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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色情犯罪預防篇 

 

 

 

 

 
 
 
 
 

 
 
 
 
 
 
 
 
 
 
 
 
 
 
 
 
 
 
 
 
 
 
 
 
 
 

臺臺臺南南南市市市政政政府府府警警警察察察局局局－－－校校校園園園安安安全全全警警警訊訊訊   

過去十年來，網路從深奧難解轉變為全球分享的「大眾傳播工具」，而且網路使用人口呈現
逐年顯著成長的趨勢。然而，在網際網路的普及與快速發展的同時，網路色情的問題也同時出現，

網路已成為色情圖片製作者與網友尋找獵物的地方。但是，在網路這種高度尊重個人自由，標榜
「無邊界」的產業裡，網路色情防治還有很長的路要走。由經驗得知，我們要遏止網路犯罪，由
跨國法律的制定和監督，政府間、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等方面著手是刻不容緩的。 

色情網站是一個沒有國界的資訊平台，我國也不例外，在國內，色情網站每天超過七千人次
上網。色情網站氾濫的問題需要結合全世界的力量才能解決，色情網路問題牽涉到犯罪行為的引
誘以及商業利益的交換，對莘莘學子身心健全的發展影響甚鉅，應加強網路色情犯罪預防。 

1.散布或販賣猥褻圖片的色情網站 
據報載，曾有一高中生，開設色情網站，以招募會員的方式，提供會員觀賞猥褻圖片，半年

內賺了一百萬元，但終被警方查獲。  
另外，最近報上也指稱警方破獲台灣地區最大的 GOGO「浮聲豔影」色情貼圖網站，該網站

並跨國連結上百個國外色情網站，且提供未成年少年少女色情圖片，供網友上網觀看。 
此種開設色情網站的行為觸犯了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第 33 條以電腦網路散佈色情廣

告罪、刑法第 235 條第 1 項「散布猥褻圖畫像影」罪。如果所提供的是未滿 18 歲之人的猥褻圖片，
則觸犯了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 28 條第 1 項之罪。 

3.犯罪流程 
◎於 ISP 上設置個人網頁 
◎網站設置內容提供猥褻圖片及色情光碟販賣廣告  
◎設立電子郵件信箱以作為與顧客交易媒介 

2.在網路上媒介色情交易 
目前有些色情網站提供留言版給網友上網留言，以找尋性伴侶。如果該網站有營利，且這些

留言訊息涉及性交易。則可能構成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意圖使男女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行為，
而引誘、容留或媒介以營利者」與刑法第 233 條第 1 項「意圖使未滿 16 歲之男女與他人為性交或

猥褻之行為，而引誘、容留或媒介者」等罪嫌。  
另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1 條也規定，媒合暗娼賣淫者，處三日以下拘留或新台幣三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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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網際網路成立「成人網站」，傳送猥褻圖文，或利用電子郵件信箱販售色情光碟等行為，因色

情圖片或動畫影像的散布顯然違反社會善良風俗，同時戕害青少年身心健康，故就現行司法實務而言，

係觸犯刑法第 235 條第 1 項以電腦網站傳送猥褻圖畫供人觀賞罪及販賣猥褻物品罪。至於買受者因僅
是供自己或極少數特定人觀賞，未達危害社會秩序之程度，應屬個人自由權限範疇，不構成犯罪（最
高法院八十四年台上字第六二九四號判例參照）。此外，如行為人於網路上所散布、販賣之猥褻圖畫、

影片、光碟，其係以未滿 18 歲之人為內容者，則觸犯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 28 條第 1 項散布
或販賣猥褻物品罪。 

 
網際網路是供莘莘學子學習、娛樂、與學校好友聊天，以及純粹放鬆、隨意瀏覽的虛擬環境。但

全球資訊網如同真實世界，也可能對學生造成危害。在您允許學生上網不
受監督前，請確認您已制定一套您和學生雙方都同意的遊戲規則。如果您
不確定要從何開始，建議參考下列建議，以瞭解在教導學生安全使用網際

網路時，可與之討論的內容： 

一、鼓勵學生和您分享網路經驗，和學生一同享受上網樂趣。 

二、 教導學生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如果學生對線上的任何事物感到緊張，

應該要告訴您。 

三、如果學生進入聊天室、使用即時訊息(IM)程式、線上遊戲或其他要求登入名稱以識別身分的其他
網際網路活動，請協助學生選擇登入名稱，並確定該名稱不會洩漏學生的個人資訊。 

四、堅決要求學生絕不能透漏您的地址、電話號碼或其他個人資訊，如學校或玩耍地點等。 

五、教導學生網際網路和真實世界一樣，都需對是非善惡加以分辨。 

六、教導學生在上網時如何尊重他人，確認學生瞭解即使他們面對的是電腦，良好行為的規範也不會

因而有所改變。 

七、堅決要求學生上網時應尊重他人智慧財產，並強調違法重製他人電磁紀錄(例如：音樂、影片、遊
戲、應用程式)屬於侵權行為。 

八、告誡學生絕不答應與網友見面，向學生解釋網友未必和他們自稱的一樣。 

九、教導學生他們在線上所見所聞未必都是真的，並鼓勵學生遇到不確定的情況時，應直接問您。 

十、應用網際網路軟體來控制學生的線上活動，家長控制功能可幫助您過濾網站的有害內容，監看學

生所造訪的網站，並瞭解他們在網站上所從事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