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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義及適用對象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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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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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義及適用對象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
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何謂性侵害犯罪？ 妨害性自主罪
章

搶奪強盜及海
盜罪

恐嚇及擄人勒
贖罪

兒少性剝削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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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義及適用對象

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
罪確定之人。

何謂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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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義及適用對象

犯第一項各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及犯性騷擾
防治法第二十五條判決有罪確定者，除第九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規
定外，適用本法關於加害人之規定。

法規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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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義及適用對象

適用或準用對象

妨害性自主
性騷法

第25條

性剝削

行為人判決有罪 緩起訴
少年

行為人

入法時間(年) 86 94 100 100 107

適用或準用依據

適用或準用

性侵法再犯預防措施

性侵法第2
條

性侵法第2
條

性侵法
第20條第
2項

性侵法
第2條

性剝削條
例第31條
第1項

第9條 指紋、DNA人籍別資料 + +

第20條 社區處遇 + + + + +

第21條 裁罰、移送、撤緩刑及撤假釋 + + + +

第22條 強制治療 (刑事保安處分) + +

第22-1條 強制治療 (民事監護處分) + +

第23條 登記報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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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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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社區處遇(妨害風化罪章)

精神疾病受刑人輔導
治療

獄中處遇 刑前強制治療

刑後強制治療(刑事保安處分)

社區處遇(妨害性自主罪章、緩
起訴、特別法)

加害人登記報到

83年 86年 88年 100年94年 104年 108年

刑後強制治療(民事監護處分)

社區處遇(未成年、性騷§25)

性侵法§2適用緩起訴、
性騷§25

兒少性剝削條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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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確立「獄中處遇、社區處遇」制度

刑法第77條第3項（83.1.28）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8條第1項（86.1.22）

監獄行刑法第81條第2項（8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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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確立「刑前鑑定與治療」制度

刑法第91-1條（88.4.21）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條、第78條（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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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確立刑事保安處分「刑後強制治療」制度

刑法第91-1條（94.2.2）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94.2.5）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8條（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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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沿革

確立民事監護處分「刑後強制治療」制度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1條（100.11.9）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1條加害人強制治療作
業辦法第2條（10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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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流程

收案

完成處遇

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失聯協尋



處遇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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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

矯正機關(監獄)

期滿或保安處遇執行完
畢 /假釋

法院

緩刑 /免刑
/ 有期徒刑
經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或
準易服社會

勞動

地檢署

緩起訴 /監護處分屆滿
或免除 /停止強制治療

地方縣市政府

依少事法交
付保護處分
確定且法院
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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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治療成效報告、再犯危險評估報告與身
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建議書，連同判決書、
前科紀錄、直接間接調查表、個案入監所之評
估報告書、治療紀錄、輔導紀錄及鑑定等。

未成年：裁定書或宣示筆錄、前科紀錄、評估
報告書等。

檢視資料是否完整、正確？

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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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重點

案情顯為重大、特殊，監所評估風險卻偏低？
與監所再次確認再犯危險等級，或於進行社區處遇後評估是否
提高再犯風險。

監所勾選出獄後不需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與監所確認是否勾選錯誤，若確定勾選「否｣，提報評估小組

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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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滿或保安
處遇執行完
畢 /假釋

緩刑 /免刑
/有期徒刑
經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或
準易服社會

勞動

緩起訴 /監
護處分屆滿
或免除 /停
止強制治療

依少事法交
付保護處分
確定且法院
認有必要者

通知加害人依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到場進行
加害人個案資料之建立，並於2個月內召開
評估小組會議

應即安排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並於其出監後1個月內執行。

性侵害加害人無縫銜接機制
監所評估期滿、假釋出監再犯風險等級為
高及中高及停止強制治療出所之個案，於
出監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

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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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第1堂課
程日期－出監日期
應小於等於2週

（14日）

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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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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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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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流程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
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
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
受理機關。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
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
以蓋章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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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流程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8
條第1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評估小組決議決定加害人身心

治療及輔導教育實施期間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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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流程

準備工作

一、確認戶籍地：
利用戶役政系統確認個案戶籍地。

二、通知個案：
儘量電話聯繫個案告知時間，並留下電話紀錄備查，並傳送簡
訊通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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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流程

公文正副本除寄送個案戶籍地、現居地或通訊地，同時
副知處遇單位、觀護單位（如有）、本市婦幼隊及現居
地分局知悉。



處遇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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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8條第
2項：

至少：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每月

不得少於二小時。
定義：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期間，係指加害人實際接受身

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時間。

作法：以第一階段第1堂課日期為實際起算日，如第1堂課未到，
則以完成第1次課程日期為實際起算日。

30

完成處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4項：

至多：執行期間為3年以下。但經評估認有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延長之，最長不得逾1年；其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者，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31

完成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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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處遇



