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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別
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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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申訴統計（內容類）

需增加多元族群收視電視節目內容及比例

市話調查

銀髮族 兒童與少年 身心障礙者 新住民 原住民 婦女

46.05% 35.26% 32.67% 24.02% 21.80% 15.64%

網路調查

兒童與少年 銀髮族 婦女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54.13% 38.82% 30.34% 28.29% 21.35%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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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的媒體權益

未成年人、兒童、少年

名稱 法源 內容

未成年人 民法

• 現行法：18歲以下
• 無行為能力人：7歲以下
• 限制行為能力人：7歲～成年

兒童及少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及

權益保障法

• 兒童：12歲以下
• 少年：12～18歲
• 其餘有「少年」、「兒童」的
本國法亦同

兒童 兒童權利公約(CRC) • 18歲以下均為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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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1)

廣播電視法21 衛星廣播電視法27

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
代理商製播之節目及廣告內容應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
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
代理商播送之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四.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
代理商涉有前項第4款情事者，應由該事業建置之自律
規範機制調查後作成調查報告，提送主管機關審議。

基本規定(2)

廣播電視法26-1 衛星廣播電視法28

主管機關應依電視節目內容予以分級，限制觀
看之年齡、條件；其分級處理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電視事業應依處理辦法播送節目。主管機關得
指定時段，播送特定節目。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
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就其播送之電視節目予以
分級。
為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及視聽權益，主管機關得
對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頻道或節目所播送
之廣告內容、時間予以限制。
第一項之節目級別、限制觀賞之年齡，第二項
之廣告內容、時間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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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四大原則

禁止歧視原則(2)

最佳利益為第一優先考量(3)

生存及發展權(6)

表意權(12)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
務，無論是否由公
私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行政當局或
立法機關所主持，
均應以兒童之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慮。

兒童權利公約其他內容

主要權利 締約國義務

分則內容

• 平等權
• 生存發展權
• 身分權
• 表意權
• 思想信仰自由
• 集會結社自由
• 隱私權
• 受教育權

• 醫療保健
• 社會福利
• 司法近用及權益
• 家庭及親子關係維繫
• 特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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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CRC)§2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

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之作為，

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閱聽資訊權(CRC§17)
➢ 締約國確認大眾傳播媒體之重要功能，故應確保兒童可自國內與國際

各種不同來源獲得資訊與資料，尤其是為提升兒童之社會、精神與道

德福祉及其身心健康的資訊與資料。 

➢ 為此締約國應：

1. 鼓勵大眾傳播媒體依據第29條之精神，傳播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有益於兒童的資

訊及資料；

2. 鼓勵源自不同文化、國家及國際的資訊及資料，在此等資訊之產製、交流與傳

播上進行國際合作；

3. 鼓勵兒童讀物之出版與流通；

4. 鼓勵大眾傳播媒體對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童在語言方面的需要，予以特別關注；

5. 參考第13條和第18條的規定，鼓勵發展適當準則，以保護兒童免於受有損其福

祉之資訊與資料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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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環境下的兒少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第25號一般性意見, 2021）

35.企業部門，包括非營利組織，在提供與數位環境有關的服務和產品時，直接
和間接地影響到兒少的權利。企業應尊重兒少的權利、預防和糾正於數位環
境中侵犯兒少權利的行為。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企業履行這些責任。

37.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兒少的權利不受工商企業的侵犯，包括保護兒少在數位環
境中不受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權利。雖然企業可能不直接參與實施有害行為，
但它們可能導致或助長侵犯兒少免受暴力的權利，包括透過設計和數位服務
之運營。締約國應制定、監督和執行旨在防止侵犯受保護免遭暴力侵害之權
利的法律和法規，以及旨在調查、裁決和糾正與數位環境有關之侵權行為的
法律和法規。

41.締約國在監管面向兒少和兒少可接觸到的廣告和行銷時，應將兒少的最佳利
益作為首要考量。贊助、產品投放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商業驅動內容應與所有
其他內容明確區分，不應延續性別或種族成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44

➢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應由有分

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其他有事實認定影響兒童及

少年身心健康之虞之物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予

分級者，亦同。

➢ 任何人不得以違反第三項所定辦法之陳列方式，使兒童

及少年觀看或取得應列為限制級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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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45

➢ 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
但引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處理者，
不在此限：

一. 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毒品
等行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二. 過度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 為認定前項內容，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應訂定防止新聞紙
刊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之自律規範及審議機
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46

➢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
容，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
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

二. 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

三. 內容分級制度之推動及檢討。

四. 過濾軟體之建立及推動。

五. 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教育宣導。

六. 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七. 其他防護機制之建立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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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46(續)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應依前項防護機制，訂定自

