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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實務處理—癡迷糾纏個案 

壹、前言 

跟蹤騷擾，已被聯合國將其與家庭暴力、性侵害同列為全球婦

女人身安全三大威脅，依據我國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臺灣跟蹤騷

擾調查報告」顯示，平均每 8名女性即有 1人受害，足見問題的嚴

重性。 

所謂跟蹤騷擾，是行為人針對特定被害人，反覆持續實施侵擾

的行為(英文為 stalking，又譯為糾纏、纏擾)，並非隨機、單次的

跟蹤或騷擾，其被害人為女性、行為人為男性的比例均超過 8成，

性別分布差異明顯，屬於性別暴力；我國近年來發生多起跟蹤騷擾

後續衍生為侵害生命、身體法益的重大案件，經分析案情，排除約

占 70%至 80%的家庭暴力類型，其餘均是行為人源於愛戀癡迷，因而

跟蹤騷擾特定被害人的性騷擾行為，其有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

教育法或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惟員警對此知能不足，常陷入無

法可管迷思而未積極處理，終釀成憾事；有鑒於此，本次編撰下列

資訊，以提供員警正確的性騷擾防治知識，並有效因應癡迷糾纏個

案。 

貳、認識性騷擾 

一、什麼是性騷擾？ 

一切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使被行為者感到冒犯、不愉快，

並影響其人格尊嚴、就學或就業的機會表現或正常生活進行者均

屬之，但須未達性侵害程度。 

二、法律如何定義？ 

我國考量性騷擾的當事人身分、發生場域等差異，將性騷擾分別

規範在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簡

稱性平三法，其對性騷擾的定義文字雖略有不同，但均可分為「條

件交換式」及「敵意環境式」2類，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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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條 

 

內容 

性騷擾防治法 

第 2條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條第 1項第 4款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12條第 1項 

前提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

他人實施違反其意

願而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行為，且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

者： 

下列二款情形之

一： 

條件交換式 

第 1款：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

絕該行為，作為其獲

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有關

權益之條件。 

第 2目：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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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意環境式 

第 2款： 

以展示或播送文

字、圖畫、聲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

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

冒犯之情境，或不當

影響其工作、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

進行。 

第 1目：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

式，從事不受歡迎且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

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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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性騷擾有哪些典型態樣？ 

依據衛生福利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概況」，將性騷擾列有「羞

辱、貶抑、敵意或騷擾的言詞或態度」、「毛手毛腳」、「趁機親吻、

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曝露隱私處」、「偷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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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展示或傳閱色情圖片(檔)或騷擾文字」、「跟蹤、尾隨、

不受歡迎追求」及「其他」等態樣，故可概分如下： 

(一)言詞： 

1、性方面的笑話、揶揄、嘲諷，包含過度強調單一性別性徵或性

吸引力，如侮辱、貶抑或敵視某一性別。 

2、探問對方私生活的觀念或習慣（尤以性方面）。 

3、對他人容貌或性有關的評論或質問、邀約或性關係上之引誘

等。 

(二)肢體： 

1、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如緊抱，強吻、接觸對方之髮、身體或衣

物。 

2、刻意縮短身體距離，如擋住去路、不必要的逼近。 

3、冒犯性或暗示性的動作和眼神，如在他人面前作出撫慰自己身

體的不當動作、猥褻地伸舌頭、舔舌頭或眨眼等。 

4、偷拍、偷窺。 

(三)視覺：寄送或展示色情圖畫、照片或影片。 

(四)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1、要求對方同意性方面的親近，作為獲取利益或避免被報復的手

段。 

2、因掌握追求分際不當，造成當事人主觀不適。 

參、常被忽略的性騷擾態樣—過度追求 

一、什麼是過度追求？ 

指會讓被追求者感到冒犯、而不受其歡迎的追求行為；當事雙方

對於互動的感受落差極大，追求者的認知及手段通常異於常人，

且長期、反覆持續實施，令被追求者不勝其擾，影響其正常生活

的進行。 

二、過度追求常如何表現？ 

參考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過度追求經驗大調查」及實務案例，

過度追求常有行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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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蹤。 

