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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諮詢會第三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113年 10月 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本部 209會議室(台北市忠孝東路 6段 488號 2樓) 

 主席：邱召集人泰源(林副召集人靜儀代)          紀錄：王君緯 

 出席委員：廖委員士程、張委員書森、張委員家銘、郭委員乃文、

楊委員啟正、黃委員雅羚、劉委員玟宜、林委員承宇、

吳委員昭軍(李組長嘉慧代)、簡委員慧娟(莊簡任視察金

珠代)、祝委員健芳(白簡任技正姍綺代)、張委員秀鴛(林

簡任視察春燕代)、黃委員佑民(張科長學祿代)、林委員

騰蛟(許專門委員文溱代)、許委員傳盛(彭副組長鳳美代)、

黃委員世杰(林副署長憲銘代)、馬委員士元(斯副組長儀

仙代)、翁委員柏宗(楊科長佳學代)、杜委員文珍、王委

員時思(李專門委員世明代)、葉委員寧(曾專門委員慶昌

代)、谷縱．喀勒芳安委員(董副處長靜芬盈代) 

 請假委員：郭委員慈安、高委員靜懿 

 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介紹委員：略 

參、 確認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諮詢會第三屆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肆、 追蹤歷次會議所列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 原列管 4 案中，除 1130613-5-2-2 案郭乃文委員介紹「心

快活健康學習平台」一案解除列管，其餘繼續追蹤，並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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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 1121023-5-2-1 案：請心健司擴大對媒體相關從業人員辦

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包含增加訓練場次及容額，

並考量製作短片、開設線上（視訊）課程等方式，強化訓

練近便性。 

(二) 1130613-5-2-2 案：有關國防部所屬具心理師證書人員依

法辦理執業登記一事，請本部心健司及醫事司，予以適當

協助。至國防部及內政部報告依今日報告案之決定列管。 

伍、 報告案 

第一案：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 

報告委員：郭委員乃文 

決定：洽悉。 

第二案：國軍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工作 

報告單位：國防部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國防部就已建置之內、外部心理諮商(治療)服務，

提供具體之統計數據，呈現所屬人員求助行為趨勢；

另請建構系統性保密機制，確保求助者之隱私得到充

分保障；研議建立內部人員與外部專家學者就特定議

題或非自願個案之討論平臺及合作協處機制，並於協

助發掘及協處是類個案時，考量納入其家屬於心理健

康需求上所扮演之角色。 

三、 請國防部於本屆第 4次委員會議報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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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警員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工作 

報告單位：內政部警政署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警政署建構系統性保密機制，確保求助者之

隱私得到充分保障；研議建立內部人員與外部專家學

者就特定議題或非自願個案之討論平臺及合作協處

機制，並於協助發掘及協處是類個案時，考量納入其

家屬於心理健康需求上所扮演之角色。 

三、 請內政部警政署於本屆第 4 次委員會議報告辦理情

形。 

陸、 討論案 

案由一：為針對 6至 12歲兒童族群自殺案件蒐集完整成因相關資料，

以協助擬定防治策略與規劃將來兒少自殺原因回溯，研討委

託團體蒐集與分析影響其自殺行為之多元化因素之可行性，

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黃委員雅羚 

決議：若民間團體願辦理 6至 12歲兒童族群自殺原因回溯先

驅性研究或計畫，請心健司支持並予以補助。 

案由二：盤點與協助校園完善防墜措施，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張委員書森、廖委員士程 

決議：請內政部就建築管理及消防相關法規，協助盤點校園

防墜設施之檢核標準及提出建議方案，並提下次會議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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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0時 15分） 

玖、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詳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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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肆、 追蹤歷次會議所列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1121023-5-2-1案 

