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縮譯

兒童權利公約，保護下一代更進一步！

※ 以下七則權利均在繪本中提及。

禁止歧視

所 有 兒 童 ， 不 論 國 籍 、 性 別 、 語
言、宗教、觀點、是否身心障礙、
貧富、父母身分，皆享有《兒童權
利公約》的所有權利，且不會受到
任何差別待遇。（第10-11頁）

兒童
最佳利益

在決定所有與兒童相
關的決策以前，都要
優先考量兒童的最佳
利益。（第16-19頁）

生存及
發展

每個兒童都享有生存
以及成長的權利。
（第4-5頁）

表意

兒童有權利表達自
己的意見，成年人
應將其納入考慮並
尊重兒童的想法。
（第12-19頁）

兒童的定義

兒童是指年齡未滿十八歲的人。

國的義務

締約國為了維護公約中提及的兒童權利，必須修訂
相關法律並執行相關政策。

健康與醫療 利

締約國應確保兒童享有必要的醫療資源及健康照護服
務等權利。

兒少安置

國家須考量進入安置機構兒童的最佳利益，並有權要
求相關單位對兒童所接受的待遇進行定期評估。

社會保障機制

締約國應確保兒童享有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的權利，
並提供相關的經濟資源。

受教育

兒童擁有受教育的權利，締約國應實施免費的小學義
務教育，並以適當的方式使所有兒童依照能力接受高
等教育，且確保學校執行紀律的方式符合兒童的人格
尊嚴。

教育的目標

兒童教育的目標在於使兒童的潛能獲得最大程度的發
展，並學習有關人權、和平與保護環境等知識。

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

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兒童應有與群體成員共享自己的文
化、信仰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

禁止經濟剝削和危險勞動

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的權利，以及避免從事任何可能
妨礙或影響其接受教育，或對其身心健康發展有害的
工作。

免於性剝削及性虐待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免於兒童色情、性交易及任何形式
的性剝削及性虐待。

禁止拷問及死刑

所有兒童應禁止受到酷刑或不人道的待遇與處罰。對
未 滿 十 八 歲 兒 童 所 犯 罪 行 ， 不 得 處 以 死 刑 或 無 期 徒
刑。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應受到人道待遇，他的人
性尊嚴應受尊重，並應考慮年齡給予適合的對待。

防止誘拐和販賣兒童

締約國應防止兒童以任何方式受到誘拐、買賣或販運。

禁止剝削兒童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的福祉，避免兒童受到任何形式的
剝削。

應免於受到戰爭的威脅

締約國應避免招募任何未滿十五歲的兒童加入武裝部
隊，並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保護及照顧受到武裝
衝突影響的兒童。

協助受害兒童得以康復並重

返社會

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讓受到虐待、意外傷害、戰
爭迫害等兒童的身心靈得以康復，並重返社會。

與兒童相關之法律

對於被指控犯罪的兒童應給予機會，讓他學習了解他
人人權的重要性，並在重返社會時，能夠承擔義務，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禁止非法使用麻藥及

精神藥物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不受非法麻醉藥品或精神藥物的傷
害，並防止利用兒童從事非法製造及販運此類藥物。

確保生活水準

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適合身心發展的生活水準。必要
時，締約國應於父母（監護人）或第一線的照顧者，提
供營養的飲食、衣物及住所等物質協助與支援。

尊重兒童的父母

父母（監護人）必須根據兒童的發展提供適當的教
養，國家應給予尊重。

取得姓名與國籍

兒童出生後應立即登記戶籍，且享有取得姓名及國
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擁有知道父母身分
及受到父母照顧的權利。

不與父母分離

締約國應確保兒童不會在違反父母意願的情況下與
雙親分開，若有特殊情況必須分離，兒童享有與家
長見面與聯繫的權利。

到不同國家探望父母

締約國應尊重兒童及父母離開及進入任何國家的權
利。即使父母分住不同國家，兒童也有權利與雙親
保持聯繫。

保障兒童不被帶到其他國家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措 施 ， 遏 止 他 人 非 法 移 送 兒 童 至 國
外，或阻止令兒童無法回國的行為。

