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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重要訊息 
1. 【同儕輔導員「微笑天使」招募活動】：歡迎有助人特質(同理心)與熱情，擅長上台分享且成績

不錯(班排前 15 名)，未來想唸社心或醫藥衛生學群的同學參加，歡迎同學把握機會報名，截止
日為 5/30！ 

2. 【高三學生上傳心得及審查資料】：各大學陸續開始面試了，請同學至各大學面試後，秉持文華
人的精神，經驗傳承與分享，未來讀大學會有更多文華的學弟妹喔！撰寫面試心得及分享審查
資料(註：之前有報名模面的同學請務必填寫及上傳) 路徑：學校首頁➔ 線上服務➔大學備審
資料(建議先打在 word 再轉貼，以避免打完跳掉) 

❤ 性平教育文章 

兒少網路性剝削 
每天有 2名兒少私密照外流，品學兼優的孩子也受害 

親子天下/張益勤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三年的兒少性剝削案件，受害人每年破千人，有超過一半皆是在網路上

被誘騙、要脅的狀況下，自拍照片後傳給加害人，等於每天有兩名未成年人的私密照外流，而且
小學生也受害。 
認識網路惡狼—破解網路兒少性剝削陷阱 

小米剛升上國中，課業變得繁重讓他有些適應不良，加上學校人際不順，迷上了網路遊戲。
遊戲裡的小米結識許多網友，其中有人慫恿他下載交友 app 聊天，不疑有他的小米就下載且開始
和許多網友聊天。原以為只是單純的情緒發洩與陪伴，卻因此踏入深淵。有位名叫阿森的網友，
和小米聊得特別起勁，兩人不久後就以老公、老婆互稱。阿森主動傳了自己的照片給小米，一雙
大眼睛的帥哥照，立刻擄獲小米的心。「你也傳張照片來吧！」阿森對小米說。「可是我微胖，
一點也不可愛」，小米邊說邊傳了照片過去。「微胖的女生最可愛，抱起來最舒服」，阿森說。
小米第一次被帥氣又熱情的網友追求，覺得很開心。覺得自己被關心、疼愛，生活似乎變得不那
麼枯燥了。直到有天，阿森告訴小米，他最想跟小米做的事，就是傳送性愛照片，「老婆就是要
滿足老公」、「你要滿足我，或是失去我？」、「你可以去廁所拍一張沒穿衣服的照片嗎」。 

以上為今年二月，一名國中生家長帶著孩子到兒福聯盟求助的真實故事。「想不想當模特
兒？」、「要不要做網路約會兼職賺點外快？」南韓Ｎ號房利用加密通訊軟體進行集體性犯罪的
網路組織，受害者共有 74 位女性，其中更包括 16 名未成年人、最小的受害人是 11 歲的國中
生。駭人聽聞的網路犯罪，引起全球討論，南韓更打算修法遏止這樣的歪風。 
N 號房事件，離我們並不遙遠 

台灣其實也有類似的故事傳出。有新聞報導指出，一名男子以遊戲點數當誘餌，誘騙數 10
名的 12 歲以下兒童拍攝並直播裸體、自慰畫面，警方正朝兒少性剝削方向偵辦中。在台灣，每
年都有破千件的兒少性剝削案件發生。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杜瑛秋根據統計推估，全台有約
3 萬 2 千名未成年人，曾遭私密影像外流，其中四成六外流的影像，是由兒少自拍所產生，近七
成的兒少是在被誘騙、要脅的狀況下，自拍照片後傳給加害人。 

像這樣未成年人的私密照外流的情節，在法律上屬於《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中的犯罪行
為。《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的前身是《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法規名稱將原有「性交易」修
正為「性剝削」，是將所有對兒童及少年有對價的性交易行為，皆歸屬為性剝削。 

據衛福部統計，2017 年《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正式實施以來，每年有近七成的兒少性剝
削是透過網路來進行犯罪。犯罪類型除了傳統的「坐檯陪酒」、「對價性交」的兒少性剝削，另
一種以兒少色情影像相關的犯罪，包括拍攝、製造及供人觀覽等，也有上升的趨勢。2017 年 600
件、2018 年 618 件、2019 年 753 件。換言之，每天就有近兩名孩子墜入網友的陷阱受害。 

此外，受害人的性別雖然是以女性居多，但是男性的比率也增加。2017 年之後，有超過一
成的受害人為男性。受害兒少的年齡下降、男性增加，或許也和新增加的犯罪樣態相關，沖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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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坐檯陪酒」的傳統性剝削以 15 歲以上女性為主的被害人圖像。卻也帶來另一個危機，那
就是——任何人都可能受害。 

