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及修復式司法與人權公約法律常識

宣導有獎徵答（毋庸抄題，將題型、題號及答案標明即可） 

壹、是非題 

一、（  ）犯罪被害補償金係指國家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補償因犯罪行

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所受財產

及精神上損失之金錢，其項目包括醫療費、殯葬費、法定扶養費、喪

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等五類。 

二、（  ）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得以口頭、書面或網路等方式，向犯罪地之審

議委員會為之。 

三、（  ）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二年或自犯罪被害發

生時起已逾五年者，不得為之。 

四、（  ）對覆審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在決定補償前，因申請人之急迫需要而為 

暫時補償金之決定不服者，得申請覆議或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五、（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定之犯罪行為係指在我國領域內、我國籍船艦或

航空器內，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而依我國法律定有刑罰

規定之行為，故如屬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第

十九條第一項（心神喪失、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前段（緊急避難行為）之行為，因係屬不罰之行為，則不得提出申請。 

六、（  ）為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活，法務部特別會同內政部於民國 88年 1

月 29日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並在全國 21個地方法

院檢察署設置分會，以積極辦理各項保護工作。 

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中，"對婦女的歧視"一

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

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

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八、（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人權兩

公約）除前文外，分別各有六篇五十三條文及五篇三十一條文。 
九、（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宗旨，未滿二十歲之人犯罪者，不得判

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者，不得執行其刑。 

十、（  ）所謂「修復式司法」是對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們，即加害

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的成員或代表，提供各式各樣對

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讓加害人認知其犯行的影響，而對自身行為直

接負責，並修復被害人之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損害。相對於以刑罰為

中心的傳統刑事司法制度，修復式司法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或報復，



而是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

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

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 

貳、選擇題 

一、（ ） 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精神慰撫金部分，其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1）

三十萬元（2）四十萬元（3）五十萬元（4）一百萬元。 

二、（ ） 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如係未成年、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告之人，而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為加害人時，何人可代為申請補償

金：（1）被害人之最近親屬（2）戶籍所在地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3）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4）以上皆可。 

三、（ ） 申請人不服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會之覆議決定或逕為決定，或覆

審委員會未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為決定者，得於收受決定書

或期間屆滿何時內，逕行提起行政訴訟：（1）三十日（2）三個月（3）

二年（4）五年。 

四、（ ） 各補償項目之最高金額及暫時補償金之數額，主管機關法務部得因情

勢變更需要，報請何機關核定調整之：（1）總統府（2）行政院（3）

立法院（4）考試院。 

五、（ ）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請求補償之人如已受有下列何種給付，

則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1）農漁民保險（2）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3）加害人已支付之賠償金（4）以上皆是。。 

六、（ ） 馬祖鄉親如有任何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或保護上的疑問都可隨時到連

江地檢署或向全國各地檢署詢問，都會有專人提供服務，並可以下列

何線免付費服務電話洽詢：（1）0800-005-850（2）0800-024099（3）

0800-099024（4）0800-008099。 

七、（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人權兩

公約）立法院係於 98 年 3 月 31 日審議通過，總統隨於 98 年 5 月 14

日簽署批准書，法務部特別訂定兩公約施行法，由總統於 98 年 4 月

22日公布，並由行政院定於何時施行：（1）98 年 10月 10日（2）98

年 10月 25日（3）98年 12月 10日（4）99年 1月 1日。 

八、（ ） 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宗旨，締約國應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

能達到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因此應採取下列何種必要之措施：

（1）設法減低死產率及嬰兒死亡率，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2）改

良環境與工業衛生，及預防、療治與撲滅各種傳染病、風土病、職業

病及其他疾病（3）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藥服務與醫

藥護理（4）以上皆是。 

九、（ ）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



準，落實性別平等，總統曾於 96年 2月 9日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聯合國於 1979年制定通過，1981年正式生效，已有 187

個國家簽署加入）並頒發加入書。又為明定此公約具國內法效力，行

政院並於 99年 5月 18日函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草案，經立法院於 100年 5月 20日三讀通過，總統隨於同年 6月 8

日公布，請問此公約係自何時起施行：（1）100年 10月 10日（2）100

年 12月 10日（2）101年 1月 1日（4）101年 5月 20日。 

十、（ ） 有意願之加害人、被害人在何階段可以申請或透過轉介進行修復式司

法的程序：（1）偵查及審判（2）刑事執行（3）更生及保護管束（4）

以上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