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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尊重人权 

  广岛大学在所有活动中尊重并拥护每一个人的人权与人格，

不姑息任何涉及民族、国籍、宗教、信仰、性别、社会经济地位、

身体健全与否等的歧视与骚扰行为。」 

（引用自《广岛大学章程（2021 年 12月 27日制定）》） 

 

 

 

１．本手册之目的     

   广岛大学(以下简称本校)基于《广岛大学章程》的理念、对校

内的骚扰行为侵害本校成员人权，影响求学・就业以及教学・研究

等权利之认识，将竭力防范校内外发生之视为骚扰行为的事件，

并进行事后妥善处理。 

   本手册节录自《广岛大学骚扰行为防治规章》（以下简称《防

治规章》），目的为宣导本校对于骚扰行为的基本态度及处理程序，

防范事件发生并唤起重视（※另，关于骚扰问题的重要性，参照第

3页「５．骚扰行为问题之重要性」）。 

 

２．本校对骚扰行为之基本态度 

(1) 施以周全的顾虑和必要的处置，促使本校成员个个获得尊

重，免受歧视、骚扰等所有人权侵害，安心求学・就业以

及教学・研究。 

(2) 致力改善环境防止骚扰行为的发生，推动宣导、教育、研

修等活动,唤起重视。 

(3) 建立完善的体制接受相关疑虑的咨询。为求早期发现且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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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解决问题，将进行必要妥当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施

以严正处置。 

 

３．手册之适用范围 

   本手册内容适用对象为本校成员。 

(1) 所谓「本校成员」包括本校职员（职员指所有工作于本校

的人员，以下同）、学生、各级附属学校的学生、学童、

幼童（以下简称「学生等」，与本校职员并称「职员・学

生等」）以及「其他相关者」。而「其他相关者」包括学

生家长、本校附设医院、图书馆等设施・机构之使用者

以及相关业者等。 

(2) 离职人员、毕业・退学后的学生等亦可针对在职或在校

期间发生的骚扰行为提出咨询。 

(3) 本校「职员・学生等」间发生骚扰行为的，不论发生时间

或发生地点，均可提出咨询。 

(4) 本校「职员・学生等」与「其他相关者」之间发生骚扰行

为的，除了接受咨询外，必要时将与其他机关携手调查。 

（※本手册内容未必适用于「其他相关者」对本校「职员・

学生等」的骚扰行为。） 

(5) 本校「职员・学生等」若在参加职业体验、校外实习、学

会或教学・研究活动时受到骚扰行为的，亦可提出咨询。

另外，求职过程中或兼职工作单位存在骚扰行为的，亦

可提出咨询。 

(6) 本校「职员・学生等」遭遇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DV）、被人尾随或存在家庭烦恼的，亦可提出咨询。本校

将视咨询案件具体情况介绍其他合适咨询机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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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校之责任与成员之义务 

(1) 校长负责统筹全校骚扰行为防治的相关政策。 

(2) 各部门或办公室首长、学科长或专攻长、讲座主任等处

于管理监督立场者（以下简称“部门等管理监督者”）

负责具体实施本部门骚扰行为防治的相关政策。 

(3) 所有职员平时应努力确保良好的求学・就职环境，不使

骚扰行为发生。一旦身边发生骚扰行为时，应负责迅速

妥善解决问题。 

(4) 本校所有「职员・学生等」皆有义务相互尊重，努力不

让自己发生也预防他人发生骚扰行为。 

 

５．骚扰行为问题之重要性 

 本校由执行本校相关业务的职员、执行教育・研究业务的职

员，以及接受教育、开展研究的学生等构成。 

 本校职员・学生等必须相互尊重，方可在本校不遗余力地发

挥各自的能力，实现各自的目的，同时，本校也有责任努力提供可

达成上述目的之校内环境。 

 然而，一旦发生骚扰行为问题，上述目的难以达成，也给职

员・学生等带来很大不利。从职员立场看，职场环境不再安全；而

从教育・研究的职员・学生等立场看，教育信赖崩塌，研究活动受

阻。最终，极有可能对职员・学生等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导致健康

受损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不论处在什么立场，本校职员・学生等都必须知晓骚扰行为

