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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仔人有耳有嘴」兒少議會@立法院 
保障兒少人權 落實兒少參與權 

	 	 當 18歲公民權的推動成為朝野共識，民法成年年齡也即將下修 18歲，如
何更積極的與社會溝通，衝破未來全民修憲複決公投的高門檻，是朝野政黨與

民間團體共同思索的重要議題。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始終從人權的角

度關照兒少權益的議題，台灣傳統俗語常說「囡仔人有耳無嘴」，台少盟透過展

現兒少對於公共議題關注的動能、擴大兒少社會參與的可能性，期望告訴台灣

社會：我們的「囡仔人有耳還有嘴」，有能力關心與參與公共議題，更是國家政

策制定與落實的最好的夥伴。 

	 	 台少盟與范雲、洪申翰立法委員辦公室合作，邀請多位立法委員，透過首

次在立法院辦理兒少議會的活動形式，實踐以兒少為主體，多元公共參與的可

能性擴展。台少盟指出，從現在已經在行政院、部分部會及縣市實施的各項委

員會兒少代表制度之基礎，下個階段應持續發展在立法部門設置兒少議會的可

能，讓兒少成為會議主體，能夠選擇自己關心的議題，主動性的提供政府相關

政策提案與意見，彌補在施政上的可能盲點，提出對於世代平衡符合兒少需求

的政策。以蘇格蘭的青年議會為例，他們甚至是由選舉來產生青年議員，對政

府施政有實質的影響力。 

	 	 如同兒童權利公約所清楚揭示，符合兒少人權的積極參與，應是藉由兒少

表達意見與被聆聽的權利，讓兒少的意見在國家政策制定時被納入考量與評

估。透過半年以上的培力，台少盟邀請全台超過 120位的 18歲以下兒少參與兒
童權利公約的培力活動。後續由各縣市將近 50位兒少合作撰寫 18份各式議題
的報告，同時，提供兒少對於政府政策資源配置的建言。本次兒童權利公約兒

