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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人權特刊
 

 

2017/10/31 vol.91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兒童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保障其免於暴力傷害、保障其生存與發聲的權利，使其安全無虞的長大為每個國家、
每個大人之責任。21世紀的今日，無論是國內、國外許多兒童與青少年的權益仍舊受到忽視，故本期電子報此期主
題聚焦於「兒童與青少年的人權」，透過各種關乎兒童與青少年的議題，邀同報友一同來瞭解兒童與青少年之處
境。

       本期電子報封面專欄〈何處是兒家?無國籍兒少的人權環境〉由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的劉梅君教授撰稿，文
章主要探討臺灣無國籍兒少之問題，因他們在生存權、發展權、參與權及免受虐待暨剝削的權利上皆受到嚴重忽
視，針對其處境，台灣的相關法令與政策是否該有所突破，值得大眾一同來深思。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觀察等相關
文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本期四方觀點〈透明的存在：用毒兒少家庭的邊緣化處境〉
由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張淑慧教授撰文，文章主要探討用毒兒少家庭之問
題，家庭是用毒兒少最重要的守護堡壘，也是支持兒少離毒、復歸社會最大的力量，然而社會大眾對用毒者家庭獵
巫式的聲討，往往使用毒者家庭遭受諸多社會壓力，使其更加逃避尋求資源獲得協助，如何從各政策面、甚至改善
大眾偏見去支持用毒兒少家庭，使用毒兒少得以復歸社會，這是目前社會所需面臨的極大課題。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
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何處是兒家?無國籍兒少的人權環境
 文／劉梅君（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二十世紀人權議題高度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自從1948年聯合國頒布了【世界人權宣言】以來，陸續訂頒了九
大核心人權公約 ，其中一個核心人權公約是1989年以兒童作為人權主體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此公約幾乎是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已批准或加入，目前總共有193個締約國，成為9
大核心公約中締約國數最多的公約，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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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e.pro.edu.tw/8-2-1.php?id=112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900


2019/1/24 93

http://hre.pro.edu.tw/epaper/93 2/4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2017台灣國際人權影展 即起巡迴開跑
 2017/10/16 蘋果日報

2. 實踐司改 司院設人權兒保性別友善委員會
 2017/10/13 聯合新聞網

3. 發起「為你的受傷而讀」 黃靖茹獲亞洲女兒人權獎
 2017/10/9 聯合新聞網

4. 首座高樓監獄落成 北監收容人權獲提升
 2017/10/2 中央通訊社

5. 監察院辦研討會 張博雅：透過監察權提升老人人權
 2017/09/29 自由時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川普不挺LGBT人權》失去美國大力支持 非洲恐同問題可能更加
惡化

 2017/10/18 風傳媒
2. 人權觀察：2/3阿富汗女孩無法上學

 2017/10/17 大紀元
3. 澳洲首次入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2017/10/17 大紀元
4. 葉「環保」電動車黑暗面：剝削勞工人權的鈷礦供應鏈

 2017/10/16 關鍵評論網
5. 蘇丹人權紀錄改善 美國中止20年貿易制裁

 2017/10/7 中央通訊社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聯盟】2017國際身心障礙
者日系列活動身心障礙兒少
人權影展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身心障礙聯盟

 活動時間：106年11月4日
14:00:00至106年11月25日
16:30:00。

 活動地點：台北市身心障礙
服務中心二樓展演區(台北市
中山區長安西路5巷2號)。

2.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活動時間：106年11月20日
~106年11月24日止

 活動地點：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
 
 
 
 
 

3.  
4.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 Social Observation
  

透明的存在：用毒兒少家庭的邊緣化處境|
 文／張淑慧（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執行長）
       你是要逼得我和你爸走投無路嗎？我們都不敢出門，連買菜都怕
別人問你在幹什麼！」

     「要怎樣你才不會再吸毒，我們打也打過、罵也罵過，你要怎樣才
會聽話，媽媽向你下跪，求求你不要再去碰毒，好不好？」

    「老師，我真的有很認真教小孩，可是沒用，他還是一直去。老
師，如果他哪天發生什麼事，電視來拍我家，我怎麼辦？我做人好失

敗，好想死……。」
       「老師，我看臉書上別人的孩子都不用太花心思就很優秀，我去

上很多課，我家小孩還是不聽話。學校老師說我逼太緊，我放手不管

了，孩子卻越來越不乖。我不讓孩子跟那群人在一起用毒，就是講不

聽……。」
       多年的輔導工作，迴盪不去的是用毒兒少的家長或泣訴、或嘶吼

的聲音。這些家長在教養背後有許多無助與無奈，他們會打罵孩子，
會找神明求助，會用自己的想法做許多我們經驗中很難想像的事，只
要有一絲希望，他們就會努力去嘗試，但是外界的誘惑與拉扯，仍然
讓孩子朝著吸毒的路走去。也許家長們有些方法並不適當，或是他們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兒童（Child）。