是何种性质的问题，努力杜绝骚扰行为，即使实际发生了骚扰行为

也能妥善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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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骚扰行为之定义与形态 

   本校防治规章将「骚扰行为」分为「性骚扰」、「职权骚扰」、

「怀孕・生产・产假等相关骚扰」和「其他骚扰」四种。 

    以下将举例说明骚扰的定义、形态以及足以被视为骚扰的行

为。在认定这些行为是否符合《防治规章》规定之骚扰行为时，应

根据其发生始末，被害者感受，行为内容等综合客观地判断。特

别是如果该行为违背受害者意愿，并造成学业、工作上的不利、

损害或障碍，则有可能属于骚扰行为。 

    另外，即使是当事者之间相互容忍的言行举止，也可能带给

第三者损失或不快感。 

    这样的言行举止若明显欠缺社会妥当性的，亦可能被认定成

骚扰行为。 

   

(1) 性骚扰之定义与形态 

    《防治规章》中将「性骚扰」定义为︰「在学业・工作上具有

一定关系的本校成员某一方违反另一方意愿，做出有关性的不当

言行，导致对方蒙受精神上、学业上及工作上的不利・损失，或阻

碍其学业・工作发展，或造成其求学・就业环境的恶化」。（第 2

条第 2款） 

人们通常以为只有女性才会遭遇性骚扰侵害，其实男性也有

可能成为受害者，性少数人士也会成为受害者。 

所涉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要结合被认定受害者的感受，被

认定受害者与被指控骚扰者之间的关系、行为本身恶性和结果重

大性等综合考虑进行判断。 

   「性骚扰」之形态各式各样。 

 

 



5 

 

1) 【强迫性之性诱惑、性行為】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执拗诱迫性行为或要求交往。 

②强行抚摸及发生性行为 

③跟踪等逸轨行动 

 

＜具体事例＞ 

○ 每回深夜留校, 前辈总是主动等待，自愿接送。  

○ 指导教员利用两人独处的机会, 触摸学生的头发、肩颈或靠近身体（包括感

觉不舒服但难以拒绝，之后再也不愿前去研究室的情形）。 

○ 多次发送含有性暗示、令人感觉不适的邮件或 SNS 信息。 

○ 屡次利用邮件或 SNS 给本人或同一学部其他人发送误以为两人正在交往的

信息, 提出抗议也不停止。 

 

2) 【对价型骚扰】 

    利用优势地位提出性要求，以利益交换诱迫或以不利益胁迫

对方服从（即对价）。即使没有特别提示对价利益，教员或前辈等

利用上下关系逼使学生或后辈接受违背其意愿的性要求，亦可能

被认定成性骚扰。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视对方答应私下的性要求与否，决定教育、研究指导和评定

及学业成绩等。  

② 视对方答应私下的性要求与否，决定人事或劳动条件以及业

务指导。 

③

评定

交换诱迫

以及业

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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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工作执行中掺杂表露出对对方的性兴趣。 

⑥ 要求穿着性感的服装或夸示性感的行动。 

  

＜具体事例＞ 

○ 学生担心反抗指导自己的教员后会蒙受不利影响的状态下，该教员对学生进

行性诱惑。 

○ 上司或教员利用出差或外出参加学会机会，把部下或指导学生叫至饭店同

一房间单处。 

○ 教员声称「○○同学是自己喜欢的典型，所以特别允许延后缴交报告」等。 

○ 教员为报复拒绝交往的学生，故意不给学分或压低成绩。 

○ 教员以「有事要谈」、「需要指导」等托词把学生叫至单间，强迫发生性关

系。  

○ 指导教员告知学生「在取得学位前不准结婚」。 

○ 上司或教员命令女职员或女学生穿裙子、化妆。 

 

