均應指定專責聯絡人，建立聯繫通報網絡。 

三、 下列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其詢（訊）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但經社工人

員訊前訪視認不適宜或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一）未滿十八歲之人。 

（二）心智障礙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被害人經申請適用本要點者。 

性侵害案件發生後顯有保全證據或逮捕現行犯等急迫情形，而有即時詢（訊）

問被害人之必要者，應於司（軍）法警察（官）或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初訊完畢後，再依前二項規定由社工人員對被害人進行訊前訪視。 

四、 各單位處理性侵害案件，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防治中心： 

1. 指派社工人員辦理。 



2.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 必要時徵得被害人同意陪同辦理驗傷、採證。 

4. 聯繫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 

5. 進行訊前訪視。 

6. 陪同詢（訊）問。 

（二）司（軍）法警察機關： 

1.通報該管防治中心。 

2.通知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辦理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 

3.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4.通知防治中心指派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5.必要時派員陪同驗傷、採證。 

6.依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評估結果聯繫管轄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機關。 

7.注意現場處理及跡證之勘驗蒐證，並依少年法院（庭）法官、司（軍）法檢察

官指揮進行詢問。 

（三）醫療機構： 

1. 通報該管防治中心，並聯繫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到場。 

2.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 進行驗傷、採證，必要時會診相關科別。 

4. 指派社工人員或護理人員陪同驗傷、採證。 

5. 依需要聯繫防治中心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四）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機關： 

1.通知該管防治中心派員處理。 



2.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依需要通知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4.必要時通知司（軍）法警察、社工人員陪同驗傷、採證。 

5.訊問或指揮司（軍）法警察（官）詢問。 

（五）學校或其他單位： 

發現疑似性侵害案件時，應立即通報（知）該管防治中心。 

五、 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應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

視紀錄表。 

六、 依本要點作業流程處理性侵害案件時，被害人應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

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社工人員應依被害人身心狀況及偵查案件之需要，

評估被害人適宜接受詢（訊）問之期間，提供司（軍）法警察（官）、少年

法院（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參考決定詢（訊）問之時間。 

前項被害人為禁治產或未滿十二歲之人時，應經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加害人者不在此限。 

司（軍）法警察（官）、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決定詢

（訊）問之時間、地點後，應通知該管防治中心通報各相關單位之專責聯絡人。 

七、 司（軍）法警察、社政單位應會同進行詢問，分別製作詢問筆錄、紀錄，

必要時得請醫療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詢（訊）問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錄音，並得以電腦視訊系統連線少年法院（庭）、

檢察、軍事檢察等機關，由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或指揮（協

調）司（軍）法警察(官)執行。 

司（軍）法警察(官)詢問完畢後，應即檢同筆錄及相關資料，以傳真、電子

郵件或其他方式向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報告，少年法院（庭）

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如認有不足時，應即指揮司（軍）法警察(官)補訊。 

八、 司（軍）法警察（官）詢問及製作筆錄，應二人一組，一人詢問，一人記

錄。社工人員並應會同辦理。 



九、 執行詢（訊）問被害人之錄影錄音啟動時，應宣告詢（訊）問案由、日期、

時間（時、分）及地點，完成時亦應宣告結束時間（時、分）後停錄，其間

連續始末為之，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注意完整、清晰，並注意呈現被詢

（訊）問人之語氣表情及肢體動作。 

十、 詢（訊）問錄影錄音應一次完成，詢（訊）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保

留備查。 

司（軍）法警察（官）執行詢問錄影錄音因故不能一次完成時，經社工人員

評估確有依本要點作業流程進行之必要者，得檢具相關資料，報告承辦少年法院

（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再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錄影錄音啟動後，因錄影錄音造成被害人身心反應無法自由陳述或完全

陳述時，經社工人員評估，得不進行錄影錄音，不受第七點第二項之限制。 

前二項未完整進行之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仍應依前點規定宣告停止後停

錄，併同案卷保存或移送。 

十一、  詢（訊）問被害人時，應注意使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等有陪同在場及陳述意見之機會，其有干擾程

序進行或影響被害人情緒或自由陳述時，宜適當處理。 

十二、  詢（訊）問被害人應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並體察其陳述能力，給予充

分陳述機會，使其能完整陳述。 

十三、  社工人員應全程陪同，給予被害人及其家屬情緒支持，在詢（訊）問中

並得陳述意見。 

十四、  詢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經被害人確認後，應密存於司（軍）法警察

機關，以證物方式處理。 

十五、  詢問被害人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鎖藏於專櫃，編碼建檔，指派專人

妥適保管，並確實記載入藏、取出及移送紀錄。 

十六、  司（軍）法警察機關於案件調查或偵查完成移送時，應於移送書內附記

欄註明本案依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理。 

十七、  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於調查或偵查時，及法官、

軍事審判官於審判時，宜先勘驗被害人詢（訊）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

瞭解被害人陳述之內容，避免就同一事項重複傳訊被害人。 



十八、  防治中心應設置隱密、溫馨之會談室，裝設隱藏式電化錄影（音）系統

及單面玻璃牆等，並得以電腦視訊系統連線相關單位。 

防治中心於必要時，得協調相關單位設置前項之設施。 

十九、  防治中心得製作被害人個案處遇報告或提出心理衡鑑報告，提供調查、

偵查、審判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