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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校園生活經驗中發現相關問題，同學在追求對象時，

往往不知道自己可能觸法。

二、110年6月迄今《跟蹤騷擾防治法》實施滿一周年。

三、時事：(1) 世新大學情殺案

(2) ME TOO事件

一、研究動機



一、探討青少年對跟蹤騷擾之了解程度。

二、分析青少年常見的跟騷類型。

三、了解行為人跟騷行為之目的。

四、了解跟騷事件對受害者的影響。

五、探討青少年面對跟騷的解決、求助方式。

二、研究目的



一、跟蹤騷擾法定義與內涵
貳、文獻探討



一、跟蹤騷擾定義

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

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

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二、跟蹤騷擾類型



三、法源建立和修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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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

殺夫案

公告

《家庭暴力防治法》

《跟騷法》

立法公聽會

公告《跟騷法》

2022/6/1

《跟騷法》

正式實施



三、青少年情感互動與易觸法行為

高中、大學生遭受約會暴力類型（王珮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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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的目的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跟蹤騷擾之行為者想透過此行為與

受害者想建立親密關係、把事看成兒戲、想控制他人、

報復心態、讓自己感到滿足。

三、青少年情感互動與易觸法行為



四、青少年情感互動求助方式

積極 消極

1.告訴家人、

師長或朋友

2.直接向對方

表達拒絕

3.尋求法律

和申訴管道等

1.避開騷擾者

2.忽視

3.不直接表達



三、性別騷擾事件對被行為人的影響

研究指出，性別相關騷擾行為雖然看似無形，

但對受害者造成生理、心理、人際關係之影響

是多重、互相交織的。

其中，女性較男性更易出現創傷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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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騷擾事件對被行為人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與歷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調查法，使用網路Google表單進行調查，

以了解目前高中職生、大學生對於「跟蹤騷擾」之認知、

想法經驗，共回收有效問卷224份，進行分析。

參、研究方法與歷程



教育

階段
性別

二、研究對象
有效問卷224份



社交

能力

自評

二、研究對象
非常不善於

社交5.4%

非常善於

社交5.4%

善於社交

23.2%

普通

50%

不善於社交

16.1%

跟騷

經驗

被跟騷者

(受害者)

36.6%

82人

跟騷者

(行為人)

4.5%

10人

無跟騷

經驗

62.9%



三、研究分析與結果

跟蹤騷擾經驗大調查



Q1: 是否聽過周遭朋友或自己親身遭受到

他人過度追求或被跟蹤騷擾之經驗？



Q2: 您知道有《跟蹤騷擾防治法》嗎？



Q3: 您覺得下列哪些行為屬於跟蹤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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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79.5%

71.0%

62.5%

62.5%

52.2%

46.0%

☕埡



Q4-Q5: 您自己本身/周遭親友曾遭受過哪些騷擾? 

55.4%
39.3%

23.3%
30.4%
17.9%
22.8%
16.1%
27.7%
13.4%
27.2%

☕
埡



Q4-Q5: 您自己本身/周遭親友曾遭受過哪些騷擾? 

13.4%
21.9%
6.7%
13.4%
8.5%
12.1%
4.5%
7.1%

☕
埡



Q6: 對於別人的過度追求是否讓你感覺到壓力? 



Q7: 曾被跟蹤騷擾或過度追求者(117人)填答～

對方(行為人)身分? 

☕埡

25.6%

22.2%

17.9%

9.4%

16.2%

8.5%



Q8: 朋友或自己遭受跟蹤騷擾後，心理情緒反應？

☕埡

52.2%
51.8%
48.7%

28.6%

42%
37.1%

26.3%
18.8%
17%
14.3%



Q8: 朋友或自己遭受跟蹤騷擾後，生理上的反應？

☕埡

36.2%

35.7%

34.8%

12.5%

22.8%

11.6%

17.4%

9.8%

17.4%



Q10: 朋友或自己遭受跟蹤騷擾後，自我認知或行為改變？

☕埡

36.2%

29.0%

33.5%

25.9%

31.7%

23.2%

30.4%

14.7%

27.7%



Q11: 朋友或自己遭受跟蹤騷擾後，人際/社交互動改變？

☕埡

36.2%

25.0%

33.9%

24.1%

31.7%

15.2%

25.0%

14.7%

24.1%



Q12: 您覺得形成他人跟騷行為出現的原因為何? 

39.7%

68.8%

67%

12.9%

31.2%

29%



Q13: 您覺得跟蹤騷擾行為者的目的為何? 

54.9%

63.8%

63.8%

7.6%

48.7%

23.7%

23.7%

27.7%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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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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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 您覺得行為人透過跟蹤騷擾之行為，

是否達到行為目的？



Q15: 當您碰到騷擾問題時，您將會如何處理？

64.7%
69.5%

58%
41.4%

51.8%
53%

47.8%
46.3%

43.8%
29.2%

43.8%
28%

12.1%
13.4%
9.4%
9.6%



肆、研究結論與建議



01

結論

近1/3學生不清楚跟蹤騷擾類型

近1/2學生不知道過度追求=跟騷行為

青少年對跟蹤騷擾之了解程度



02 03

結論

「歧視貶抑、通訊騷擾、

尾隨接近」比例偏高。

很多是無心之過～騷擾者

對法律和自身行為認知不

足，或有人際社交困難，

致易觸法。

跟騷常見型態

1.建立親密關係

2.窺視他人隱私

3.控制/左右他人

4.捉弄/取笑他人

5.視為一種遊戲或挑戰

行為人跟騷之目的



結論

1.心理上

噁心厭惡、恐懼害怕、生氣憤怒

2.生理上

作惡夢、睡眠失調、難以專注

3.人際上

需要陪伴、對人不信任/恐懼

• 與朋友傾訴求助

• 避開騷擾者

• 直接向對方表達不滿

• 告訴師長家人

04 05
跟騷被害者的影響 青少年應對與求助方

式

實際面對跟騷時，積極求助較難。



建議

1. 行為人想建立親密關係，但方法不對，適得其反。

2. 家庭、學校、社會宜增加情感教育、人際互動正向示範。

加強情感、情緒教育

1.認識跟騷類型。

2.過度追求=跟騷行為。

加強法律教育



建議

1. 設計需說明研究目的、題數，增加填答人對問卷的了解。

2. 精簡用字，清楚說明各題概念、避免混淆。

3. 增加「其他」選項，開放填答人表述意見的機會。

問卷設計方面



感謝各位耐心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