3) 【环境型性骚扰】 

在教育・研究・就业环境中言行举止涉及情色，造成他人求

学・就业环境恶化之行为，称为环境型性骚扰｡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上课或上班时，言行等涉及对方的性魅力或本身感兴趣的性

话题，妨害正常课业或职务的完成。  

② 带有性目的接近或碰触对方身体。 

③ 制造令人不快的性方面的话题或状况。 

 

＜具体事例＞ 

○ 盯着对方，肆意妄为地从头到脚打量。  

○ 日常性地触摸对方身体的一部分 (肩膀、背部、腰部、脸颊、头发等) 。  

○ 在办公室或教室里、频繁提及令人不快的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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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令人难堪的色情玩笑。  

○ 在研究室或办公室张贴色情照片、猥亵图画等，制造煽情的气氛。  

○ 强迫他人观看卑猥的绘画、影像或文章等。 

○ 在聚会、课堂外或下课后等的交流场合中，言行下流。  

○ 恶意嘲弄或讽刺性生理。 

○ 即使对方已表明不悦，仍阻止其离开。 

○ 故意散播性方面的谣言。  

○ 询问他人的性经验等，或谈论自己的经验。 

○ 在因特网等公开网站上公告或中伤某特定人物的性事或其他隐私。 

 

  上述行为极端恶劣或反复发生时，即可被认定为《防治规章》

所述的性骚扰。 

 

4)【性别骚扰】 

  指带有对本校成员性别歧视意识之行为。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仅凭某特定性别为由，发表侮辱性言论，断定他人性格、能力、

行动、倾向等拙劣或不佳。  

② 动辄将异性的主张或意见归纳为异性特有的魅力或缺点。 

 

＜具体事例＞ 

○ 职员或学生的发言带有主观性特别强烈的性别意识，例如︰「身为男人却没

有韧性」、「不能把工作交给女的」、「女性只要扮演好办公室的花瓶就够

了」、「女性不适合作研究」、「男性有义务要抚养妻子」、「女性就该生孩

子」等等。 

○ 以「男孩」、「女孩」、「我」、「小少爷」、「千金」、「大叔」、「大

婶」等漠视人格的方式称呼他人，或以小名昵称某特定职员或学生。            

○ 在研究室或办公室，以女性为由要求其打点饮食、担任扫除、处理私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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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个人私生活有关情况（如家庭环境、结婚与否、有无子女等）为由，断定

其工作或学业能力存在差距。 

 

5)【基于 SOGI（性取向 性别认同）的骚扰】 

指基于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或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之偏见行为｡性取向指人以或者不以何种性别作为恋爱

・性爱对象的倾向。性别认同指对于性别的自我认识。 

如下行为涉嫌该类骚扰。另外，基于 SOGI的骚扰行为有时也

属职权骚扰问题。 

① 针对个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发表侮辱性言论。 

② 以某人是同性恋或易性者等性少数人士为由，断定其性格、

能力、行动、倾向等拙劣或不佳。  

③ 以性少数人士为欺凌或嘲弄对象。 

④ 未经本人许可，暴露或传播个人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等信息（出

柜）。 

＜具体事例＞ 

○ 对同性恋或易性者等性少数人士，使用歧视性语言。 

○ 指责或嘲弄性取向。 

 

 

 

 

 

 

 

 

 

 

※ 关于处在指导关系的教员和学生之交往 

指导教员和学生超越单纯的指导关系，发展为交往关系的事例屡见

不鲜。这不代表教员与学生交往本身就属于性骚扰。然而，即使双方一

致同意，要完全将指导关系与恋爱关系剥离开，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对学生而言，与指导教员的恋爱关系

是否算是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评估成绩或审查学位等过程中，是否能确

保公平、公正；是否会让其他学生感到不公平或不快等。 

综上，为了确保学生享受良好的教育环境，本校认为，若指导教员

和学生发展为交往关系的，原则上，教员最好退出对该学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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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权骚扰之定义与形态 

