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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歲女屢偷錢，母當眾罰跪掛狗牌！」2016年 12月 7日自由

時報 B1 版社會焦點登出斗大的標題，照片雖然加上馬賽克處理，但

是仍然讓人對此感到痛心。事件經路人發現通報警方與社會局而披露

，後來警方將女童帶回派出所暫時安置，並通知家長到案說明。民眾

的感覺是「看了覺得心疼，難道一定要這樣做才算有教小孩嗎？難道

小孩就不需要尊嚴嗎？當小孩做錯事時，大人有想過為什麼小孩要這

樣做嗎？」這幕場景讓我首先想到的是「遊街示眾」，姑且不論今天

孩子所犯的錯是許多大人在小時候也曾犯過的家內竊盜，即便在大人

世界裡，也不允許有如此不尊重人格尊嚴的處罰存在。 

對於這則新聞，主管機關社會局在第一時間馬上引用《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對兒童或少年為不正當的行為」規

定，強調父母應接受 4 至 50 小時的親子教育課程，若不上課或時數

不足，可處 3千元至 3萬元的罰鍰；本案因女童的母親已認錯且承諾

改善，所以社會局暫時將女童交由父母帶回。主管機關採取直接引用

法條並宣示法律效果的方式處理，雖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用，但感覺

上總有點像是刑罰威嚇，走的是一般預防的方法；而我更關心的是對

父母特別預防的落實，以及女童是否會因為這個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創

傷，導致日後成長上的不利影響！因為孩子終究是得回歸家庭，本案

的最後，主管機關因為母親的認錯與承諾而「暫時」將女童交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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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是否就算「結案」？後續的教育與關懷，會不會持續投入？讓

女童的問題有明確的診斷與處理！讓女童父母引以為鑑，真正知錯並

改變自己的家庭教育觀念與模式，這也應該是這個事件被揭發後，所

應帶給台灣社會的覺醒。 

而從另一個視角，去看待這個事件，就法律層面的探討而言，人

格尊嚴是一個人的基本需求與權利，不因大人或小孩而有所差異。不

談憲法法理的深奧理論，在人際交往經驗上，大家一定感受過因為別

人的不尊重，而產生不愉悅的感覺，這就是人格尊嚴最初淺的基本命

題，小孩也是人，所以小孩也有人格尊嚴。因此，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664號解釋進一步指出，應基於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依家庭對

子女保護教養的情況，衡酌社會及經濟的進展，採取必要的措施，始

符合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準此，所有對兒童及少年的

對待，都應該符合最佳利益原則；即便是認為有必要以最佳利益之名

而對其處罰，也不能逾越人格尊嚴的底線。 

實務上有許多類似案例，例如：（一）上開行為極易致女童引人

側目取笑，足以侵害女童之人格權，自應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49 條第 2 款所稱之「身心虐待」（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8年訴字第 195號判決參照）。（二）所謂「身心虐待」，乃係指對兒

童及少年身體或心理，施予非意外性、不可忍受之傷害或痛苦而言（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648 號判決參照）。（三）若以父母無

法控制自我情緒，且有虐待之行為，縱認有教養之成份存在，但其程

度已逾越必要之範圍者，自與虐待行為無異，而應停止其親權為宜（

雲林地方法院 97年親字第 69號民事判決參照）。 

當然，在法律的適用，雖然主要是圍繞在情節上是否構成對兒少

的「身心虐待」，這是在損害發生後的檢討；然而，更重要的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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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積極的讓父母親有不發生對兒少「身心虐待」的態度與智慧，這

比消極的事後認定到底是否構成「身心虐待」來得重要許多。以本案

為例，如果依法論法，絕對是聚焦在女童的父母有無構成對女童的「

身心虐待」，以及女童的父母該為此受到何種事後的處罰。但若從特

別預防的角度，政府機關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理，如果沒有一定的深度

，所謂女童父母的悔過與認錯，只不過是在鎂光燈與主管機關罰責威

嚇下，一種識時務的敷衍，等到回到父母佔有絕對優勢的家庭城堡後

，難保不會故態復萌，甚至因為家醜外揚而遷怒，讓女童的處境雪上

加霜。 

我寧可相信如報導所載，女童的家庭狀況正常，並非社會局列管

追蹤的個案，過去並無通報紀錄。但如從報導內容仔細分析「經過社

工了解，女童多次因為偷拿銅板，被發現後打屁股、打手心等處罰，

本案是因為擅自取走春節存下來的 1千元紅包錢而被處罰。」那我不

禁要問：主管機關或社工人員，知道「女童多次偷拿銅板被處罰」的

事實後，該如何處理？姑且不論偷拿銅板後，打屁股、打手心等處罰

之適當與否，就以「擅自取走」春節存下來的 1千元紅包錢而言，紅

包或壓歲錢不就是女童自己所擁有，怎麼會是擅自取走？又怎麼會因

拿走自己的錢而被如此處罰？父母的觀念不但顯然錯誤，而其行為更

是持續性的存在，這樣的事例，不能算是小問題！ 

總之：本則新聞案例帶給社會的啟示是：對於兒少尊嚴保護與最

佳利益的判斷上，應有更足夠的保障，女童父母的正確教育觀念仍亟

待啟蒙，政府顯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