(二)在住家或辦公室外站崗。 

(三)有意無意在周邊出現。 

(四)刻意製造相處的機會。 

(五)偷拍。 

(六)瘋狂寫情書或發簡訊。 

(七)無視他人意願的送禮。 

(八)利用機會公開示愛。 

(九)自傷或自殘。 

三、過度追求的事件常發生嗎？ 

事實上，過度追求行為頻繁發生，但無論是員警還是當事人，大

多未認知其屬於性騷擾，導致員警認為無法可管、被追求者感到

孤立無援，隨著時間演進，部分追求者的情緒及手段愈發激烈失

控，其中不乏有最終犯下殺人等重大案件的前例；相關新聞事件

如下(日期為新聞發布時間)： 

(一)102年 7月 19日，蕭姓男藝人遭愛慕粉絲騷擾案。 

【TVBS—侵門踏戶！女粉絲半夜送湯 蕭○○動怒】 

(二)106年 12月 12日，世新大學女學生遭追求者砍殺案。 

【鏡週刊—恐怖學長求愛不成砍學妹 目擊者：刀子都刺彎了】 

【鏡週刊—高一跟蹤到大學 被砍女學生曾報警求救】 

(三)108年 5月 3日，聖約翰大學女學生遭追求者持刀搶奪手機案。 

【自由時報—想加 Line聊天 男持刀闖校園搶心儀女孩手機】 

【TVBS—昔高中同窗！持刀男苦戀騷擾 女曾告恐嚇】 

(四)108年 5月 19日，新北市女性議員遭傳求愛訊息案。 

【蘋果新聞—美魔女議員頻遭性騷 痴漢討裸照示愛太瘋狂】 

(五)109年 2月 7日，新竹市癡女站崗、電話騒擾 4個月。 

【中時新聞網—癡女猛追日籍帥哥 瘋狂打電話加住家站崗遭告

未罰】 

(六)109年 3月 6日，屏東縣女性立法委員遭愛慕者跟蹤騷擾案。 



第 5 頁，共 12 頁 

 

【風傳媒—女立委也受害！藍委再推「跟騷防治法」：防治性別

暴力最後一塊拼圖】 

(七)109年 3月 31日，桃園市女性議員遭愛慕者跟蹤騷擾案。 

【新頭殼 Newtalk—男粉瘋狂追求送聖經稱「天父要我們結婚」 

桃美女議員不堪其擾提告】 

(八)109年 4月 20日，員林高中女學生遭追求者刺傷案。 

【中央社—男高中生持刀闖員林高中 刺傷愛慕女學生】 

(九)109年 4月 26日，壹電視女主播遭愛慕粉絲騷擾案。 

【自由時報—報警也沒用 美女主播虞○○泣訴：生命受到威脅】 

(十)109年 6月 28日，三立新聞台女主播遭愛慕粉絲跟蹤騷擾案。 

【ETtoday—主播張○○遭騷擾！ 被狂粉跟蹤「蹲電視台賭人」 

驚恐曝：他幻想跟我結婚】 

(十一)109年 9月 3日，新北市房東求愛 10年並毀損女方財物案。 

【三立新聞—恐佈追求！房東求愛騷擾女店員 10年 持鐵鎚狠砸

店面玻璃】 

(十二)109年 9月 22日，民主進步黨女性發言人遭愛慕者騷擾案。 

【自由時報—民進黨發言人快崩潰！冒出「男友」跟蹤、簡訊狂

轟炸】 

四、法院對於過度追求的見解為何？ 

(一)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字第 201號判決節錄(裁判日期：105

年 3月 24日)： 

1、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及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