律規範採取明確可行防護措施；未訂定自律規範

者，應依相關公(協)會所定自律規範採取必要措

施。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

際網路內容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或違反前項

規定未採取明確可行防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

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69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 遭受第49條及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

二.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

三. 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
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
關係人。

四. 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項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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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69(續)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

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

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其

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1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兒少權法21：

‒ 包括兒童及少年照片或影像、聲音、住所、住

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等個人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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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兒少通訊權益政策白皮書

➢ 本會主張，本政策核心的範圍應至少涵蓋以下幾個面向：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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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制度建議改善及比例

市話調查
更嚴格規定限制級節目內容

加強各級別內容的情節
標示

分級標示說明應該要更
明顯

不須改進

3.15% 2.16% 1.82% 75.55%

網路調查

廣告內容
也應該分

級

加強各級
別內容的
情節標示

新聞內容
也應該分

級

分級標示
說明應該
要更明顯

更嚴格規
定限制級
節目內容

應放寬規
定不同級
別節目播
放時段

應規劃更
細的分級
制度

放寬限制
級節目內

容
不須改進

30.57% 28.45% 23.33% 20.51% 20.06% 15.8% 15.72% 11.46% 17.78%

NCC〈2020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

性別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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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容易出現的性別意識

➢以父權觀點為中心

➢矮化及物化女性

➢缺乏真實性

➢被商業操縱
性別刻板印象嚴重

CEDAW第35號一般性建議
➢ （為防治性別暴力，締約國應）防治制定並執行有效的措施，

鼓勵媒體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包括在廣告、網路和其他數位

環境中在其活動、做法和產出中消除對婦女或婦女人權維護

者等特定婦女群體做出的惡意的、有成見的描述。此類措施

應包括以下幾點： 

1. 鼓勵制定或加強線上或社交媒體組織等媒體組織的自律機制，旨在

消除與婦女和男子或特定婦女群體有關的性別陳規定型觀念，解決

利用它們的服務和平臺實施的基於性別的暴力侵犯婦女的行為； 

2. 媒體恰當報導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準則； 

3. 建設或加強國家人權機構的能力，以監測或審查就刻畫性別歧視形

象的任何媒體或物化或貶低婦女或推崇暴力男子氣概的任何內容提

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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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第2次國家報告
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13. 審查委員會關切家庭及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刻板化印象，這樣的性別刻

板化印象持續將婦女及女孩描繪為劣於男性，並且是男性性欲的客體。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運用多媒體方式設計全面性的性別意識提升方案和教育活

動，解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委員會還建議突顯女性成就、男性

平等分擔家庭責任，以及更加努力推動男性和男孩參與重新定義男子氣概。

14. 審查委員會關切媒體揭露性別暴力受害者的身份。審查委員會亦關切記者和新

聞媒體不受任何保護受害者隱私之法律規範。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監督2012年修訂之「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

原則」規定及其他相關法律之遵守，並蒐集實施制裁之資料，於下一次報告提

供資訊。另建議政府設立媒體倫理委員會，藉以監督隱私法的遵循情形。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
指導原則(2016修)

➢ 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 避免不宜之呈現方式 

➢ 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或偏差性別觀念

➢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 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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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違反（性別議題）相關法令  

1. 不得洩漏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之身分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新法10）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

2. 不得洩漏人口販運被害人之身分之資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2條）

3. 不得播出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及公序良俗之內容。（廣播電視法第21條、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35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

4. 不得對涉及裸露、性行為、色欲或具性意涵之電視節目內容未依規定為適當之節

目分級標示。（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

5. 不得於標示為普遍級之電視戲劇節目中出現任何會加深暴力印象與衝擊之情節

（例如家暴、霸凌弱小劇情視為自然情節而未予譴責，或刻意呈現掌摑婦女、兒

童之暴戾畫面）。（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附表2）

6. 不得播出猥褻、有傷害風化之化粧品廣告。（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

7. 不得播送或刊登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8條）

8. 不得報導或記載遭受迫害（例如受到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為猥

褻行為或性交）之兒童或少年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

9. 不得播送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內容，或播送足以引誘、

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38、40、50條）

10.不得恣意猜測或影射性侵害、不雅照之受害人身分，使人名譽或權

益受到損害。（廣播電視法第22、23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4、45

條；民法第18條、刑法第309、310、313條）

不得違反（性別議題）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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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023)

➢ 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之被害人、以性

影像犯強制罪、恐嚇危安罪、恐嚇取財罪之被害人，準

用本法16條有關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足資識別之資訊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2023)
➢ 32條

‒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體業者於報導犯罪
案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應注意保護或維護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名譽及隱私。

‒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如認為廣播、電視事業之報導有錯誤時，得於該報導播送、
刊登之日起20日內要求更正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如認為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其他媒體業
者之報導有錯誤時，得於該報導播送、刊登之日起20日內要求更正、移除、下架
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 媒體業者應於接到要求後7日內，在該報導播送之原節目或同一時段之節目或刊登
報導之同一刊物、同一版面加以更正、移除、下架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媒體業
者如認為該報導無錯誤時，應將理由以書面答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