處遇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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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因工作、就學、現居等申請於他轄處遇。

二、以傳真或郵寄申請書予個案並收到回復。

三、發函託管他轄續行處遇。

四、他轄安排處遇時間後，函轉通知個案時間。
34

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流程



避免轉銜空窗：
未收到他轄函復資訊前，個案仍應依本市安排進行處遇，如有未
到情事亦應依程序完成請假。

權責單位：
戶籍地（原轄）主管機關負責行政裁罰與移送聲請、居住地（外

轄）主管機關負責執行處遇。
35

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注意事項



36

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保護資訊系統登打



一、查詢戶役政系統確認個案戶籍轉出。

二、發函轉出個案至他轄，並請他轄安排處遇時
間後副知本市。

三、個案於他轄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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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流程



避免轉銜空窗：
未收到他轄函復資訊前，個案仍應依本市安排進行處遇，如有未
到情事亦應依程序完成請假。

權責單位：
原戶籍地（原轄）主管機關辦理結案、新戶籍地（外轄）主管機

關負責執行處遇、行政裁罰與移送聲請。
38

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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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於外轄處遇或戶籍轉出

保護資訊系統登打

個案資料夾以處遇結果表結案後，點選「轉介個案/戶籍
移轉」，複製個案資料夾給受轉介單位，複製的資料夾
有新的案號、狀態回到「連繫／鑑定／評估階段」。



處遇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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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檔或第一次處遇即未到。

二、連續未出席課程2次，且無法取得電話聯繫。

三、其他認有必要情形。

41

失聯協尋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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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協尋

流程

函請警政單位協尋

是否尋獲

警政單位尋獲並提供
加害人聯繫方式

於本市家防中心業務會議
比對協尋資料，並列管至尋獲止

加害人行方已明、完成請假或穩定出席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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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

處遇課程未到

移送



裁罰、移送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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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裁處

函請個案補資

函知個案請
假不予核准

補資
請假核准

補資
請假不核准

補資期限屆滿
未補資

函請個案意見陳述 個案請假(課前或課後)

課程未到

陳述意見期間屆滿仍未請假 請假核准 請假未附證明文件或文件不符

若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8條第2項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

函知個案，告誡
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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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函請個案意見陳述

如個案未依規定出席課程，治療單位會於3日內通報本局，後續

由本局函知個案進行意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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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函請個案意見陳述意見陳述函重點：
一、未到日期。
二、依據之全階段公文資訊。
三、載明意見陳述方式及請假應備文件、
請假方法及補課資料，未於期限送達相關
資料，視同放棄陳述意見。
四、下次處遇時間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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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請假未附證明文件或文件不符

個案於課前或課後請假，如請假未附證明文件或文件不符，本

局將函知個案補正資料。

如期限內無補正資料或補正資料後請假仍不核准，則另函通知

個案請假不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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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請假未附證明文件或文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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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8
條第2項：
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期間不得少於3個月，每月不得少於

2小時。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

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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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課程未到

有正當理由並依規定請假核准，致該月份時數
不足，發函告誡個案當月時數不足，爾後如仍
有時數不足情事，則逕依規定裁處。



裁罰、移送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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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

前條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履行：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
拒絕接受評估、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到

場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之時數不足者。



54

裁罰

意見陳述函須送達
寄存送達：寄存於郵局，依行政訴訟法第73條規定，「自寄存
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

公式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規定，其公告或

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登
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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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

因個案簽收，以105/4/29為合法送達日
因寄存郵局，以郵局條戳日期+10日，105/6/30+10=105/7/10

為合法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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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

裁處書重點：
一、載明未到日期、意見陳述函發文及送
達日期。
二、載明屆期履行日期及未依規定履行後
續相關規定，以做為後續如有移送需求依
據。



裁罰、移送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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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前項加害人屆期仍不履行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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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

一、裁處書須送達

二、須限期履行
裁處書需載明屆期履行日期，其中任一時間未履行，於意見陳

述函送達後，且有無正當理由、時數不足或請假不予核准情事，
即可辦理移送作業。

緩刑、緩起訴個案應副知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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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

一、移送書檢附資料（均須遮蔽）：
裁處書及其送達證書、全階段公文及其送達證書、戶役政資料
影本、最近1次評估小組決議、本階段處遇簽到表、未到通報單、

未到通知公文及其送達證書、本階段個案請假文件、本階段簡

訊發送紀錄、電話紀錄及警政查訪紀錄。

二、移送流程：
移請本市家防中心辦理→家防中心檢視事證後移送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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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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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

減少不起訴策進作為：
一、請警政單位約制查訪，並請個
案簽署通知單。
二、通知個案時間，並製作電話紀
錄單。
三、利用簡訊系統通知個案，並保
存發送紀錄。
四、請治療單位於個案參與課程時，
留下最新聯絡電話及可供寄送公文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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