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與他人相處時，不要以為只是開玩笑，無傷大

雅，對方的感受才是關鍵，建議你掌握幾個原則，避

免觸法：

(一) 不開帶性暗示的玩笑。

(二) 不侵犯別人的身體界線或探究隱私。

(三) 不評論他人的外表、身材或穿著。

(四) 不傳具性暗示的影音、圖片與笑話給不熟的同

事。

 　　當你遇到對方出現讓你不舒服的行為時，「明

確且嚴正表達抗議和不舒服」是必要的，別被對方這

幾句話：「我只是開開玩笑、幹嘛大驚小怪、你想太

多了」輕巧的打發了，很多性騷擾甚至性侵害案件，

就是從「吃豆腐」的試探行為開始的。

 　　當遇到性騷擾行為時，你可以這樣做：

語氣堅定、態度堅決地說：你剛剛這樣說/做，我覺得很

不舒服。感覺整個氛圍或持續冒犯讓你不舒服時，請離開

現場。

留下證據：錄音或者截圖，證明對方的騷擾行為及自己有

明確的反抗與拒絕。

諮詢與申訴：可以先撥打機關與「張老師」諮詢專線，談

談自己的不舒服及確認自身的感受和想法，想提出申訴

時，可撥打機關內部的性騷擾申訴專線，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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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腿真好看，配上高跟鞋，超性感，你要

常穿迷你裙阿!」、「你平常有健身嗎?全身上下都是

肌肉，應該體力很好，可以撐很久吧?」「明晚飯局

記得打扮好看一點，不要包太緊，記得多撒嬌、多敬

酒，展現一下你的魅力，讓廠商們心花怒放，我們部

門獎金就靠你了!」上面的話，是否似曾相識?你覺得

只是玩笑而已嗎?還是隱隱讓人覺得不舒服?

 　　職場性騷擾指的是在工作環境中，對他人施加

與性相關的不適當行為、言語或暗示，這些行為可能

讓人感到不舒服、冒犯，甚至影響工作表現、心理狀

態或工作場所的氛圍。帶有性意圖的肢體接觸、眼

神、言語或影像，能夠讓我們立即感受到冒犯和不舒

服，但有些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惡意」的行為，一

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還是會讓對方產生被冒犯的感

受喔！

以下列舉職場NG行為，請大家留意自己的言行。

一、言語上

1.盯著異性的胸部說：聽說生完小孩胸部會下垂喔~你有嗎?

2.你穿迷你裙真好看，腿白嫩又細長，你穿短裙時會穿安全褲嗎?

3.小鮮肉，幫姊姊送一下公文!

二、行為上

1.你肩膀很緊喔~(開始幫對方按摩肩膀)

2.你的胸肌練得真好~(邊講邊用手戳對方的胸肌)

3.你今天味道好香~是用什麼沐浴乳啊?(自顧自地靠近對方用力吸氣)

三、其他

1.尾牙或聚會時拍了不認識或不熟同仁的照片，

傳給其他人說：這同仁臉蛋不錯。

2.傳性相關的梗圖、漫畫或影片給不熟的同事。



　　 （ 二 ） 另 有 法 院 實 務 認 為 要 再 進 一 步 檢 討 是 否 已 產 生 具
體危險
　　法院實務另有認為停等紅燈時使用手機與車輛行進間不
同，邊開車邊用手機可能導致駕駛無法專注於車輛控制，更無
法即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交通狀況；但停等紅燈時，一般沒有上
開相同的危險，通常只可能因使用手機而未注意號誌轉變為綠燈
而未立即行駛，導致影響交通順暢，不見得達到「有礙駕駛安
全」。所以有法院實務認為，停等紅燈使用手機，必須限於有
具體事實可認定和行進中使用手機有相類程度有礙駕駛安全的危
險，才可以處罰。
　　況且，如果是因為使用手機而未注意號誌已轉變為綠燈而
未立即行駛，導致影響交通順暢（未造成具體危險），可依據
道交條例第48條第2款、第60條第2項第3款等規定（未依號誌
（綠燈）指示行駛），處1,800元以下罰鍰即可，不需要以道交
條例第31條之1處罰。
三、案例說明
　　依照多數法院實務見解，駕駛不論是在行駛或暫時停等的
狀態，因難以迅速反應緊急狀況，會影響駕駛和其他用路人的
安全，具有安全疑慮，都禁止手持使用手機。個案中A在停等紅
燈時點控手機，已經違反道交條例，依法應處罰，因此A的主張
沒有理由。
　　依照法院其他實務見解可能認定，停等紅燈時所有車輛均
靜止，A的行為與行進中使用手機沒有相類程度的有礙駕駛安
全，難認A的行為屬於道交條例第31條之1，因此A訴請撤銷警方
的裁罰，有理由。
四、法律啟示
本案凸顯出停等紅燈時手持使用手機是否應裁罰，法院見解沒有
完全一致。對於駕駛人而言，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 避免爭議行為
雖然有法院實務認定停等紅燈非行駛中狀態，但多數法院實務仍
認為停等紅燈（未熄火）就是行駛中，禁止手持使用手機。為
避免爭議，建議駕駛人在車輛完全靜止且不妨礙其他交通的情況
下使用免持智慧裝置，或安全停車後再操作手機，避免受罰。
（二） 法律細節的理解
駕駛應熟悉道路交通規範的相關條文，必要時尋求法律專業意
見。