少報告發表，以兒少為主體的議會模式，邀請多位有豐富政策推動經驗的立法

委員給予兒少報告最直接的回饋與討論。 

	 	 此外，在歲末的時刻，本次記者會更邀請 6位代表不同年齡、縣市的兒
少，分別選出屬於代表台灣兒少社會參與的年度代表字，包含「義」、「主」、

「論」、「想」、「闖」、「敢」 

來自新北 14歲的聞英佐，就讀安康高中國中部，他覺得「論」是屬於兒少
的年度代表字，原因是在進行兒少權益的爭取時，總會需要分析、研議，或是

試著推斷，互相討論、析論，而兒少在跟政府發聲時，也是保持著和政府互相

討論、提供意見、就事論事的精神，而促成更友善兒少的環境，希望以後在做

任何事情時，都能循「論」字之意，創造對兒少更友善的未來！ 

澎湖的楊文翰，今年 17歲，就讀國立馬公高級中學高三生。他覺得「主」



 
新聞稿 

是屬於兒少的年度代表字，他認為，我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現在是個民主

的社會、我們的未來要由我們自己做主，所以要積極主動。我覺得我們兒少的

意見，應該要備受尊重和重視。希望藉由「主」字所代表的含義，可以追求更

民主的社會，能夠容納更多不同的聲音，並且為自己做主，主動地爭取，屬於

我們的未來。 

來自桃園的兩位姊妹，妹妹年僅 11歲，他們選擇『想』這個字，因為，
「想」是想要、希望的意思。「想要」的部份有，想要疫情趕快結束。想要大人

可以聽見小孩的聲音、尊重小孩的意見。「想」是設想、思考的意思，今年對大

家來說都是很辛苦的一年，因為疫情，可能打亂了很多人工作、求學的計劃，

但是，越是艱困的環境，越要去思考很多事情，要先好好的照顧自己、才有能

力去關心、照顧別人。 

「想」也是夢想、想望的意思。這個字，蘊含著我們對自己、對未來的期

許與盼望。即便只是小孩、即便看似渺小，即便不知道未來會如何，只要堅定

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再渺小的存在，也有無限的可能 

來自高雄小港的許靜玟，今年 16歲，目前就讀高雄女中二年級。她覺得
「闖」是屬於兒少的年度代表字。闖這個字有一種突破重重難關的動態感，兒

少從過去的不被重視，到現在能驕傲的以兒少的身分爭取應有的權利，何嘗不

是意謂兒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願意接納兒少的世代。相對於大人，兒少們雖懵

懂，卻有著義無反顧的勇氣；我們不因自己的身分而害怕發聲，不因自己的渺

小而畏懼站出來，正是因為身為兒少才賦予了我們這些勇氣與能量，進而繼續

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來自嘉義的黃韺綺，今年 16歲，就讀國立華南高商應用英語科一年級。她
覺得「敢」是屬於兒少的年度代表字，原因是在這一年，我們嘗試站出來，不

管是投入學生自治選舉、校外學生組織的籌組，再參加培力營隊跟工作坊到現

在，我們都是保持者一顆「敢」追的心，才能撐到現在，希望明年的自己，可

以繼續保持者這個初心跟勇敢的前進！持續在這個領域替兒少夥伴跟自己發

聲！ 

	 	 納入兒少的參與概念所強調的不是短暫性的行動；有別於此，兒童權利公

約認為，這應是一個成人與兒少有深度的交流，作為所有與兒童生活相關事務

的各項政策、計畫與措施的發展立基點。兒少本次發表的多元議題從校園學習

自主、學生權益、情感教育、技職教育、到與生活相關的氣候變遷、交通及公

民參與等面向，題目包含：「朝九晚五廢除課輔」、「廢除第八節」、「早自習課輔

終結者」、「國中生對早自習制度」、「服儀規定太嚴格！」、「法規落實概況」、

「教師濫用權力」、「有辱人格的處罰方式」、「性別平等教育」、「性少數學生校

內困境」、「禁止歧視成長空間」、「禁愛令」、「兒少電子設備聽證會」、「氣候環



 
新聞稿 

境」、「交通環境安全及設施」、「教育現場「職」得嗎」、「建置高中生評鑑制

度」、「兒少公民政治參與權」等。包含監察院人權委員葉大華、立法委員 林奕
華、吳玉琴、賴品妤、范雲、洪申翰、王婉諭等，也全程聆聽兒少報告並請提

出他們具體的回應，促進實質且有意義的對話，許多兒少建言，立法委員也允

諾會在未來法案推動時納入考量。 

	 	 共同主辦本次活動的立法委員范雲表示，兒少永遠是國家最明亮最有希望

的公民。即便十八歲以下的兒少沒有投票權，但是，在修憲委員會的提案，范

雲委員是唯一一位將人權清單中加入兒少表意權。此外，范雲委員表示，她在

20歲參與的野百合學運，不僅促成立法院人民參與的意識開啟，更讓當時的青
少年與高中學子一起參與改變政治、台灣的過程。當時是體制外抗爭，而今天

能在立法院舉辦兒少議會這樣的活動，也會有不同的立委來聆聽大家的意見，

代表兒少聲音已經可以到體制內，讓國家聽到兒少的聲音。所以范雲委員期望

青少年夥伴可以珍惜自己影響台灣未來的權利，在場立法委員也會協助這些青

少年夥伴一起開創民主的進步。 

	 	 共同主辦的立法委員洪申翰指出，很多兒少代表在思考他們要怎麼參與到

體制性會議的時候，他們會遇出現很多疑問跟困境，包括到底要把自己的意見

弄得多專業？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意見弄得非常專業，在制度裡面的官員、民意

代表他才有辦法可以接收得到？但是把意見弄得專業的過程裡面，會不會讓更

多沒有辦法把意見弄得這麼專業的同儕意見就被過濾掉？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這

個互動跟聆聽的方式，不要變成是一個非常菁英的，以大人的標準為門檻、好

像只有少數的人才能夠用那種方式表達的話，或許在大家的互動模式上面，都

可以來想一個讓互動可以更雙向，甚至更可以聽到一些是在訴求以外，很難表

達的事情。讓更多青少年可以參與進來，目的是因為各位很可能有比成年人更

有創造力，有比成年人更有創造力，當大家參與到這個社會很多的決定時，你

們會有比成年人更有創造力，當大家參與到這個社會很多的決定時，你們可以

讓這個社會很多公共領域的決策和思考，帶來很大的不一樣的改變，我覺得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投入十八歲公民權、兒少表意權、參與權長達十五年以上的監察院國家人