張委員書森： 

一、 「自殺防治法」對新聞媒體報導自殺事件設有裁罰規定，並

訂有較為嚴謹之解釋令「媒體報導或記載自殺防治法第十六

條事項認定原則」以免易於觸法，然新聞媒體自律宣導措施

（如研習會等）之參與人數有限，無法涵蓋全台新聞媒體記

者。 

二、 經觀察近期仍有不適當但尚未觸法之媒體報導，如報導國際

上新興之自殺方法，提及相關藥物並附有圖片，可能增加我

國自殺率之風險，故建議將自殺新聞報導原則納入記者之職

業訓練或相關固定之活動，使新進記者了解不當報導而衍生

之風險，以達立法目的。 

心理健康司鄭代理司長淑心： 

心健司針對辦理媒體自殺防治相關課程已設計相關教材，未來期

提供更便利之視訊授課方式、結合案例分享，擴大宣導效益，並

將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合作，共同宣導自殺防治相關法令之內

涵及正向報導自殺事件。 

林委員承宇： 

建議貴部於委託辦理社群媒體從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會時，

於考量資源、效益及不適當之自殺內容多來自非第一線之媒體從

業人員之情形（如轉載或自行編輯原始報導），針對並鼓勵具有社

群媒體小編身分之從業人員參訓，以強化渠等對自殺防治相關法

令之認識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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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告案 

第二案：國軍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工作 

黃委員雅羚： 

國防部轄下人員有部分具心理師證書，惟較少辦理執業登記，建

議國防部協助此類人員辦理執業登記，使其得受心理師之繼續教

育及地方公會之倫理監督。 

心理健康司鄭代理司長淑心： 

一、 國防部內設有各級心理衛生中心且置有心輔相關人員，而具

有心理師證書人員，倘可依心理師法辦理執業登記並接受繼

續教育，將有助於提升心理諮商（治療）之服務品質。 

二、 根據前行政院衛生署 93 年 6 月 4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09857

函公告之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國防部屬於第 2點第 2款之

設有提供其員工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之「機關」，具有心理

師證書人員得辦理執業登記，建議國防部盤點尚未辦理執業

登記之人員並協助渠等進行執業登記。 

國防部： 

國防部已有 15處場所可供心理師辦理執業登記，並有 163名具執

業執照之心理師。本年度策頒心理衛生中心設置基準，預計明年

完成設置後向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認定，並將協助心理師進行

執業登記。 

張委員書森： 

一、 建議國防部強化內部支持及增加外部心理諮商資源之可近

性，並針對求助文化的「態度」或是負面刻板印象之阻礙，

考慮利用重要節日（如：世界自殺防治日、世界心理健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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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重要長官公開支持求助行為、鼓勵求助文化，以充分發揮

及連結現有資源之效。 

二、 建議國防部於後續自殺防治諮詢會檢視施行相關措施之成

效，尤了解使用內外部資源之求助行為趨勢是否持續提升。 

楊委員啟正： 

一、 軍、警、消或學校體系如何落實自殺防治三級預防是最困難

之議題，然組織文化氛圍對於鼓勵求助行為有限，其一關鍵

來自體系內部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之保密性議題（尤以隱私遭

受不自覺之公開或被無關人員知悉），影響求助意願。 

二、 建議國防部於體系內建構完善之保密機制（如訂定規則，且

其範圍不僅限於相關專業機構或醫事人員本應遵循之保密

原則），確保僅有必要人員得知悉相關資訊，從而營造安全、

值得信任之環境。 

第三案：警員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工作 

張委員書森： 

一、 內政部警政署已提供各年度之求助行為統計數據，亦期待國

防部提供是類數據，以評估施行效果。 

二、 軍、警等以男性為主之職場存在具有「毒性」男性文化，雖

有其強調堅忍之正面性，亦較有不重視心理健康之部分，故

推廣求助文化、鼓勵領導階層參與宣導，能有效提升對心理

健康議題之關注，尤於重要節日（如：警察節）進行宣導。 

三、 目前國人知悉衛福部 1925安心專線比例較低，故於軍、警體

系內亦有持續強化宣導之可能。 

楊委員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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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內政部警政署於體系內建構完善之保密機制（包含關老師等