國際兒童日（Universal
Children's Day）。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10月

2016/10/21
 立法院三讀通過《就業服

務法》第52條修正草案，
取消外籍勞工工作期滿出
國1日規定。

 
2016/10/7

 「台灣國會西藏連線」成
立大會。

 
1994/10/03

 聯合國確認盧安達發生大
屠殺，至少有50萬人遇害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1017/122263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755267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47666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020078-1.aspx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07975
http://www.storm.mg/article/34526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0/17/n974125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0/17/n9741175.htm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imefortune/81024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075004-1.aspx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710160200519436091540
http://www.crcreview.org.tw/
http://hre.pro.edu.tw/core/4561
http://hre.pro.edu.tw/core/4548
http://hre.pro.edu.tw/history/139
http://hre.pro.edu.tw/history/136
http://hre.pro.edu.tw/history/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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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庭的困擾影響了孩子，但是我們不能抹滅這些憂愁煩惱的家長
對孩子離毒的盼望、這些陷入無助的家長對孩子戒毒的努力。……
（繼續閱讀）
 
 
 
 
 
 
 
 

 

1989/10/05
 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

嘛獲諾貝爾和平獎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被出賣的童年》：兒童人權的社會視野 | 
 

文／林柏儀（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書籍簡介》

書名：被出賣的童年
 

作者：喬爾．巴肯（Joel Bakan）
 

譯者：陳齊鈞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3年6月
 

        知道嗎，我們的孩子雖是史上最富足的一代，卻

也是最不安全與沮喪的一代？獲利掛帥的商業時代，兒

童及青少年也成為企業鎖定的主攻對象、重要消費者，

從食品業者、遊戲廠商、甚至到藥廠，都用盡方法對兒

童及青少年不斷進攻。這些在生活中看似稀鬆平常的商

業行為，對孩童成長卻深受影響。

《書評》
 

        誰是傷害兒童人權、犧牲出賣兒童的最大元兇？
 

        是不負責任的家長？漠視兒童的政府？威權管教

的學校？違法亂紀的犯罪集團？或是忽視兒少的成人世

界？
 

        這都可能是問題的源頭之一。但加拿大知名法學

者喬爾．巴肯（Joel Bakan）出版的《被出賣的童年》

一書，給了一個不同聚焦的答案。他指出，在當代社會中，最傷害兒童權益的機構，其實是「大企業」（big

business）。當代大企業基於利潤積累的邏輯，日益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兒童作為「對象」，行銷、污染、剝削、

掠奪。而近來擁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的政府，卻是不斷後退與節節鬆綁，以自由之名縱容企

業活動，實際上犧牲了兒童與普羅大眾的權益。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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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月光下的男孩》：男孩成長紀事 | 
 

文／朱浩一（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片名：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影片年份：2016
 

導演：貝瑞‧傑金斯
 

片長：111分鐘
 

出品國：美國
 

發行商：傳影互動

《劇情介紹》
 

      這一天，毒販阿璜照例開車來巡視自己的地盤。此時，
一群男孩從他面前跑過：多人追擊一人。被追的男孩躲進空

屋鎖上門。其他孩子離去後，阿璜敲了敲門，沒開，便拆了

封住窗孔的木板進去，好言把孩子勸了出來，帶他去餐館吃

東西。孩子什麼也不說，阿璜只好帶他回家，希望女友泰瑞

莎能讓他開口。一樣，甚麼不說，直到被問及要不要回家，

總算說了「不要」。當晚，這名喚作夏隆的男孩在柔軟、潔

白的床鋪上一夜好眠……

《影評》
 

      改編自同名劇本，本片採三幕劇結構，讓觀眾得以透過
「小個」、「夏隆」及「黑仔」三個篇章，除了看見主角夏隆從童年、青少年到成年的性格延續及人生際遇外，

也看到外在的社會是如何強迫男孩「長大」，或說偽裝，裝成一個不是自己的自己，裝成一個能在社會上平安活

下去的自己。何其悲哀，卻又何其真實。因為，我也曾是霸凌受害者。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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