「在兒少案件裡，是沒有性別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杜瑛秋對數據變化顯得很冷
靜，「現在孩子是網路原住民，在網路的交流容易，不只是女生會在網路上被誘騙，男生玩網路
遊戲也會遇到惡狼」。杜瑛秋建議，像是電腦、網路安全的教育都要向下衍伸。 
兒少自拍私密照後更大的危險是性侵 

兒少如何被誘騙、自拍私密照片傳給對方？加害人假意和青少年成為網友，取得信任後再以
情緒勒索的方式取得。展翅協會秘書長陳逸玲談到，這些「網友」會漸進式的取得青少年的信
任，可能從孩子喜歡的偶像、網路遊戲等接近被害人，投其所好，建立共同的興趣、話題，或是
假裝成同齡的朋友，以男女朋友或是知心好友的身份，和青少年建立關係。要求私密照時則往往
會用「不要告訴父母就好」、「我對你這麼好，為什麼不答應我」、「不答應就不理你了」等話
術，讓青少年為了維持友好關係而步入陷阱。 

李宏文舉例小米的案例，表示小米和阿森大約三天到一週的時間就互稱老公老婆，而且阿森
會先傳自己的照片給小米，再要求小米回饋，「阿森不會死纏爛打，丟下一句『你要滿足我，還
是我去找別人』，接著會消失一下，給小米一些思考的時間，等小米回答他『滿足你』」。「他
們的誘拐是有步驟，而且軟硬兼施，讓被害人不知不覺地沈淪」，加害人手段高竿，恐怕是連成
人也抵擋不了。然而，加害人在取得私密照後，可能以一張私密照威脅受害人拍更多照片；或是
強迫約見面、性侵受害人。 
私密照受害人不一定來自弱勢家庭 

「青少年的成長階段需要同儕認同，需要有人陪伴、鼓勵、支持、讚美」，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Institute of Watch Internet Network）執行秘書劉昱均說，但往往這階段的孩子受限於學
校和家庭的價值觀是以升學為重，容易讓學業成就較低的孩子，感覺被排擠，如果家庭也沒有好
的支持系統，就很有可能寄託於網路，在網路上拓展人際、尋求認同。「孩子的內心有缺口，就
很容易被利用，只要稍稍投其所好，就容易被觸動」，劉昱均說。 

陳逸玲也說，透過網路索取私密照的被害孩子，「找不到特定的脆弱因子」，唯一可能的共
同點是有情感上的需求，渴望被認同、希望被肯定。 

也因此，在這種私密照外流的犯罪行為中，受害者並不一定來自弱勢家庭。「通常私密照被
散布的被害人，家庭功能都不算差，也和孩子關係良好，是中產階級家庭為多」。新北市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許芝綺表示，孩子就是被誘騙，家長也可能不清楚孩子在網路上做什
麼。「多數人以為是脆弱家庭才會發生的事，但我們也看過許多是品學兼優的孩子。」 
熟人也可能犯罪 

私密照的外流有時候並不一定來自網路上的陌生人，有時候是熟人的犯罪。熟人犯罪的共同
點是一開始有可能是「合意拍攝」，但是照片卻在事後遭到散布，最典型的就是「報復型色
情」。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李翠玲表示，有些性私密影像是前任男女朋友的紀念
照，但是分手後就成為威脅的手段，要求給錢或是繼續交往或是索求發生性行為，否則就要散布
給周邊朋友或是上傳網路。 

去年六月，便有一名國中男生，因「被分手」後心有不甘，將女同學私密照、自慰影片傳給
多名同學。其中一名男同學收到後，再傳給其他人。法院審理後，判決兩名男同學與家長須連帶
賠償女學生。「有些可能是同學彼此間好奇或者同儕關係」，許芝綺表示，「分享秘密」成為青
少年的互動模式，「我拍給你，你也拍給我」，但往往照片被其他人發現後，就有可能散布出
去，「甚至是散布到色情網站。」 

劉昱均也舉例，現在手機拍照方便，拍私密照或是裸照就變成了一種友誼的證明，青少年可
能會在畢業旅行時拍攝私密照，作為閨蜜間的小秘密。 

熟人的性剝削犯罪也往往讓受害人承受莫大壓力，一旦照片流傳出去，「被害人會擔心大家
對他指點，不敢去學校，一旦傳到網路上，可能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散布，甚至時間過很久還
在流傳」，李翠玲說。許芝綺也補充，有些受害人會出現憂鬱傾向，走在路上也覺得每個人都看
過他的私密照，或是出現失眠等症狀，「私密照散布的影響是一輩子的」。 

劉昱均認為，同儕關係對孩子很重要，孩子可能擔心友誼決裂、無力反駁而選擇拍攝。
「除了要孩子『不要拍』，或許也該教他們，如何拒絕後還能維持友情，什麼是正確的愛情觀、
友情觀，才能真正避開危險」。 

摘錄自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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