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福利法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十日立法院制定全文三十二條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總統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五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公布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增進少年福利，健全少年身心發展，提高父母及監護人對少年之責任感，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定義） 

    本法所稱少年，係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第三條  （主管機關） 

    少年福利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第四條  （人員配置比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承辦少年福利業務之人數，應按各該直轄市及縣（市）居民人口

數比例定之，每五十萬人 不得低於三人，未滿五十萬人者應配置三人。 

第五條  （少年福利促進會之設置） 

    各級主管機關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少年福利，得設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其組

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經費來源） 

    少年福利經費之來源如左： 

    一、各級政府年度預算及社會福利基金。 

    二、私人或團體捐贈。 

第七條  （少年福利金之勸募）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人民團體得聯合各界舉行勸募少年福利金；其勸募及運用辦

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進修就業之輔導） 

    少年年滿十五歲有進修或就業意願者，主管機關應視其性向及志願，輔導其進修、接受職業

訓練或就業。 

    雇主對少年員工應提供教育進修機會。 

第九條  （輔導保護安置事由及定監護人） 

    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得申請當地主

管機關安置或輔導。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有左列情形之一或有事實足認有左列各款情形之虞者，當地主

管機關應對少年予以適當 之保護與安置： 

    一、虐待。 

    二、惡意遺棄。 



    三、押賣。 

    四、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職業或行為。 

    五、其他濫用親權行為。 

    前二項少年之安置，當地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設機構收容教養之，並得酌收必要費

用。 

    主管機關、機構負責人或個人依前三項之規定，安置、輔導、保護、寄養、收容、教養少年

之期間，對少年有監護權 。 

    少年之父母離婚者，法院得依職權、少年本人、其父母、檢察官或主管機關之聲請，為少年

之利益，酌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條之限制，並得命其父母支付相當費用。 

第十條  （無依少年之扶助） 

    無謀生能力或在學之少年，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者，主管機關應依社

會救助有關法令給予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 

第十一條  （父母養父母監護人之協助義務）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於主管機關或少年福利機構依本法所為之各項措施，應配合

與協助。 

第十二條  （少年福利機構之設置） 

    各級主管機關為辦理少年福利事業，應設少年教養、輔導、服務、育樂及其他福利機構。對

於遭遇不幸之少年應專設收容教養機構；必要時，得聯合設立。 

第十三條  （私人或團體設立少年福利機構之申請） 

    私人或團體設立少年福利機構，應以申請書載明左列事項，申請當地主管機關許可： 

    一、名稱及地址。 

    二、組織性質及規模。 

    三、業務計畫。 

    四、經費來源及預算。 

    五、創辦人姓名、住址及履歷。 

    前項申請經許可後，應層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第十四條  （財團法人登記及逾期許可失效） 

    私人或團體依前條申請設立少年福利機構者，應於主管機關許可後六個月內，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 

    前項期間，如有正當事由，得申請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逾期不辦理者，原許可失

效。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之監督義務） 

    少年福利機構應將年度預、決算書及業務計畫、業務報告書送請主管機關核備。 

    主管機關對少年福利機構應予輔導、監督、檢查及評鑑。 

第十六條  （獎懲規定） 

    私立少年福利機構，辦理成績優良者，主管機關應予獎助；辦理不善者，應予糾正，並通知

限期改善，其未於限期內改善或辦理不善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許可。 

第十七條  （專業人員之遴用） 



    少年福利機構之業務，應遴用專業人員辦理之。 

第十八條  （禁止吸菸飲酒嚼檳榔） 

    少年不得吸菸、飲酒、嚼檳榔。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少年吸菸、飲酒、嚼檳榔。 

    菸、酒、檳榔營業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供售菸、酒、檳榔予少年吸食。 

第十九條  （禁止出入不良場所） 

    少年不得出入酒家、酒吧、酒館（店）、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及其他足以妨害少年身

心健康之場所。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少年出入前項場所。 

    第一項場所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拒絕少年出入。 

第二十條  （禁止吸毒施打毒品及觀看不良錄影帶書刊）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少年施用毒品、迷幻物品或管制藥品，並應防止少年觀

看或閱覽有關暴力、猥褻之錄影帶或書刊。 

 第二十一條  （禁止從事有害身心之行為） 

    少年不得充當第十九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或從事其他足以危害或影響身心發展之行為。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少年為前項行為。 

    任何人不得利用、僱用或誘迫少年為第一項之行為。 

第二十二條  （發現妨害少年身心健康情形之處理） 

    發現有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足以影響少年身心健康之情事者，應通知當

地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少年福利機構。 

    前項警察機關或少年福利機構接獲通知後，應迅即處理，並通知主管機關；處理遭遇困難

時，應即交由主管機關處理，並予必要之協助。 

    少年從事賣淫或營業性猥褻行為者，主管機關接獲通知後，應將少年安置於適當場所，派員

觀察輔導二週至一個月，若發現少年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之情形時，應即移送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處理。 

    少年法庭調查後，認前項少年不宜責付其法定代理人者，得命責付主管機關或少年福利機

構。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將少年安置於專門機構，施予六個月以上，兩年以下之輔導教育。 

    受安置之少年患有性病者，應強制治療，其費用必要時得責付其扶養義務人負擔。 

第二十三條  （監護權宣告停止情形）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少年有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之行為者，檢察官、少年

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或少年福利機構，得向法院聲請宣告停止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之監護

權。對於養父母亦得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時，得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條之限制，而指定主管機關或少

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少年之監護人。 

第二十四條  （輔導保護之事由） 

    少年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經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申請或同意，由當地主管機關協調 適當

之少年福利機構予以輔導或保護：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不知悔改者。 



    二、不服教養管理滋生事端者。 

    三、品行頑劣、浪蕩成性者。 

第二十五條  （罰則） 

    菸、酒及檳榔營業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供售菸、酒及檳榔予少年吸食者，處二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六條  （罰則）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明知少年出入酒家、酒吧、酒館（店）、舞廳（場）、特種咖

啡茶室及其他足以妨害少年身心健康之場所，不加制止者，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 

    前項場所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放任少年出入者，處其負責人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必要時得勒令其停業、歇業或吊銷執照。 

第二十七條  （罰則）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明知少年施用毒品、迷幻物品或管制藥品，不加制止者，處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第二十八條  （罰則）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明知少年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行為，不加制止者，處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者，處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其觸犯

刑法者，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第二十九條  （罰則） 

    違反本法之行為，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條  （拒繳罰鍰之強制執行）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主管機關催繳，仍不繳納時，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三十一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