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

兒童享有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的權利。

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

兒童享有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

保 隱私與名譽

兒童的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均不得受到任意或
非法干預，榮譽與名譽亦不可受他人非法侵害。

父母的養育責任

父母（監護人）應盡到養育孩子的責任，締約國有
義務提供協助。

保 失去家庭的兒童

當兒童的原有家庭被剝奪，或是經評估後不適合繼
續待在原有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代替照顧者給予
保護與協助。

收養

受到收養的兒童，締約國應優先考量兒童的最佳利
益，且須充分了解與調查新父母（監護人）後，才
能認可雙方的收養關係。

難民兒童

受到迫害逃離原本國家的難民兒童，應獲得目前所
在國家的保護，並得到援助。

身心障礙兒童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的尊嚴，促進其自立能
力，並確保他們能夠在積極參與社會環境的情況下
生活，且享有教育與訓練、健康照護服務等權利。

知的 利

確保兒童能從各種不同來源獲得資訊及資料以提升
自身利益。締約國有義務透過電視、報紙、書籍、
網路提供內容，並保護兒童不受有害資訊及資料的
傷害。

姓名、國籍以及家庭關係皆

會受到保障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的姓名、國籍以及家庭關係等身
分不受盜用。

禁止暴力

國家必須保護兒童免
於任何暴力侵害或是
不公平的對待。
（第8-9頁）

休息與
戲

兒 童 享 有 休 息 、
遊 戲 ， 以 及 參 加
文 化 生 活 與 藝 術
活動的權利。
    （第6-7頁）

言論自由

兒 童 應 能 透 過 各 種
方 式 交 流 或 分 享 資
訊 與 想 法 ， 並 擁 有
知 道 資 訊 的 權 利 。
（第10-15頁）

※《兒童權利公約》共有 54 條，「日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僅列出第 1 ～ 40 條，並摘要成兒童易於理解的版本。  ※ 數字代表的是第幾條。

　　隨著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兒童權益的保障，我國雖然沒有簽署CRC(兒童權利公約)，但在二○一一年修正通過
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已明確地把CRC的核心概念納入，包括禁止歧視、尊重兒童最佳利益、
保障生命、生存與發展權以及尊重兒童表意權。 
　　為了更有效地落實CRC的精神，在法律適用上更為周延。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兒童權
利公約施行法》，我國成為少數除了將CRC國內法化外，並更進一步制定施行法的國家。

第 1 條  立法目的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八九年的《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公約》），促進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及其權利。

第 2 條  法律效力

《公約》中保障和促進兒童和少年權利的規定，在國內具有
法律效力。

第 3 條  內容參照

本公約的法規和行政措施應參考《公約》的精神，以及聯合
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的解釋。

第 4 條  行政機關之遵守與推動  

 義務

各級政府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遵守《公約》關於保障兒童
和青少年權利的規定，防止其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積極推
動其權利的實現。

第 5 條  相互合作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據現行法規的業務範圍，負責《公約》的
相關事項；各機關應有效進行業務上的聯繫與協調，與國內
外的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

第 6 條  兒少福利與 益推動小組

為推動《公約》的相關工作，行政院應組成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 權 益 推 動 小 組 並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 成 員 包 括 兒 童 及 少 年 代
表、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機構及相關機關代表。

第 7 條  定期報告

政府應建立兒童及少年權利報告制度，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
提出第一次國家報告，其後每五年提出國家報告。

第 8 條  實施經費

執行《公約》保障兒童及少年權利所需的經費，應依財政狀
況逐步編列。

第 9 條  定期檢視

《公約》的規定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對
不符合《公約》規定的法規進行增修、廢止及改進措施，並
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的行政措施。

兒 童兒 童 利 公 約利 公 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