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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第 2屆中央兒少代表團大會暨部會座談會 

中央兒少代表團提案(二) 

案由 
關於未成年兒少避孕措施、性教育落實與嬰兒安置措施一案，提

請討論。 

兒少 

代表 

江瑜庭、何永詳、周禹嫻、林冠妤、林品程、柯亮瀛、徐暳諭、 

翁彩華、張豐溢、莊廷緯、許嘉珍、陳典亨、陳楷薪、陳諾、 

黃立蕙、廖芯霈、廖康佑、劉高喬、蔡宜珊、鄭天立、鄭鼎薰、 

蕭丞竣、薛唐茂（依姓氏筆劃排序） 

說明 一、年滿 16 歲之兒少有性行為之自由權，而在部分賣場保險套價

格過高或是貼出未滿 18 歲禁止購買保險套等行為，使滿 16

而未滿 18 歲之兒少無法選擇品質有保障的避孕管道，選擇網

路上訂購未符合標準或較便宜之保險套，卻極有可能造成發

炎、過敏或是保險套破裂而懷孕問題。且根據教育部調查中，

每年有近三千多名高中職以下學生懷孕。因此可見台灣對於

保險套等避孕措施之規範以及獲得途徑還需進一步的規範與

普及，使有需要之兒少能以正確且方便之管道進行避孕。 

二、直至今日不乏傳出部分學校未落實健康教育，以及家長逃避

性教育之責任，導致兒少缺乏正確之性觀念以及避孕措施，

使兒少認為只要兩情相悅便可進行性行為且未避孕，監察院

亦指出未成年少女懷孕之年齡隱隱有下降之趨勢，且教育部

未能掌握確切數量。建請教育部、衛福部與相關單位讓各校

建立健康促進推動小組、邀請專家學者，以增能研習、參訪、

成果發表等，且讓教師撰寫課程計畫時將性教育的部分納入，

以提升學生與家長志工性教育知能。 

三、生產後部分未成年少女與原生家庭無力扶養新生嬰兒與壓

力，對該嬰兒進行施暴、虐待與遺棄等行為，恐對嬰兒之生

存與人格發展受到影響。建請政府與相關機關模仿德國、韓

國與日本慈惠醫院進行「送子鳥計畫」設立棄嬰保溫箱與及

運用現有的資源，使無力扶養幼兒之家庭得以合法遺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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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嬰兒受到妥善照顧也能找到適合之家庭扶養。 

四、縱使現已有線上諮詢與性方面之諮商的管道，但實際測試後

發現其諮商人員不定時上線，無法及時給予有需求者回應，

望相關單位精進。 

 

辦法 一、建議教育部於全國各高中職設置保險套販賣機，其應設置在

隱密地點且須公告放置地供有意使用者參考，且應於販賣機

前擺放 16 歲以下禁止性行為、保險套使用方式等文宣供學生

參考；另外在各賣場 18 歲以下禁止購買保險套之規定，未保

障到 16 歲至 18 歲之間的族群避孕需求，應取消 18 歲以下

禁止購買之標示。 

二、建議教育部、衛福部與相關單位應規劃線上性知識學習資源，

供以各縣市教育局與有需求者使用；並要求各校建立健康促

進推動小組，讓教師撰寫課程計畫時納入性教育，並安排研

習提升各單位教師之知能，且不定期抽查各校落實性教育之

成果。 

三、建議政府與相關單位參考國外「送子鳥計畫」，設立棄嬰保

溫箱，並規劃其實施辦法，棄嬰保溫箱目的為保障原生家庭

無力扶養之嬰兒的生存權。請相關單位在舉辦相關會議時納

入兒少代表討論。 

四、除送子鳥計畫外，建議效仿日本新增 24 小時在線「妊娠相

談」，允以有需要之兒少或他人在有需求時以電話方式匿名

諮詢與使用。 

 

研處 

意見 

教育部 

一、有關建請本部於全國各高中職設置保險套販賣機一案，保險

套屬第二級醫療器材，其保存條件應依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內

容辦理，且使用前應詳閱產品說明書，並清楚了解注意事項

及使用風險等。鑒於醫療器材非一般商品，提供之產品如涉

屬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8 條之不良醫療器材，恐涉同法第 60 條

或第 64 條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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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識能，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說明如

