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規定解析

職場性騷擾防治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報告大綱

修法前後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概述

職場(工作場所)性騷擾定義

強化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責任

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

完善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罰則

修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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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工作平等法

91年 97年 112年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91年制定公布，保障性別

工作權之平等，包括性別歧

視禁止、性騷擾防治及促進

工作平等措施等核心章節

修正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擴大

涵蓋保障多元性傾向者之工作權益。

後歷經多次修正，陸續放寬促進工作

平等措施，在性別歧視禁止、促進工

作平等措施規範上，穩步向前

跨院、跨部會團隊共同研修性平三法，即《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

法》，針對現行性騷擾防治不足之處全面檢討。

112年8月16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名稱為

《性別平等工作法》，強化職場性騷擾防治機制

有效友善 可信賴

修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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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三法適用關係

【性別平等工作法】§1第2項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除校園性騷擾事件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處理外，依本法規定處理

【性騷擾防治法】§1第2項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但依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場域及當事人之身分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別有規定其處理及防治事項者，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3

校園性別事件：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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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後
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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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或求職者
遭受職場性騷擾

向地方政府申訴
(外部)

行為人是
最高負責人

雇主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概述

雇主未盡防治義務 (§ 13 第2項)

向公司申訴
(內部)

修法前

➡ 除依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

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準則 §2)

不服申訴案決議
向公司提申復

(準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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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僱者或求職者
遭受職場性騷擾

向地方政府申訴
(外部)

行為人是
最高負責人

雇主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概述

• 適用範圍 (§1)

• 職場性騷擾定義、
例外適用 (§12)

雇主未盡防治義務

• 強化雇主防治義務(§13)

• 行為人處置(§13-1)

• 外部申訴機制 (§32-1)

• 地方政府調查程序 (§32-2)
• 申訴管道及救濟程序 (§34)

• 行為人行政罰、損害賠償

(§27、§38-2)
• 申訴期間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

(§32-2)

向公司申訴
(內部)

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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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沒有處理

• 不服雇主調查/懲
戒結果



職場(工作場所)性騷擾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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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工作場所)性騷擾定義

敵意式性騷擾 (§12 第1項)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交換式性騷擾 (§12 第1項)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

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百貨公司店員遭到顧客性騷擾、車站站務員遭到乘客性騷擾?

敵意式性騷擾如係由不特定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者，就性騷擾事
件之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12第7項)

權勢性騷擾 (§12 第2項)

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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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於非工作

時間遭受性騷擾

(§12第3項)

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

關係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騷擾

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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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認定 (§12 第4項)

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

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性侵害犯罪適用 (§12 第6項)

於性侵害犯罪時，本法有關性騷擾防治義務、調查期間之暫時性作為、情節重大得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損害賠償責任、不得因申訴而對其不利處分、法律諮詢與扶助及相關處

罰規定，亦適用之

非工作時間性騷擾 (§12 第3項)



強化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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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受僱者10人以上未達30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

示

申訴管道及規範 (§13 第1項) 

強化 雇主防治責任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13 第1項)

➡另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修法前

強化雇主防治責任，增訂10-29人公司應訂定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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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義務 (§13 第2項) 

•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雇主，

亦同

強化 雇主防治責任

•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13 第2項)

• 性騷擾防治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二、頒布禁止工作

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三、規定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四、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五、對調

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處理方式。(準則 § 4 )

修法前

為避免受僱者於執行職務中可能遭受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不同事
業單位之人性騷擾，卻無法有效處理，定明行為人之雇主應同負防治義務

13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

§13 第2項明確定義「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不論是否有申訴人都要進行處理

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

再度發生之措施
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

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

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依被害人意願

協助其提起申訴

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

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

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被害人提出申訴
雇主知悉

(如：傳聞、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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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處理

(§13 第3項)

修法前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

 查證原則：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

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有詢問當事人之必

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

 申訴處理單位：一定規模公司應組成申訴處理單位，成員應有具備

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雇主為處理前項

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

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 準則 §7 )

• 雇主接獲申訴後，得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

及其他人格法益 ( 準則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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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處置
(§13-1)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

• 暫時性處理措施：權勢性騷擾情節重大，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

必要，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應補發

停止職務期間薪資

• 性騷擾情節重大：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定為性騷擾，

且情節重大者，雇主得於知悉該調查結果之日起30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

修法前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之相對人為適當之懲戒或

處理 ( 準則 §12 )

通報義務

(§13 第4項)

• 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 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之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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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規劃方向

(原：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雇主依第1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

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據 (§13 第6項)

性騷擾態樣

防治原則

教育訓練

申訴管道

定明職場性騷擾形式及態樣 ( 如：言詞、行為等 )

• 依不同事業單位規模明定雇主防治義務，並明確範定申訴管道之類型、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的事項

• 具體化規定雇主應採行的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強化雇主及主管階級以上員工之性別平等、職場性騷擾防治意識

