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兩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課程 

「看新聞學人權-原來人權離我們這麼近」題庫 

(○)1、人權是不分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利 ，任何

社會或政府都不能任意剝奪。 

(Ｘ)2、兩公約是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3、人性尊嚴是指每個人因其作為人類而固有的價值和尊嚴。人

性尊嚴強調每個人不論其社會地位、背景或個人特質都應該

受到尊重和保障。 

(○)4、平等指的是所有人都應該在法律上和社會上享有同等的權

利。自由指的是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選擇行事，無需

受到不合理的外部限制或強迫。 

(Ｘ)5、平等的基礎在於「尊嚴的平等、物質的平等、權利的形式平

等、以及機會的平等」。 

(○)6、一個社會或國家對個人提供的基本生活條件和權利保障，這

些保障是每個人應該享有的最低標準，以確保基本人權和生

活尊嚴。 

(Ｘ)7、當人權與他人的利益衝突時，人權可以退讓。 

(Ｘ)8、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不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9、人權雖為普世價值，但並不表示其價值沒有受到挑戰，畢竟

現實社會中，人權意識的深化與人權知識的傳播仍然不足，

導致許多弱勢族群的人權被社會忽視了。 

(Ｘ)10、勞動契約規定「女性單身條款」屬於契約自由原則，不算

歧視。 

(○)11、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

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Ｘ)12、人權不分你我他，當有人的人權受到侵犯，我們應該所有

的人同聲討伐，如此才能確保自身的人權亦不受侵害。 

(Ｃ)13、下列核心人權公約何者為我國未退出聯合國前曾完成批准



之公約？ 

(A)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B)保護所有移徙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C)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D)兒童權利公約 

答題參考： 

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我國於1966年3月31日簽署(C)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70年11月14日批准且 

於同年12月10日向聯合國存放批准書，至於(A)、(B)、(D)

三公約通過之日期均晚於1971年。故本題應選(C)         

(Ｃ)14、有關婦女在公共場合服裝穿著有特別規則，有可能已侵害

婦女的人權，不包括下列哪種人權？ 

(A)隱私權 

(B)宗教自由權 

(C)參政權 

(D)遷徙自由 

答題參考： 

應選選項(C)，參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8號一般性意見（男 

女權利平等，《公約》第三條）第13段：「委員會強調，這  

種規則有可能觸犯《公約》保障的若干權利，如：第26條  

，不歧視；第7條，為強制執行此種規則而實行體罰；第9  

條，如不遵守該規則即受逮捕懲罰；第12條，遷徙自由受  

到此種規則的限制；第17條，保障所有人享有隱私權，不  

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第18條及第19條，對婦女的服裝要求  

不符合其宗教或其自我表現權；及最後，第27條，服裝方  

面規定與婦女可提出申訴的文化相衝突。」                            

(Ｄ)15、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人身自由及安全保障

對象為「人人」（everyone），以下何者為非？ 

(A)包括男性及女性 

(B)包括女性同性戀者及男性同性戀者 



(C)包括外國人、難民及尋求庇護者 

(D)不包括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者 

答題參考： 

依據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 

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 

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5號一般性意見：人身自由關切身體不受約束，不是一般 

的行動自由；人身安全是指身心不受傷害或身心完整。這 

些權利為人人所有。「人人」，除其他外，首先包括男孩、 

女孩、士兵、身心障礙者、女性同性戀者、男性同性戀者 

、雙性戀及跨性別者、外國人、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無國 

籍人、移徙工人、被判罪者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人（人 

權事務委員會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3段參照）。            

(Ｃ)16、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對家庭保障之規定，及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的意旨，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已達結婚年齡的男女，得成立2人以上的婚姻 

(B)生兒育女為婚姻的必要條件 

(C)婚姻之成立基於性傾向，排除同性別之2人成立婚姻關

係，構成對組成家庭權及平等權之違反 

(D)唯有以1男及1女所成立的家庭才能受本規定之保障 

答題參考：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意見第5段：「成立家庭的權 

利意味著能夠生兒育女和在一起生活。締約國通過的計畫 

生育政策應符合《公約》的條款，尤其不應是歧視性或強 

制性的。……」釋字第748號解釋解釋文：「民法第4編親屬

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

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 

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

等權之意旨 有違。」釋字第748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相同

性別二人間不能自然生育子女之事實，與不同性別二人間 



客觀上不能生育或主觀上不為生育之結果相同。故以不能 

繁衍後代為由，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以結婚，顯非合理之 

差別待遇。」綜上，本題答案為選項(C)婚姻之成立基於性

傾向，排除同性別之2人成立婚姻關係，構成對組成家庭權

及平等權之違反。                                    

(Ｂ)17、依照102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我國應如何在法律上認可家

庭的多元性？ 

(A)制定專法 

(B)修訂民法 

(C)公民投票決定 

(D)立法院決定  

答題參考： 

參見102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78、79點。第78點：「專家 

擔心我國缺乏法律上對婚姻家庭多元性的認可，且只有異 

性婚姻受認可而不包括同性婚姻或同居關係。這是帶歧視 

性的，且否定了同性伴侶或同居伴侶的許多福利。專家對 

於政府在修法認可家庭多元性之前先進行民意調查的計畫 

表示擔心。政府對全體人民的人權有履行義務且不應以公 

眾之意見做為履行的條件。」第79點：「專家建議應修訂民

法以便在法律 上認可我國家庭的多元性。專家還建議應一

般性的對社會大眾及特別在學校中毫不拖延地進行性別平 

等和性別多元性的認知和教育。」上述議題在臺灣社會雖 

存在歧見，但政府為了將同性婚姻納入我國法律中所採取 

的政策仍受到第2次國 際審查委員會的讚賞（國際獨立專 

家第2次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第77點參照）。至2017年5月24 

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民法第4編親屬

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

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 

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

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 正或制定。」我國已確

定以法律保障人民締結同性婚姻的權利。2018年11月24日 

，我國舉辦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結果確定「以專法保障 

同性伴侶而不修改民法條文」；2019年5月24日《司法院釋 

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正式生效，臺灣至 此成為亞洲第 

一個可以合法登記同性婚姻的國家。最後提醒大家，如同 

大法官關心的是同性締結婚姻的權利，而非達成婚姻自由 

的保護形式；審查委員會在意的也是消除對婚姻多元性的 

歧視，而非修訂民法。                                

(Ｄ)18、依照106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5點，審查委員會呼籲政府

應為公務人員安排在一般執行公務，以及特別在擬定、規

劃、執行與評估所有政府專案與活動上，採取以何者為本

的培訓課程？ 

(A)效率 

(B)免責 

(C)安定 

(D)人權 

答題參考： 

106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5點：「審查委員會強烈建議政

府當局應優先關注提供相關且適合每個預期目標群的人權

教育訓練。委員會欲向政府強調並提醒，人權教育訓練的

目標是要逐漸灌輸對人權原則與價值的認識，以及人權在

不同的社會部門中，如何被享受、被尊重、被保護及被實

踐。委員會也呼籲政府，應為公務人員安排在一般執行公

務，以及特別在擬定、規劃、執行與評估所有政府專案與

活動上，採取關於以人權為本作法的密集訓練課程。委員

會要求在下次報告中，應納入關於此項建議的詳細進度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