下： 

(一) 性教育相關課程教材及教學示例等教學資源，已置於「教

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臺灣健康促進學校」及「健

康與護理學科中心」網站，學生、教師及家長可逕行下載

參考。 

(二) 為提升教師性教育教學知能與相關課程之教學策略，辦理

性教育議題之跨領域教學工作坊、全面性教育課程設計與

教學策略培力工作坊、健康促進學校師資專業成長研習等

增能活動，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以提供學生正確性教育知

能。 

(三) 本署持續補助地方政府及學校發展特色校本健康促進教學

與活動，依不同學制學生實際健康需求規劃及督導所主管

學校推動健康議題（例如教師研習、校際交流活動、校園

宣導、微電影、小主播等等），訂定校本特色健康議題，

並於「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網站提供績優推動案例，供各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各學校作為教學參考。 

 

衛生福利部 

一、辦法一有關保險套販賣 1 節，依本部 110 年 6 月 25 日衛授

食字第 1101606015 號公告「得以自動販賣機販售之醫療器

材種類及其販售之應遵循事項」規定，醫療器材商（藥局）

得以自動販賣機販售附表所列之醫療器材種類已含衛生套

（保險套），合先敘明。至有關校園設置保險套販賣機等政

策規劃，依教育部意見。 

二、辦法二有關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識能，本部國民健康署製作相

關衛教素材（如：文章、單張、影片及懶人包等），並置於

「健康九九+」網站供大眾參閱。另為提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

專業知能，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能及教材應用研習課程，

提供衛生局(所)、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社工師及醫療院所相關

醫事人員教材使用教學、實務技巧及互動演練等課程內容。 

https://health99.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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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法三建議參考其他國家設立棄嬰保溫箱，保障原生家庭無

力扶養嬰兒之生存權 1 節： 

(一) 現行我國嬰兒出生後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4 條與戶籍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出生通報及出生登記。同

時政府相關單位資源即可視需求介入提供，包括親養子女

所需經濟扶助、托育服務及社會福利資源，讓孩子儘量留

在原生家庭成長。若父母無法提供適當照顧，可由社政主

管機關協助轉介安置資源，倘經評估確實有出養必要性，

再由社政主管機關協助後續出養事宜，以維護兒少最佳利

益。 

(二) 棄嬰保溫箱之設置，恐涉下列議題： 

1. 生母權益：可能會限制生母與孩子建立關係的機會，使

得生母在未來可能感到後悔或失去了與孩子相處的機

會。 

2. 兒童權益：此一類似父母棄養子女之做法不符兒童權利

公約精神，迫使孩子無法留在原生家庭成長與發展，或

由其適當之親屬照顧之替代性照顧政策目標有違。 

四、有關效仿日本新增 24 小時在線「妊娠相談」，提供有需要之

兒少匿名諮詢 1 節： 

(一) 經查日本「妊娠相談」係某醫院設置 24 小時諮詢服務，透

過電話與電子郵件由護理師或助產師提供女性有關懷孕、

避孕、墮胎、分娩等諮商服務。 

(二) 本部社會及家庭署設置「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及「未

成年懷孕求助網站」，可提供懷孕少女及小爸媽近便性、

即時性諮詢管道，由社工人員提供線上匿名諮詢服務。 

(三) 本部國民健康署設置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亦已將未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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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孕產婦納入「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

收案對象，並提供衛教諮詢、關懷追蹤及資源轉介等服務。 

 

決議 一、對於兒少反映商場不許未滿 18 歲兒少購買保險套，以致兒

少無法從正當管道取得避孕器材，請本部保護服務司釐清

「保險套」是否歸類為禁止販買予兒少之成人用品，以及有

無對外澄清之必要。 

二、請教育部督導學校落實性教育，並推廣本部「健康九九＋」、

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等。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公告於 CRC 資訊網  

備註 1. 依據 112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

組第五屆第 4 次會議決議，本案由衛生福利部與教育部自行

管考，並邀請該提案之兒少代表參與推動。 

2. 112 年 12 月 31 日修正教育部研處意見，以及衛生福利部研處

意見第四點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