    《防治规章》中将「职权骚扰」定义为︰「在学业・工作上具

有一定关系的本校成员，凭借优势关系，言行超出工作必要和相应

范围，导致或可能导致另一方蒙受精神上、学业上及工作上的不

利・损失，或阻碍其学业・工作发展」。（第 2条第 3款） 

职权骚扰指在办公室、学校、同好会或社团等活动中发生的欺

凌、挑刺。其中，指导教员和教授等利用教育或研究上的优势关系

对学生或研究员做出的骚扰行为称为「学术骚扰」。 

 

 

 

 

 

 

 

 

优势关系指一方对另一方通常无法抵抗、拒绝的关系。一般认

为是上司对部下、教员对学生、社团活动 同好会活动中的前辈对

后辈等的关系。当然，若部下的知识或经验等比上司丰富的话，该

部下对上司也会存在优势关系。而在多人对特定人物挑刺的情况

下（例如，多名学生对教员挑刺或相同立场的部员一起欺凌某人

等），也可以说存在优势关系。 

职权骚扰就是利用上述优势关系，做出超出必要和相应范围

的言行，导致损害职员・学生等的学业・工作及教育・研究环境

的问题。 

判断所涉言行是否符合《防治规章》所述职权骚扰行为，要看

被认定受害者的身心状态、遭遇该言行时的感受认知等，还要考虑

该言行的目的、事件经过、双方的关系等。 

职权骚扰和学术骚扰的关系 

学术骚扰 

职权骚扰 



10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以性别、年龄、出身、国籍、民族、人种、宗教、信仰、身心

障碍及伤病、容貌、个性等个人属性为由，歧视或排挤对方，

给于不公平的求学・就业上的机会、条件、评价等。  

② 视对方答应私下的或单方面的要求与否，决定教育、研究指

导和评定以及学业成绩等。 

③ 视对方答应私下或单方面要求与否，决定人事或劳动条件及

业务指导等。  

④ 以教育上、研究上的指导、评价或是利益不利益的予夺等为

条件，向对方提出私人的或单方面的要求。  

⑤ 以行使人事权、业务职权或是利益不利益的予夺等为条件，

向对方提出私人的或单方面的要求。  

⑥ 在教育或工作执行上参杂个人的喜好厌恶。  

⑦ 对不听从指导的另一方，进行谩骂、故意漠视或动用暴力手

段等，伤害其人格或身体。 

⑧ 不顾对方意愿，执拗诱迫或反复强行某些行为。   

⑨ 即使对方已表明不悦，仍阻止其离开。 

⑩ 故意散布不实谣言困扰对方。 

⑪ 未经对方同意将因工作关系得知的有关对方的敏感个人信息，

如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病历、不孕不育治疗等，泄露给第三方。 

※ 上述①至⑪未列举到的其他行为也可能被判断为职场骚扰。 

 

＜具体事例＞ 

【主要发生在教育・研究场合中的学术骚扰】 

1) 不当限制权限或剥夺理应接受的教育・研究指导 

○ 教员毫无理由地限制其他教员或学生使用文献、机器，或是任意丢弃机器、

实验药品妨害研究完成，无正当理由地禁止其他教员或学生进出研究室。 

○ 教员未说明不给学分的理由，或恣意更改毕业、课程修完标准使学生留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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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命令学生或部下研究者不准阅读自己不喜欢的论文或不准前去研究会