相關人員，並不僅限於相關專業機構或醫事人員本應遵循之保密

原則）。 

張委員家銘： 

一、 建議內政部警政署參考國防部辦理心理衛生教育之措施，強

化員警於抗壓、情緒管理、求助之知能，落實一級預防。 

二、 建議強化關老師之選任、知能及其相應之權責（含保密職責），

並強化員警同儕支持措施。 

三、 針對機構內之霸凌事件、非自願、影響組織氣氛個案等內部

議題，非外部人員可直接協助，建議考量建立內部人員與外

部專家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或合作機制，以強化協作處理

能力。 

黃委員雅羚： 

建議內政部警政署於主官（管）之教育訓練課程中，納入心理健

康相關內容及資源介紹。 

林副召集人靜儀： 

一、 建議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於建立內部與外部專家學者之討

論平臺或合作協處機制時，納入考量家屬於協助發掘及協處

是類個案心理健康需求上所扮演之角色。 

二、 有關內政部警政署擬將「心理健康」納入員警健康檢查項目

一項，建議應考量個案對隱私之重視，避免影響施行成效。 

陸、 討論案 

案由一：為針對 6 至 12 歲兒童族群自殺案件蒐集完整成因相關資

料，以協助擬定防治策略與規劃將來兒少自殺原因回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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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委託團體蒐集與分析影響其自殺行為之多元化因素之可

行性，提請討論。 

張委員書森： 

一、 國際上進行死因回溯之方法蓋分兩類，如現於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所定針對 6歲以下兒童的死亡回溯分析，由

中央委託專業團體並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基於行政面上之

相關資料且無涉訪談親友，目的係尋找可預防因素，期未來

擴及 12歲或 17歲，亦須有法律依據及資源支持。另一類方

法則接近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即透過訪談

親友了解死亡前之近因，亦可成為遺族關懷管道，建議衛福

部考慮進行先驅型研究以評估其可行性。 

二、 又近年我國兒少自殺身亡尤以女性墜樓人數增加，其包含物

理上可近性（如居住於高樓環境）及心理上可近性（如將墜

樓作為解決困擾之手段）等鉅觀層面因素，則較難藉訪談發

掘。 

廖委員士程： 

一、 根據去年臺大醫院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之回溯性分析研

究，發現 10歲至 24歲自殺死亡群體之人群歸因成分中，五

成與精神科診斷有關，故須挑戰昔日心理解剖研究方法常聚

焦於精神病理學、心理學上之歸因，以更大架構觀之，包含

考慮整體家庭動力（如：父母離婚率）及數位足跡（如：網

路使用時間、睡眠困擾等）等與自殺行為有潛在關聯之因素。 

二、 以質性訪談為主之回溯性研究，應以自殺遺族關懷服務為始。

參考日本經驗，此類由公部門主導及執行之自殺遺族關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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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於介入時遭遇自殺遺族哀慟反應最強烈期間，易由於

歸因於公部門，而有失敗風險，故建議委託獨立、有威望且

有經驗之民間機構或團體共同合作。 

心理健康司鄭副司長淑心： 

一、 衛福部自 109年起依據 107年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審

查結論性意見，每年均委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針對未滿 18歲

者進行自殺通報及死亡資料分析，並提供分析結果予教育部

參考。 

二、 有關 6至 12歲或至 18歲以下之自殺死因回溯分析，衛福部

已於 111及 112年召開專家會議予以探討，提及該研究方法

及執行層面具有相當困難度，且須有經過受訓之訪員進行操

作，倘有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願意進行先驅性研究，心健司

可提供相關補助作為支持。 

案由二：盤點與協助校園完善防墜措施，提請討論。 

張委員書森： 

一、 不同機關對「頂樓」建物之安全規範未有一致，如消防單位

認為是項建物非屬於消防安全設備、內政相關單位認為逃生

路徑不得上鎖，導致學校單位於實務執行時莫衷一是。建議

提供公函、指引、方針等，有一致改善方向，以達預防目的。 

二、 建議學校單位就校內高危地點防墜改善措施，應有配合教育

部補助之自籌經費，提升學校單位之動機及展現該校之投入

意願，並建議教育部持續辦理補助。 

教育部： 

一、 未來將視情況提供相關補助予有進一步需要之學校單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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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單位亦需自籌經費，提升學校單位之重視。 

二、 現有「各級學校建物防墜安全檢核參考表」於實務執行上確

實發現部分消防法規與建築法規之間有所牴觸，爰建議由衛

福部邀集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就防墜設施等制定統一原則，

教育部將配合提供各學校單位依循施作。 

楊委員啟正： 

一、 近年學校自殺事件增加，然學校單位人員對相關消防及建築

法規可能存有誤解，尚須相關主管機關基於法規釋疑、提供

適當且具體之規範，確保學校單位人員落實安全措施。 

二、 肯定教育部提供相關補助經費，藉此協助學校單位整體審視

及改善防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