加強多元申訴管道的建立，申訴可以言詞、書面、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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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規劃方向

(原：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依據 (§13 第6項)

申訴調查
程序

申訴處理
單位

懲戒處理
及其他

• 申訴調查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 雇主對相關資料應善盡保存義務，不得湮滅、偽造變造等

• 調查程序之迴避規定

• 調查的期限、不服決議的處理方式

• 調查結果所應包含的內容

• 一定規模以上事業單位應設申訴處理單位

• 一定規模以上事業單位應組成調查單位調查之

懲戒處理、被害人保護及扶助措施(一定規模以上事業單位應提供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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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依第1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

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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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

應向雇主提起申訴。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逕向地方主管

機關提起申訴：

一、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

僱用人。

二、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

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

結果。

外部申訴管道(§32-1 第1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
遭受職場性騷擾

向地方政府申訴
【外部】

行為人是
最高負責人

雇主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未盡防治義務

向公司申訴
【內部】雇主沒有處理

不服雇主調查/

懲戒結果

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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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 (§32-1) 

何謂最高負責人? (§12 第8項 ) 

一. 機關（構）首長、學校校長、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

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行政法人董（理）事長、公營

事業機構董事長、理事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二. 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

組織之對外代表人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 (§32-1 第2、3項) 

被申訴人 自知悉時起 行為終了時起

非具權勢地位 2年 5年

具權勢地位 3年 7年

類型 特別時效

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 離職後1年內

未成年發生 成年後3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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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

應向雇主提起申訴。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逕向地方主管

機關提起申訴：

一、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

僱用人。

二、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

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

結果。

外部申訴管道(§32-1 第1項) 

考量未成年之性騷擾被害人，可能
因年幼不知權益受損；以及行為人
為最高負責人時，被害人可能遲至
離職後始敢提出申訴，爰明定特別

申訴時效



向地方政府申訴【外部】

地方調查時得請專業人士或團體協助
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

經認定性騷擾行
為成立或原懲戒

結果不當

最高負責人
經認定有性騷擾

處罰鍰1-100萬
令行為人之雇主
於一定期限內
採取必要之處置

除情節重大或經媒體報導揭露之特殊案件外
得不經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逕為處分

被申訴人、申訴人及受邀協

助調查之個人或單位應配合

調查，並提供相關資料，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最高負

責人或僱用人時，於地方主

管機關調查期間，申訴人得

向雇主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

型態至調查結果送達雇主之

日起30日內，雇主不得拒

絕(§32-2第5項)

行為人有1-5萬罰則

• 雇主沒有處理
• 不服雇主調查/

懲戒結果

最高負責人
是性騷擾行為人

地方主管機關處理程序 (§32-2) 

處1-5萬

處2-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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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
規劃方向

前條及前三項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之範圍、處理程序、調查方式、必要處置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據 (§32-2 第4項)

•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性騷擾申訴範圍以及接獲相關資料之後續處理程序

• 申訴時效之特別規定

• 申訴及撤回申訴之要件與效果及不予受理之規定

• 性騷擾申訴處理程序、調查人員之組成及迴避原則

• 性騷擾事件調查程序及資料保密規定

• 定明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於該程序終結前暫停

處理

• 定明地方主管機關完成調查後之處理程序及後續之行政行為

• 對當事人之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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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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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被害人保護與扶助-法律諮詢與扶助

修法前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而向法院提出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

(§37 第1項)➡只有在受僱者或求職者向法院提出訴訟時提供必要法律扶助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或向法

院提出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或扶助；其諮詢或扶助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

辦理

法律諮詢與扶助 (§37 第1項) 

擴大適用：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亦可

增加項目：提供法律諮詢、法律扶助(如：律師費、律師代撰狀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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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被害人保護與扶助-心理諮商等相關資源

• 雇主提供或轉介相關資源：雇主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包括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 §13 第2項 )

• 政府給予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源，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並協助雇

主辦理第二項各款之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地方主管機關實際財務狀況，予以補助

( §13 第5項 )

政府與雇主協力提供被害人
心理諮商等相關的資源

一定規模以上事業單位應
提供被害人心理諮商

政府規劃整合相關資源，例如：
衛政、社政機關或相關資源等，
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

補助地方政府
提供被害人心理諮商

事業單位該去哪裡找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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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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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規定

條次 項目 罰則

§ 13第1項第1款
10-29人公司未定申訴管道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1-10萬

§ 13第1項第2款 30人以上公司未訂防治規範 2-30萬

§ 13第2項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

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2-100萬

§ 32-2第2項
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性騷擾申訴案件，被申訴人無
正當理由而規避、妨礙、拒絕調查或提供資料

1-5萬

§ 32-2第3項
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性騷擾行為成立或原懲戒結果

不當，未於限期內為必要之處置
2-100萬

§ 32-2第5項
申訴最高負責人期間，拒絕申訴人申請調整職務

或工作型態
1-5萬

§ 38-2第1項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認定有性騷擾行為 1-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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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