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拒黑與少年犯罪」研討會會議新聞稿 

近日發生國中生遭同學割喉身亡，輿論譁然，對於黑幫

入侵校園之防制、少年犯刑事責任及司法矯正、輔導與學校

對接、校園安全網之檢討修正，已不容坐視不理。中華人權

協會特地於 113年 1月 5日(五)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假

台北市長官邸 和式講堂，舉辦「校園拒黑與少年犯罪」研

討會。 

研討會中，中華人權協會高思博理事長致詞表示，國中

生割頸案，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原因，除了被害者在不該失

去生命的時間、地點失去生命外，加害者手段凶殘、態度淡

漠，加上新北地方法院的回應，均令人對現行制度的有效性

產生疑慮。為此中華人權協會蒐集了日本、台灣的許多類似

案例，發現少年事件在司法系統的處遇，乃至於到學校間的

介接或轉換，以及黑道入侵校園等問題上，都有值得更進一

步改善的地方。日本在 2001-2003年間五次修正少年法，應

有可供台灣借鑑之處。 

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同教師管教面臨困境。新北市前法

制局長、檢察官吳宗憲認為，應賦予教師更多的管教權，並

依社會狀況微調，並且主張教師涉訟時，學校或政府應給予

協助；警政署前副署長林德華則建議教育部重新檢視法規，

直接賦予教師管教權及物品搜查權；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聯

合會代表陳貞𦵼希望鬆綁搜查法規、建立安全匿名通報系統

及高風險學生名單、增加校園安全人員。新北市中小學家長

協會法務諮詢委員會總召粘舜權及丹鳳國小老師黃金宏均

對中輟生回歸資訊透明提出建議。 

在防範黑道入侵方面，林德華認為，警政署很早就有防

制黑幫入侵校園的策略及作為，他認為應引進日本的暴力團

對策法；黃富源則認為逐步建立校園安全制度，引進具有相

關證照資格的職業保全專員，輔以大規模掃蕩黑道、校園違

禁品查察，並完善法規，是有效的防制方法。 

在少年犯刑事責任及司法矯正、輔導與學校對接方面，

高思博理事長認為如何讓犯過罪的少年回歸到教育系統，不



是單純要求學校承接就可以解決問題，需要完善的社會安全

網。 

前監委林雅鋒則指出，目前社會上雖有下修責任能力年

齡的呼聲，但基於聯合國兩公約、兒童公約、北京規則，必

須創造一個社會環境，讓少年不受犯罪及不法行為的影響，

不易達成。日本經過 5次修法，將年齡降為 14歲，但聯合

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曾請日本重新考慮將年齡回復為 16歲，

足見問題並不是單純修法降低年齡下限即可解決。林雅鋒支

持給法官空間，不要讓少年犯變成年犯。但吳宗憲以檢察官

的經驗認為，法律保護少年，也應衡平保護善良的民眾。應

否下修刑責年齡值得討論。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主任許福生特別指出，少年

刑事政策，以保護主義優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4號解

釋後，曝險行為僅剩 3種，未滿 12歲改由家庭處理，是否

應思考一下，犯重罪該不該處理。尤其，少年犯 5年以上的

罪才適用刑事程序，從罪名來看，例如電信詐騙，3到 10年，

就不適用刑事程序。定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柏榮也提出

12歲少年，被黑道吸收，涉及詐騙案變成車手的案例，支持

法律未來需填補漏洞的看法。 

高思博理事長於研討會總結時表示，人權保障具有多種

面向，立法者於修法時負有衡平考量的重要責任。校園拒黑

方面，最重要的是儘速引進日本暴力團防制法，讓黑幫在校

園吸不到組織壯大的奶水。少年犯刑事責任及司法矯正、輔

導與學校對接方面，則要注意避免給少年標籤化，適時接住

少年，不要讓青春沒有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