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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第 190號《禁絕
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公約》之
國際發展概況

 壹、前言

2019年6月21日，來自國際勞工組

織（ ILO）187個成員國的政府、勞工與

雇主代表，以及各國際非政府組織觀察

員，共約6,300名代表，參加國際勞工

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第108屆（慶祝百年）

「國際勞工大會」（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ILC），通過《關於勞動世界

曾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科長

的未來百年宣言》，表達對消除職場暴力

及騷擾的明確承諾，並於同一天通過第

190號《禁絕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公約》

（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in the World of Work Convention，簡稱

「C190暴力與騷擾公約」）及其配套第206

號建議書《暴力與騷擾建議書》（Violence 

and Harassment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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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第 190號《禁絕
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公約》之
國際發展概況

（R206），該公約前言中強調，每一個人都
享有免於暴力和騷擾的工作領域之權利，
並且正視職場中的暴力和騷擾（包括基於
性別的暴力和騷擾）會損害一個人的心理、
身體與性健康、尊嚴、家庭及社會環境，
也會影響公共和私人服務的品質，對於工
作組織、工作場所關係、勞工敬業、企業
聲譽與生產力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國際勞
工組織倡議各成員國應尊重、促進和實現
「人人享有一個免於暴力和騷擾的工作領
域」的權利，有責任促成「零容忍的整體
環境」，且應透過制定法律、法規及集體
協議，或採取其他符合國家實踐的具體措
施，落實平等與工作尊嚴。

 貳、C190禁絕工作領域暴力
與騷擾公約內容概要

C190暴力與騷擾公約共有 8個部分，
20條條文，分別為：定義、範圍、核心原
則、保護與預防、執法與補救措施、指導、
培訓與提升認知、應用方法及最後條款等，
最後第 7、8個部分，是對於會員國之通
則性條款，不另贅述，僅就重要內容簡要
說明如下：

一、 定義（公約第1條）：指一系列不可
接受的行為和作為，或採取這些行為

或作為的威脅，無論是單次發生還是
重複發生，其目的、結果或可能的後
果，會造成被害者的身體、心理、性
方面或經濟之傷害，包括基於性別因
素之暴力與騷擾行為在內。

二、 適用範圍（公約第2、3條）：採取廣
義界定，涵蓋了所有公私部門，以
及占整體勞工6成以上的非典型經濟
體，保障對象包括在工作領域之勞工
及其他人員，含國家法律及措施所界
定之受僱者、不論其勞動契約狀況之
工作人員、接受訓練培訓之人員（實
習生及學徒）、被終止僱用關係之勞
工、義工、求職者與應徵工作者，以
及代表雇主行使職權、義務及責任之
個人。適用範圍則包含發生在工作過
程（公共和私人領域均屬之），與工
作相關，或工作起因所產生之暴力與
騷擾，此外，與工作相關的行程、旅
行、訓練、活動或社交活動期間、與
工作相關之通訊、雇主提供的場域及
上下班通勤期間等。

三、 核心原則（公約第4、5、6條）：各
成員國應根據國家法律和國情，並
與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勞工組織協
商，採取包容性、整合性和促進性
別平等的方法，以禁止、預防和消
除工作領域中的暴力和騷擾，訂定
相關政策、採取全面策略落實暴力
和騷擾防治措施、建構或強化執行
和監控機制、確保受害者獲得補償
及支持之管道、提供懲戒措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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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關工具、指導、教育及訓練，
及採取有效之檢查及調查暴力和騷擾
案件（包括勞動檢查機構或其他權責
主管機關）。

四、 預防及保護（公約第7、8、9條）：
對於各會員國義務部分，要求國家應
訂定法律及行政規則，界定及禁止在
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並採取適當
之措施預防職場之暴力與騷擾，且對
於特别容易暴露在暴力與騷擾之情況
下，採行有效措施保護此類人員；對
於雇主責任部分，要求各會員國應透
過法律及行政規則，要求雇主在合理
可行的情況下，採取適當措施，預防
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

五、 執法與補償（公約第10條）：會員
國應監測及執行與工作領域暴力與騷
擾相關之國家法律及行政規則、確
保提供合宜之補償、建置安全公平
與有效之通報、申訴、調查與事件
處理機制與程序，保護申訴人、被
害人、證人及舉發吹哨者之隱私與
保密，不受到不利對待或被報復；對
於申訴人及被害人提供法律、社會、
醫療及行政支援扶助等措施，並在
合理之情況下提供懲戒措施；對於
肢體暴力與騷擾將會對勞工之生命、
健康或安全構成立即而嚴重之危害
時，確保勞工可行使退避權。此外，
在法律規定得以上訴至司法或行政
機關之情形下，確保相關權責單位，
得以被授權處理有關工作領域之暴力