如行為人以文字、言行或以他法而造成使人畏佈、感受敵意或

冒犯之情境，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別有關之行為，均

屬性騷擾之行為。……原告上開行為，已造成被害人不舒服、

恐懼害怕之情境，……原告於被害人明確表達拒絕或不舒服

後，仍持續表達過度關心追求之意，僅係為逞己私欲，且原告

103年 7月 19日以 LINE傳送：「也許是思念超載的關係吧！身

體又發出了警訊，告訴我已經踰越了界線……。」、同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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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發送 E-MAIL表示：……「為什麼妳總是用圍堵政策，讓

我的亢奮和憤懟積聚為高度的不安。」等語，均與性或性別有

關，已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 2款所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2、原告主張伊僅係為了向被害人解釋，化解兩人間產生之誤會，

在信件中原告亦無示愛或傳送曖昧之詞等不當之追求行為，有

無性騷擾不能完全依據被害人心理主觀感受，應該以客觀事實

來認定。……原告並沒有不當或不禮貌的行為，也沒有騷擾被

害人，並不構成性騷擾之行為云云。惟查：原告與被害人屬男

女同事關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屬正常人際關係之一環，

但當另一方已經明確的表示當事人之行為已經逾越界限，令人

不舒服，並予拒絕之後，即應知所進退，不得再予冒犯。本件

被害人於 103年 7月 17日向原告表達其過度關心已令被害人

不舒服，且超過界限，已明確表達被騷擾且不舒服，原告又陸

續傳送 LINE簡訊，被害人不堪其擾，便於 103年 7月 22日封

鎖原告之 LINE，原告改以 E-MAIL及機關內線電話傳訊息，被

害人不得已於同年 7月 24日告知原告伊早已有男朋友，要原

告不要再騷擾，然原告仍未停止其行為，令被害人十分恐懼，

同年 7月 29日被害人乃向原告表示，最後乙次鄭重警告，若

再騷擾即依法律途徑救濟。嗣原告於 103年 9月 18日被害人

下班後騎乘機車跟蹤被害人，令被害人更加害怕，而向太平分

局新平派出所提出申訴等情，並經認定原告已構成性騷擾，已

如前述。而就原告對被害人以 LINE、E-MAIL及紙條所傳送之

訊息觀之，並非原告所稱之善意澄清事實及溝通化解誤會之言

行。原告主張其與被害人係屬同事關係，其行為乃正常之男女

追求行為，純粹僅係善意澄清事實及溝通化解誤會之行為，並

無性騷擾之意圖云云，要非可採。 

(二)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上易字第 1352號判決節錄(裁判日期：106

年 8月 29日)： 

性騷擾不以向受騷擾人講黃色笑話或有肢體不當接觸為限，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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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

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

為。上訴人為已婚身分，卻不當追求與其有醫療業務協力關係之

被上訴人，且因診所雇主倚重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以維持診所之

營運，上訴人於追求遭拒後，即經常藉故公事針對被上訴人發

怒，過度追求男女關係，並引發工作上衝突等情，業如前述，上

訴人所為應可認已侵害被上訴人之人格尊嚴，並影響被上訴人工

作表現，自符合前開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所稱性騷

擾。 

肆、性騷擾處理 

一、員警遇到疑似性騷擾事(案)件，應如何處理？ 

(一)步驟 1—釐清性騷擾行為是否為刑事案件，或純為行政事件： 

性騷擾行為的處理採刑事偵查及行政調查併行制，若性騷擾行為

涉及犯罪，員警除依刑事法令偵辦外，亦應按被害人所提申訴啟

動行政調查；縱使被害人不提申訴，員警仍應踐行本署函頒「處

理性騷擾事(案)件作業程序」，告知權利、開案並檢附相關資料

報分局或上級單位進行後續作業。 

1、案例 1：A搭乘手扶梯時，以手機偷拍 B所穿著短裙下的私密

部位。 

處理：員警除依刑法第 315條之 1妨害秘密罪偵辦外，另應主

動詢問 B是否提出性騷擾申訴，並按其申訴逕依性平三法處理。 

2、案例 2：A在公車上故意觸摸 B的臀部，當場遭公車駕駛及其

他乘客逮捕送往派出所。 

處理：員警除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觸摸性騷擾罪偵辦外，

另應主動詢問 B是否提出性騷擾申訴，並按其申訴逕依性平三

法處理。 

3、案例 3：A為追求 B，持續對 B實施跟蹤尾隨、在周邊徘迴、觀

望等動作，造成 B的不安，並影響其正常生活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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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A所為尚未涉及刑事責任，員警除評估有無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外，另應主動詢問 B是否提出性騷擾申訴，並按其申