等，限制学生或部下研究者的研究自由。 

○ 尽管多人可以胜任，但教员只把 TA（助教）、RA（科研助理）、打工、兼任

等工作机会介绍给自己喜欢的学生，忽略公平原则。 

○ 教员藉「很忙」「你也是成年人了」等理由推诿不开研究会，或未尽研究指

导或建议之责任。 

○ 主指导教员好几个月前乃至几年前就收到学生论文原稿，却未批改指导（最

终导致学生无法投稿或取得学位，包括使其担忧可能无法投稿、无法取得学

位的情形在内）。 

2) 学生或部下的支配・笼络・利己私用 

○ 教员对要求更换指导教员的学生说「如果不满意我的指导就退学吧」。 

○ 教员对毕业后打算就业的学生态度冷淡，而偏爱希望继续升学的学生。 

3) 攻击、逼迫、榨取知识或劳动、涉嫌不法行为 

○ 教员把做不出研究成果的责任单方面地推卸给学生或部下研究员。 

○ 教员对未得出自己所求实验数据的学生，严厉指导并逼迫或教唆篡改实验结

果。 

○ 指导教员只不过在学生投稿论文上添笔修改而已，却排名第一作者。 

○ 教员剽窃学生或部下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撰写论文或申请研究费。 

○ 教员等上级研究者不亲自展开风险较高的研究，而是交给部下研究者做。 

4) 不自重或失信行为 

○ 教员当着学生或部下研究者的面，中伤其他教员或有关机构。 

○ 教员在课堂上发表许多针对其他教员的诽谤或谣言。 

○ 教员对学生或部下研究者的研究指导・工作指令一改再改，教员忘记自己过

去指导过的内容，怒斥「为什么要这样做」等。 

 

此外，在教育研究上做出任何不利于学生等的决定时，必须妥

善说明理由取得理解。若未善尽说明责任，或是反复进行一些琐碎

行为给对方的身心造成伤害的，亦可能被认定成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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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等任何场合中可能发生的职权骚扰】 

1) 精神攻击・压迫 

○ 教员或上司当着其他学生或同事面前，诋毁、嘲笑或谩骂特定人物。 

○ 教员或上司对学生或部下态度傲慢不回招呼，或拍打桌子、丢扎东西威吓学

生或部下。 

○ 执拗地向某人或同时向多人发送针对某人的含有极端批判・中伤‥威胁内

容的电子邮件或 SNS 信息。 

○ 在因特网等公开网站或 SNS 等社交网站上留言进行个人攻击或毁谤中伤。 

2) 不当妨碍、限制权限 

○ 上司在部下申购必需物品时，毫无理由地反对，或不签署同意文件妨害其研

究或职务的完成。 

○ 教员或上司对学生或部下强加毫无必要的服装、行动等限制规则。 

3) 差别对待、歧视 

○ 教员或上司依照饭局、联谊会等非研究非工作场合的社交态度评定学生、

部下的优劣。 

○ 职员或学生以国籍、民族、人种、性别、年龄等理由侮蔑特定职员或学生。 

○ 教员或上司不将工作上必须知晓的重要信息告知特定部下。 

4) 不当强迫 

○ 强迫要求参加饭局、喝酒等。 

○ 对学生或部下提出的身体不适需要休息的请求，教员或上司不予理会强迫其

继续研究或工作。 

○ 在社团活动或同好会活动中，以遵从过去习惯或传统等为由，强迫他人做出

违背本人意愿的无理行为。 

○ 教员或上司要求学生或部下即使在深夜或假日也接听电话，实际打去电话后

要求学生或部下立即过来，在深夜或假日发送电子邮件或 SNS 信息也要求必

须阅读后立即回复。 

5) 公私混淆、强索好处 

○ 教员或上司命令学生或部下处理私人事务，或用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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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或上司无视学生或部下意愿，要求陪同参加跑步、爬山、演奏会等个

人兴趣、私人休闲活动。 

○ 教员或上司强行索要钱物或谢礼（例如，演唱会门票、购买书籍、取得学位

后的答谢礼金等）。 

6) 割裂人际关系 

○ 教员或上司仅以不合我意为由，将特定部下单独隔离在其他房间，不让该部

下参加研究室或部门举办的饭局。 

 

(3) 怀孕・生产・产假等相关骚扰之定义与形态 

《防治规章》中将「怀孕・生产・产假等相关骚扰」定义为︰

「在学业・工作上具有一定关系的本校成员，针对怀孕・生产的言

行，或者针对利用怀孕 生产、育儿・陪护相关制度或措施的言行，

导致或可能导致另一方蒙受精神上、学业上及工作上的不利・损

失，或阻碍其学业・工作发展」。（第 2条第 4款） 

「怀孕・生产・产假等相关骚扰」之形态主要有两种。 

 