與騷擾，包括：採取有立即執行效力
措施之命令，以及在對工作者之生
命、健康或安全有立即危險情況時，
執行停工命令等。

六、 指導、培訓及提升認知（第11條）：
各會員國應向雇主和勞工及其組織提
供關於工作領域中的暴力和騷擾相關
資源，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之
指導、資源、培訓或其他工具等，並
加以宣導以提升認知。

 參、C190禁絕工作領域暴力
與騷擾公約各國批准生
效情形

C190暴力與騷擾公約在國際勞工大
會通過之後 2年，於 2021年 6月 25日首
次生效，迄今計有 35個國家批准第 190

號公約，其中已有 20個國家生效中，其
餘 15個國家將陸續於 2024年底前生效，
其中先進國家包含英國、德國、法國、澳
洲、比利時、加拿大及義大利等國。

 肆、 我國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之立法沿革

綜觀發生於職場中數種觸法行為均可
能構成職場不法侵害，我國早在10年前
即已關注到此種新興危害，現行「職業安
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的前身是
「勞工安全衛生法」，於2013年7月3日
修正公布，並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該次修法將「職場不法侵害」規範於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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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C190暴力與騷擾公約之內涵及精神。
由於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尚涉及不同法規
及主管機關之權責，例如職場中發生之言
語暴力及肢體暴力，涉及刑法及民法等相
關規範；禁止就業歧視，已明訂於「就業
服務法」；職場性騷擾防治則已明訂於「性
別平等工作法」，該法於今（2023）年 7月
3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部分條文修正案，修
正重點包括：擴大適用範圍、設通知機制
與外部申訴、行政申訴和裁處時效延長、
權勢性騷擾加重處罰，及加強被害人保護
機制等精進措施，將於明（2024）年 3月 8

日正式施行。綜上所述，我國對於職場不
法侵害之相關法制已趨近完備。

 伍、結語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各國關注及重
視職場霸凌對於尊嚴勞動及職場不法侵害
對於勞工身心健康及企業生產力所產生之
負面影響，部分國家以修法來因應法制
之不足，例如日本及韓國近年透過修法，
將職場霸凌（職權騷擾）納入勞動相關法

條第2項第3款，明定雇主對於執行職務
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
防責任，另「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條第3項明定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
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
法侵害，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包括：
辨識及評估危害、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依
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建構行為規範、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建立事件
之處理程序、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等責
任，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100人以上者，
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訂定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
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100人者，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安法於 2014年 7月正式實施後，
為使企業落實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有所依
循，於同年 9月公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指引」提供企業參考，促使事業
單位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隨著時間推移推動迄今，因應社會環
境變遷，該指引已滾動修正過 2次，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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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揆諸各國政府在立法與執法層面，均
以審慎衡酌工作者的勞動權益與雇主的自
主監督管理權之間的衡平界線為要，部分
國家將雇主基於經營管理之合理行為，列
舉「非屬職場霸凌」之行為態樣，雖有助
於勞資雙方進一步了解職場霸凌之範疇，
惟職場霸凌樣態多元、事件發生過程可能
同時出現多種違法行為態樣，行為尺度難
以量化定義，行為標準不易有一致性的判
斷準則，加以不同行為涉及不同法規及權
責機關等因素，更增加了立法與執法的複
雜度與困難度，我國除借鏡國際間各國的
推動經驗，持續滾動修正相關採行措施，
及督促企業落實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責任
外，未來仍將透過職場宣導、教育訓練提
升認知，並透過勞資政三方對話，廣納各

界意見，以公私協力合作模式，共同研討
精進職場霸凌防治相關措施，以務實、貼
近民情及社會期待的方式推動防治工作，
建構尊嚴勞動及健康安全之職場環境，確
保工作者之勞動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雙贏，並與國際主流價值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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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壯世代將成為勞動力新藍海  ！ 
為鼓勵壯世代繼續在職場上發光發熱。

勞動部於各轄區設置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積極佈建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提供全方位協助與多元化服務。

退休不褪色．
     壯世代再啟航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了解自我職涯定位
與角色，開拓第二
人生的無限可能。

職涯諮詢

尋找符合自身條件
的彈性工時、全時
工作機會。

就業媒合

參與就業準備課程
、職能研習，提升
自我就業競爭力。

就業研習

掃描即可查詢
全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資訊

掃描即可查詢
全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