➢ 33條

‒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就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要求，得請求主管機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保護機構或分會協助之。

‒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因前條第一項之報導受有損害時，媒體業者與其負責人及有
關人員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2023/8/22

17

性騷擾防治法(2023)
➢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被害人為成年人，經本人同意。但心智障礙者、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
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

二. 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

➢ 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之監護人為同意時，應尊重受監護宣告者之意願。

➢ 第一項第一款但書所定監護人為該性騷擾事件行為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
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 任何人除第一項但書規定情形外，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予保密。

➢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避免不宜的呈現方式 

1. 不宜刻意以畫面、語音或文字凸顯任一性別之性特徵。

2. 不宜以窺探、偷拍、嘲諷或誇大方式處理性別議題。

3. 以事實為基礎之內容（如新聞、時事報導）：

1) 涉及性犯罪、性暴力或與性別相關之內容時，應謹慎處理畫面及聲音。

2) 不洩漏家暴受害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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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
或偏差性別觀念

1. 避免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刻板印象，而有歧視、偏見、
貶低、揶揄之言論或行為。

2. 不宜渲染特定性別特徵之優勢、描述其為人生成功之有利
條件、直接物化任一性別，或影射其與金錢利益之關聯。

3. 探討社會事件應基於事實避免汙名化或對當事人之性別、
性傾向、性格等特質，或穿著、容貌等外在身體特徵作不
當之連結。

4. 於兒童及少年慣常收看電視之時段，宜特別注意節目、廣
告內容之情節，避免影響或誤導兒童、少年之性別觀念。

5. 不宜讓兒童、少年從事與其年齡不相當的性感演出或廣告。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1. 積極消除或導正傳統習俗中對性別之偏見、禁忌及刻板印象。

2. 尊重多元性傾向者及多元性別角色之呈現，並維護其表達自我權益。

3. 任何性別在多元社會各領域中，均應受到尊重，並肯定其對社會貢

獻之能力。

4. 傳達性別平等意識與消除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5. 給予關心性別平等議題之產、官、學界及民間組織充份發聲空間，

包容多元的意見。

6. 培養兒童、少年尊重多元性別、性別特質或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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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1. 廣電業者應提供其員工性別平權及包容多元性別之相關教育訓練，

並宜搭配具體案例分析比較，以強化從業人員之性別平權觀念。

2. 廣電業者應參考本原則，針對不同之節目類型及播出時段，於相關

自律倫理規範中訂定具體落實之執行細節。

➢ 刻板印象

26. 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政府採取措施來消除社會、文化、習俗中具歧視性之性別刻板印象，

包括於《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提出相關政策和措施。然而，審查委員會關切對女性及其

社會家庭角色的刻板態度仍持續存在，導致女性在許多領域中仍處弱勢，並導致女性遭受

廣泛基於性別的暴力。關於這點，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政府在與審查委員會的對話過程中，

承認此一現況以及推動打破歧視性性別刻板印象之計畫較為零散。審查委員會特別關切：

a) 對教育選擇之影響，及女性和男性家庭與家務責任分工不平等；

b) 媒體中持續存在刻板印象，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社群網絡、廣告，以及自律並不足以解決此等問題；

c) 缺乏系統性計畫解決各種形式之刻板印象，此等刻板印象來自對婦女及女孩的負面態度，尤其是針對特定不

利處境群體，導致多重形式的歧視。

27.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

a) 採取全面性策略並執行具協調性之政策，以修正或消除歧視女性的父權態度和性別刻板印象，尤其是針對不

利處境群體之女性。此策略應包括政策措施，如媒體和其他領域之公眾教育活動，以促進尊重女性之平等和

尊嚴，鼓勵女孩和男孩於非傳統領域接受教育和求職之計畫，同時採取行動確保暴力指控調查之公正客觀，

以及暫行特別措施來協助消除因性別刻板印象而導致之職業隔離；且

b) 推動相關人員及單位參與並運用其他創新措施，以加強媒體及廣告中正面、非刻板印象之女性描繪。

CEDAW第3次國家報告
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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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 當廣告傳遞正面女性形象時，將增加正面影

響長期品牌關係及短期行為改變的可能性。 

➢ 女性在廣告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呈現的形象，

能夠影響對該廣告的評價。

➢ 某些產品類別仍需學習如何在廣告中塑造正

面女性形象。

透過性來銷售的廣告，消費者腦中留
下的印象往往停留並聚焦於「性」，
而非商品本身

感謝媒體人對於
性別平權及兒少保護的努力

kic@themislaw.com.tw

(02)8771-8611

8771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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