訴逕依性平三法處理。 

(二)步驟 2—釐清行政事件提申訴後所應適用的性騷擾法令類型： 

性騷擾行為會因當事人身分、發生場域等差異，分別適用性平三

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員警對

於適用性騷擾防治法個案，且行為人不明或無所屬單位者，方啟

動行政調查，遇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別工作平等法個案，移

請教育或勞動主管機關續為調查；另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個案，

而行為人明確且有所屬單位者，則移請所屬單位續為調查，列表

如下： 

      法律 

 

內容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福利部 

地方：社政單位 

中央：教育部 

地方：教育單位 

中央：勞動部 

地方：勞動單位 

適用對象 

第 1條第 2項： 

其他不適用性別

平等教育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的

性騷擾事件。 

第 2條第 7款： 

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

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他

方為學生者（不同學

校時亦同）。 

第 12條第 1項 

被害人具有「受僱者」

或「求職者」身分且

在執行職務或求職時

被性騷擾。 

員警遇案 

處理方式 

第 13條第 2項： 

加害人明確且有

所屬單位時，員警

受理後移請加害

人所屬單位續為

調查；加害人不明

或無所屬單位

時，員警應即啟動

行政調查。 

員警受理後移請教育

主管單位續為調查。 

員警受理後移請勞動

主管單位續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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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 1：A對鄰居 B開黃腔，遭 B至派出所提起性騷擾申訴。 

處理：因 A無所屬單位，員警受理後，應依性騷擾防治法及「處

理性騷擾事(案)件作業程序」啟動行政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函

知當事人及社政主管機關。 

2、案例 2：A隨機對路人 B調情搭訕，遭 B至派出所提起性騷擾

申訴。 

處理：員警受理後，查知 A為公教人員，應依性騷擾防治法及

「處理性騷擾事(案)件作業程序」規定，檢附 B的申訴書（紀

錄）、詢問紀錄等資料移請 A所屬單位續為調查，並副知 A所

屬單位所在地的社政主管機關。 

3、案例 3：學生 A於圖書館內，持手機拍攝身著短褲的學生 B大

腿，使 B感受冒犯及恐懼，遂向員警求助。 

處理：學生 A拍攝部位，是學生 B著短褲所自然外露的大腿，

尚未涉刑法妨害秘密罪；員警受理後應告知申訴權利，並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及「處理性騷擾事(案)件作業程序」規定，移請

所在地的教育主管機關續為調查。 

4、案例 4：業務員 A常於辦公室對同事 B出言調戲，使 B感受冒

犯並影響其工作的進行，憤而報警。 

處理：員警受理後應告知申訴權利，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處

理性騷擾事(案)件作業程序」規定，移請所在地的勞動主管機

關續為調查。 

二、員警若遇到過度追求態樣的性騷擾，除了上述 2步驟外，還應特

別注意什麼？ 

(一)把「過度追求就是性騷擾」當成常識熟記並教育宣導： 

許多員警及民眾的性騷擾觀念仍停留在開黃腔或毛手毛腳，且過

度追求行為當下多無違法，如在公共場所跟蹤、站崗、送禮、所

傳訊息內容未達刑法恐嚇或妨害名譽程度等，因此，有「過度追

求就是性騷擾」觀念，才能依性平三法採取作為，避免落入無法

可管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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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三立主播張○○於 109年在臉書粉絲專頁反映遭一男網友跟蹤騷