1)【对制度・措施利用进行挑刺型】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以利用制度・措施为由，暗示解雇或不利待遇。 

② 做出阻碍利用制度・措施的言行。 

③ 以利用制度・措施为由进行挑刺等。 

 

＜具体事例＞ 

○ 上司说「不批产假・育儿假」等。 

○ 上司对以父亲身份申请育儿休假的职员说「大男人，休什么育儿假」「你要

是休育儿假就不能升职」等。 

○ 因产检而与上司商量休假时，上司以「医院应该节假日去」等托词劝其放弃

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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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多次对因育儿短时劳动的职员说「都怪你提前下班，其他人就麻烦了」

等。 

 

2)【对状态挑刺型】 

如下行为属于此种骚扰。 

① 以怀孕・生产等为由，暗示解雇或其他不利待遇。 

② 以怀孕・生产等为由进行挑刺等。 

 

＜具体事例＞ 

○ 上司得知部下怀孕后，说「下次合同不续签」「因为要聘用他人，只能请你

尽快辞职」等。 

○ 上司或同事多次说「刚入职就怀孕，休产假、育儿假，脸皮真厚」。 

○ 职员因先兆流产住院时，对她说「不用再来上班了，快写辞职申请」等。 

○ 指导教员得知学生怀孕后，逼迫地说「孩子和研究只能选一样」。 

○ 指导教员对怀孕期间因孕吐厉害而请假的学生说「如果不能专心学业，退学

算了」等。 

 

(4) 其他骚扰之定义与形态  

  《防治规章》中将「其他骚扰」定义为︰「虽不构成性骚扰、

职权骚扰或怀孕・生产・产假等相关骚扰，但在学业・工作上具有

一定关系的本校成员言行不当，导致或可能导致另一方蒙受精神

上、学业上及工作上的不利 损失，或阻碍其学业・工作发展」。

（第 2条第 5 款） 

「其他骚扰」的形态有：属于性骚扰、职权骚扰或怀孕・生产・

产假等相关骚扰以外的挑刺、来自本校相关企业员工等的挑刺、来

自本校设置的各种设施、中心、图书馆和医院等的使用者做出的不

当要求或明显扰乱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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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例＞ 

○ 学生多次要求指导教员或职员满足其要求，执拗地责备或做出威慑性言行。 

○ 住院患者家属对职员提出不当服务要求，大声威慑。 

○ 设施使用者对职员提出无理要求，久坐几小时不走。 

 

 无论何种形态的骚扰行为，只要「认定行为者具有《防治规章》

第 2 条第 2 款至第 2 条第 5 款所述骚扰行为意图」、或者「该行

为明显欠缺社会妥当性」，都将被认定成骚扰行为（第 2 条第 6

款）。 

 

７．关于歧视性言行 

除针对特定职员或学生的骚扰行为之外，本校当然也禁止任

何涉及民族、国籍、宗教、信仰、性别、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健全

与否等的歧视性言行。 

骚扰行为咨询室收到有关上述歧视性言行之咨询的，本校将

协同有关部门等进行妥善因应。 

 

８．咨询 

  本校已设置三处骚扰行为咨询室，分别位于东广岛校区、霞

校区和东千田地区校区，均为校内公用设施，供校内成员咨询骚扰

行为。请咨询者向骚扰行为咨询室的综合接待处询问（参照第 24

页）。 

  此外，提出咨询时可任意选择骚扰行为咨询室所属咨询员（参

照「骚扰行为咨询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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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事例】 

○「想确认看看自己遇到的问题是否属于骚扰行为。」 

○「希望骚扰状况能有所改善。」 

○「自己的友人或同事受到骚扰，想代为咨询。」 

○「自己是某学生的副指导教员，该学生为与主指导教员的关系感到烦恼，向我

咨询。我想知道应该如何因应。」 

○「有人说我的言行是骚扰行为，我觉得不能这样放任下去，但又不知该怎么办。」 

○「难以控制愤怒情绪，总是吓到对方，希望改变一下。」 

○「部门出现了骚扰问题。为唤起重视，想麻烦安排面向职员的有关骚扰问题的

研修。」 

○「想委托制作预防骚扰行为的宣传海报。」 

 