權委員葉大華表示，過去我在台少盟推動十八歲公民權當中，其實常常遇到的

挑戰就是大家很質疑兒少的身心發展是不是夠成熟、他們的意見是不是夠成

熟、會不會被政黨操弄變成投票部隊？所以提早給他們投票權是不是一件需要

被考慮的事，很多人是反對的。但是溝通了這麼久之後，大家終於看到其實兒

少的意見是大家必須要傾聽、不只傾聽更要去採納，那過去會有這些質疑事實

上是因為兒少意見是沒有被聽到的。雖然已經有國家層級的兒少代表機制，但

是仍然還有很多兒少他們沒有辦法參與到這樣的機制裡，那甚至因為他們還沒

有被賦予投票權，他們的意見未必在地方層級、也事實上未被重視，那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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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參與機制，也往往不是以兒少為主體規劃的機制，所以很多時候要透過提

案、和成人委員的對話和互動、和成人委員的對話和互動，才有可能有一些進

展。國家願意調動資源、願意去面對、傾聽兒童及少年這些沒有投票權人意見

來納入決策參考，才能夠避免我們做決策的考量有盲點、或是沒有反應兒少真

正的感受和觀點。我們希望兒少的意見不只是諮詢，他真的被納入參考，甚至

可以對決策產生非常具體的調整與帶動我們青少年政策的進步。 

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表示，教育政策也配合國家首次報告及國際審查會

議部分調整，提供兒少有關的教保服務、針對偏遠地區兒少受教權；課綱審議

有納入學生代表、成立青少年諮詢會議；也加強學生自治組織的培力、鼓勵學

生參加校務會議；另外，推動零體罰政策等等，包含學生管教相關辦法的調整

與修正，加強適性輔導。這些都是希望兒少的權益能夠在最合適的狀態下獲得

發展。 

立法院法制局長陳清雲指出游錫堃院長今年就職時曾宣示任內要「強化世

代共贏」，而今天在立法院舉辦的兒少議會的活動，正是讓兒少們有機會發表自

己對社會的想法。很高興今天有各地的兒少到這邊進行報告，也凸顯了議會中

「監督行政機關」的重要功能；希望透過今天的活動，能夠使更多兒少意見進

入立法院，進而成為委員們推動法案、監督行政機關的重要參考。 

立法委員賴品妤表示，雖然我在當上立委之前長期參與社會運動，但主要

都不是學權相關議題，也是因為這次的邀請，才回頭發現自己就學期間其實受

到許多不合理的對待、也確實侵害了我的人權。我很感動今天來參加的大家很

早就有權利意識、並透過自己的行動試圖讓現狀有所改善，也希望在今天的活

動中能與各位有更多的交流。 

立法委員吳玉琴指出，我從事青少年工作的時期，大家都還是「聽大人的

想法走」，青少年不太可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在台少盟的努力下，我們轉而去

「聽孩子的意見」，並透過他們去看整個政策。而如何讓他們的聲音在政策中佔

有一席之地、甚至改變政策走向，是我們所要思考的議題。18歲公民權的落實
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會有更多像今天活動的措施出現，讓兒少有更多的管道與

政府對話管道。 

立法委員吳思瑤認為，從今天的議題手冊中，我看見許多我們時代與這個

時代的不同，也很開心能透過這個活動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提供意見給我

們。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法很簡單，改個數字就好；但是真正要落實，還需要有

更多年輕朋友的參與，讓我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同時也去檢視目前社會中問

題、並思考如何改善。 

	 	 台少盟呼籲，兒少議會的精神，正是讓兒少成為國家發展的夥伴，共同制

定與推展國家政策及發展，這不僅是台灣未來民主化與世代平衡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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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落實兒少人權的重要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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