擾，除發出各式邀約、在渠任職的新聞台駐地周邊駕車徘徊外，

甚向保全人員誆稱朋友，意圖潛入其辦公室；員警因有「過度追

求就是性騷擾」觀念，才能在獲知上情後，主動聯繫張女告知性

騷擾申訴權利、鎖定男網友身分，並提供安全建議事項；其積極

作為獲得張女貼文致謝。 

(二)保有敏感度，探知遭跟蹤騷擾的可能動機或原因： 

員警遇到特定被害人遭反覆持續跟蹤騷擾個案，在排除金錢債務

或前男女朋友分手所導致糾紛後，即應意識該個案可能涉及過度

追求的性騷擾；部分案件情節較為隱晦，可能是行為人並無積極

明顯示愛言行，也可能是被害人因羞恥感而不願透漏遭跟蹤騷擾

原因，員警可採迂迴方式探知其可能動機或原因，詢問範例如下： 

員  警問：你是否知道，他為什麼會持續跟蹤騷擾你？ 

被害人答：略。 

員  警問：你被他持續跟蹤騷擾的這件事情，是否有跟其他人反

映過？ 

被害人答：略。 

員  警問：你們是否有討論過他持續跟蹤騷擾你的可能原因？ 

被害人答：略。 

員  警問：你覺得這是他持續跟蹤騷擾你的原因嗎？ 

被害人答：略。 

(三)依法實施訪查約制： 

為犯罪預防或社會治安調查等目的，針對一般人口亦得實施訪

查，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 3點、第 7點定有明文；員警應

視案情需要據以實施。 

案例： 

民進黨發言人謝○○於 109年在臉書粉絲專頁反映遭一自稱為其

男友的陳姓男子頻繁傳訊，且不時出現在其周邊，已使謝女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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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並影響正常生活進行；員警獲知上情後，主動聯繫謝女告知

性騷擾申訴權利，另因陳男仍與父母同住，經徵得陳男家屬同意

後，至其住所實施一般人口訪查。 

(四)疑似病因性個案轉介衛政單位： 

1、若疑涉性騷擾事(案)件，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21條規定，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

或提供心理輔導及法律協助。 

2、另員警處理各類案件，遇行為人疑有精神疾病，可依「精神病

人轉介處理流程」規定轉請衛政單位訪視評估；遇疑似心理障

礙個案，即請衛政單位評估轉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由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進行處遇治療。相關資訊與表件，可

至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網站查詢運用（首頁/心理健

康促進/全國資源手冊）。 

案例： 

有關新聞刊載「怪咖男日日盯哨陪 101櫃姐上班」案，員警除依

社會秩序維護法查辦外，因該行為人已有多筆言行異常紀錄，疑

有精神障礙，經查確屬衛政單位列管精神疾病追蹤關懷個案，已

一併轉介該單位評估妥處。 

(五)積極適用「預防性羈押」及「羈押替代處分」： 

跟蹤騷擾行為若已涉刑責，為遏止其反覆實行同一犯罪，刑事訴

訟法第 101條之 1「預防性羈押」及同法第 116條之 2、第 117

條與第 117條之 1「羈押替代處分」均有實務操作前例，請依個

案情節蒐集證據並積極主張適用。 

伍、結語 

跟蹤騷擾屬於行為實施手段，型態各異、定義廣泛，除家庭暴

力類型較為員警熟悉外，源於愛戀癡迷的過度追求性騷擾事(案)

件，實務常因不諳概念而未以現行法令相繩，錯失在案情仍輕微時，

公權力即時介入遏止其惡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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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在吸收新知後，應不斷利用實務工作來驗證及認知是類行

為各項情境，掌握法令構成要件，落實案件受(處)理，即時採取處

置措施，並加強行為人約制、被害人保護，與病因性案件轉介，將

跟蹤騷擾行為造成的侵害風險降到最低，方能防治性別暴力，保障

社會大眾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