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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跟蹤騷擾防治法之內涵 

• 如何尋求協助 

• 停止檢討被害人、尊重說不的權益 

 

 

 

 

 

 

 

 

 

 

 
 

 

    

    【圖片來源】：Canva 

跟蹤騷擾防治法之內涵 
 《跟蹤騷擾防治法》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於 2022 年 6 月 1 日正式上路，使受到跟蹤、騷擾的被害人得以依

法尋求公權力介入處理，避免發生嚴重的犯罪行為。跟騷行為是具

有恐嚇意味，且能使被害人心生恐懼與不安的罪行，也可能演變成

對被害人的暴力行為[1]。過去有許多擄人、殺人案件在發生之前，被

害人已反覆遭受跟蹤、騷擾，但卻求助無門，例如：被害人受到他

人愛慕，既使多次拒絕、表態，但追求者誤以為有志者事竟成，而

反覆侵犯被害人隱私，違反被害人意願的跟蹤、騷擾行為，以為是

在表達愛意，卻無視不當追求帶給被害人的困擾和恐懼。被害人常

常只能隱忍，或者被迫改變生活方式與環境，雖然受害者並無做錯

事，卻在過程中承受巨大痛苦和代價。 
《跟騷法》將跟蹤、騷擾行為入罪化，就是希望改善過去難以

遏制跟騷行為的社會問題，並提供被害者相對應的法律保護，《跟

騷法》所指跟蹤騷擾行為需與性或性別有關，例如：過度追求、狂

熱粉絲、性騷擾、性別歧視、家暴或親密關係暴力等，並持續或反

覆違反特定人之意願，使之心生畏懼，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

活動，此法定義 8 種跟騷行為，分別是：監視跟蹤、盯哨尾隨接近、

威脅辱罵、通訊網路騷擾、不當追求、寄送物品、妨害名譽、冒用

個資[2]。 
根據警政署統計調查，《跟騷法》上路首月，共受理 391 件跟

蹤騷擾案件，其中最常見的犯罪行為是通訊騷擾、盯梢尾隨，以及

監視觀察[3]，跟騷者包含不同性別，8 成是男性，女性占 1 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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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性跟騷[4]。跟騷者經常透過通訊軟體不停聯繫被害人，單向且

過度表達關心，以及尾隨、監視被害人的行動，甚至可能向被害人

表達自己對其瞭若指掌，告知被害人今日在哪出現、衣著特徵等，

讓被害人感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彷彿跟騷者隨時都在自

己身邊，為此深感焦慮及恐懼，擔心自身的人身安全及隱私曝光。 

   如何尋求協助 
當我們遇到跟蹤、騷擾的問題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獨自承擔

問題，除了向身邊的親友、同學們求救，也能與師長討論，甚至尋

求校內資源，如：系所辦公室、諮商中心和校安人員。另外，我們

也可嘗試以下的行動，訴諸司法機關的協助[5 ]： 
(1) 適度蒐集證據，將跟騷嫌疑人的行為用錄影或截圖方式保

存、記錄，並向警察機關報案，警察會發警告函告誡嫌疑人，

對其即時約制。 
(2) 若 2 年內，對方再次做出跟騷行為，被害人或特定親屬可向

法院申請保護令，要求嫌疑人遠離特定場所並保持一定距離。 
(3) 若嫌疑人發生跟騷行為時有攜帶兇器，可向檢察官提出刑事

告訴，開啟偵察審判程序，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4) 若嫌疑人違反保護令或攜帶兇器做跟騷行為，可由法官裁定

後，針對嫌疑人進行預防性羈押，限制其人身。 

停止檢討被害人、尊重說不的權益 
常見的跟騷者並非只是愛慕者、陌生人，其實最多的跟騷者是

「現有或曾有關係的伴侶」[6]，跟蹤騷擾是常見的親密關係暴力樣

態，並且跟騷者絕大多數是熟人。被害人往往不願破壞關係，或擔

心積極求助會激怒跟騷者，也常因外界對被害人的誤解、迷思，例

如：當事人自己不願拒絕、被追求還嫌棄、被跟騷又沒有真的造成

什麼傷害等，使得被害人難以踏出求助的第一步，更常在求助時不

被他人理解，而二度使得被害人受到傷害。 
其實跟騷行為往往造成不斷累積的傷害，影響被害人的身心健

康，對被害人的生活造成巨大困擾。無論是自己或是身邊的人遇到

跟蹤、騷擾，都應該捍衛自身權益，積極求助，除了前述提及的親

友、校內資源與警察機關可尋求協助外，亦可透過網路找尋相關資

源的幫忙，如：現代婦女基金會、免費法律諮詢、勵馨基金會等平

台。拒絕是每個人本就擁有的權利，當面對不當追求與違反意願的

侵害行為，我們都應勇於表達困擾，維護個人權益。 
  

參考資料： 

[1] 黃翠紋(2020.10)。跟蹤騷擾防治法之評析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2。引自

https://reurl.cc/Z1d5qg 

[2] 跟蹤騷擾防制法。全國法規資料庫。引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211 
[3]  防制跟蹤騷擾 111 年 6 月 1 日迄 6 月 30 日執行成效。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引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211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view?module=wg203&id=18630&serno=d7332859-51f3-4fc6-add3-b582b963

7e84 
[4] 楊惠琪(2022.07.18)。嚇阻恐怖情人！跟騷法上路首月，手機通訊騷擾與盯哨尾隨最常見。親子天下。

引自 https://reurl.cc/ymb8RE 
[5 ]李莉娟(2020.01.22)。跟蹤騷擾不再來！如何用「跟蹤騷擾防制法」保護自己。法律百科。引自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ender/953#footnote-7 
[6]「求你放過我」跟蹤騷擾竟多來自於親密關係。全民免費法律諮詢網。引自 https://reurl.cc/rZbGXy 

 

 
歡迎與我們聯絡 

    聯絡電話：03-8906896 

服務時間：W1-W4(08:00–2100)、W5(08:00–17:00) 

中心網址：https://rb010.ndhu.edu.tw/app/home.php?Lang=zh-tw 

電子信箱：pcc@gms.ndhu.edu.tw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view?module=wg203&id=18630&serno=d7332859-51f3-4fc6-add3-b582b9637e84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view?module=wg203&id=18630&serno=d7332859-51f3-4fc6-add3-b582b9637e84
https://reurl.cc/ymb8RE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gender/953#footnote-7
https://reurl.cc/rZbGXy
https://rb010.ndhu.edu.tw/app/home.php?Lang=zh-tw
mailto:pcc@gms.nd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