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法律百科：郭欣妍《開車或騎車遇到紅燈停等時，

用手機會被罰嗎？》https://www.legis-

pedia.com/article/car-driving/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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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專線：(02)25326180分機136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職場霸凌申訴專線：(02)24249863

A駕駛自用小客車，在路口停等紅燈時被警方舉發「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

行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遭處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

點。A對此不服，向法院提出訴訟，主張在停等紅燈時，手機突然響起，請求法

院撤銷警方的裁處。A的主張合理嗎？

(以上改編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2454號判決。)

開車或騎車遇到紅燈停等時，
用手機會被罰嗎？

 　　在現代交通規範中，汽機車駕駛人在行駛時，禁止以手持
方式使用手機，是眾所周知的法律要求，違反的話依照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之1，汽車駕駛會面臨
3,000元的罰鍰，機車騎士則會遭處1,000元。但若車輛停等紅
燈，是否可以使用手機？我們透過法院判決來探討這一問題。
一、停等紅燈是否屬「行駛中」狀態？
（一）多數法院實務認為停等紅燈也算行駛中
多數法院認為等紅燈（未熄火）也算行駛中，不得手持使用手
機。主要是考量汽機車駕駛用路期間，只要手持使用行動電
話，無論時間長短，也不論是行駛或暫時停等的狀態，都會分
散駕駛的注意力，降低操控車輛的能力，一旦遭遇緊急狀況，
難以迅速反應，影響駕駛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只要汽車
或機車在車道上行駛，即使是在停等紅燈，也算行駛中，必須
專注在行駛行為上，禁止用「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
或其他相類功能的裝置。
（二）法院實務也有不同見解
現行道交條例第31條之1在2012年5月30日修正公布時，立法委員
原提案有提到，考慮到並非使用所有電子產品或應用程式均會影
響駕駛安全性，一律禁止不合時代需求，故當時修法限縮為
「有礙駕駛安全」才處罰；且當時立法院有做成附帶決議，要
求交通部應考量非行進間是否可以手持方式使用手機，因此也有
法院實務認為，立法者應認為停等紅燈時使用手機不當然就是有
礙駕駛安全的行為。
此外，交通部在上開修法後修正「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以
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相關裝置實施及宣導辦法」第2條第2
項，規定駕駛如果在道路已停車或臨時停車穩妥靜止時，就可
以手持使用行動電話，法院實務也因此認為在文義上可以包含停
等紅燈已穩妥靜止的情形，不用依道交條例第31條之1規定處
罰。
二、是否需停等紅燈使用手機已構成具體危險才處罰？
立法者在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2項都規定了「有礙駕駛安
全」的內容，那停等紅燈手持使用手機，是不是要達到「有礙
駕駛安全」的具體危險，才可以處罰呢？或是只要有用手機的
行為，就會處罰？
（ 一 ） 多 數 法 院 實 務 認 為 停 等 紅 燈 時 使 用 手 機 的 行 為 ，
已有安全疑慮，得直接處罰
多數法院認為只要停等紅燈時有手持行動電話使用的行為，就要
處罰，不用討論是否已經構成具體危險。雖然法條規定了「有
礙駕駛安全」，但因為手持使用手機就會分心，無法專注駕
駛、注意周遭交通狀況，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顯然就是
「有礙駕駛安全」的行為，所以只要有違規行為就處罰，不用
再就個案討論是否已經造成具體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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