    骚扰行为咨询室接受各种理由的咨询。 

 

【骚扰行为咨询室的因应对策】 

① 骚扰行为咨询室与前来咨询者（以下简称「咨询者」）共

同考虑、决定解决骚扰问题或预防骚扰发生的办法，并予

以支援。 

② 咨询员为咨询者设身处地考虑所受到的骚扰行为，提出

今后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从旁协助咨询者自身做出决定。 

③ 咨询员必要时将介绍校内外的相关机构，或与相关机构

携手合作。 

④ 咨询员在和咨询者协议下、必要时向部门等管理监督者

提出「协调请求」或向校长呈交「骚扰行为调查小组设置

申请」。 

⑤ 咨询员在请求协调后或骚扰行为调查委员会设置后亦将

关注事件的处理经过，并继续给于咨询者支援。 

⑥ 咨询方式基本上以面谈为主，但亦视情况接受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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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匿名以及第三者的咨询申请。 

⑦ 咨询员原则上不会为了确认事实或为了请求协调，与咨

询案件中被指控的「骚扰者」接触。 

⑧ 咨询员将严守咨询者的隐私。未得咨询者的同意，绝不

会把咨询事宜泄露给其他人。 

  ⑨ 如果不满意咨询员的因应，可提出申请更换其他咨询员。 

 

９．解决问题之流程与手续 

   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受害人本身接受咨询员的建议采取行

动避免被害加深之外，还可通过骚扰行为咨询室请求部门等管理

监督者等协调（协调请求），以及呈请设置校长直属的骚扰行为调

查小组（骚扰行为调查小组设置呈请）等。（参照第 26页） 

 

 

 

 

 

 

 

 

 

 

 

 

(1)协调 

 协调指针对咨询者所申诉的受害状况向被指控骚扰者提出规

劝・警告，或是对受害主张者采取救济措施，阻止伤害的继续发

※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在尊重受害主张者的意愿基础上决定解决

问题的方法。并在咨询及解决问题时，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事件相关者

的隐私。 

 

※ 关于留学生的因应 

骚扰行为咨询室也接待来自留学生的咨询，还可使用英语因应。 

本校的各留学生支持部门相互协作，联合组成「留学生支持联络会」，

骚扰行为咨询室也在其中。根据留学生的咨询内容，判断需要其他部门

支持的，将迅速协同其他部门进行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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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① 骚扰行为咨询室将要求部门等管理监督者改善工作环境、

教育环境、人际关系。（在此阶段，被咨询的行为是否构成

《防治规章》所述的骚扰行为，不一定需要经过严密的调查

或判断。） 

② 校长直属的骚扰行为调查小组将在调查过程中，致力改善

被指控骚扰者和受害主张者之间的状况。 

 

 部门等管理监督者接到骚扰行为咨询室的协调请求后，在该

部门范围内可采取的措施举例如下。 

① 隔离受害主张者和被指控骚扰者。 

 ②  规劝・警告・指导被指控骚扰者。 

③ 采取措施进行被害救済及恢复权利。 

④ 宣导求学・就业环境的整体改善。 

  

【协调事例】 

（以下事例为避免人物特定化，皆经过综合复数案例等手法加工。） 

○ 学生因为经常受到指导教员粗言相向及时间束缚，只要一前往研究室就感到

恶心或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进行毕业研究。骚扰行为咨询室在接获其咨询

后，认为该名学生与指导教员的关系已难以修复，虽为年度途中，还是请求学

部长更换指导教员，同时提醒原指导教员修正教育指导方法。在更换指导教

员后，该名学生顺利毕业。 

 

○ 某男职员假借业务需要总是缠着某女职员，多次向其发送电子邮件，并埋伏

跟踪。受理该女职员咨询的骚扰行为咨询室依其希望，请求男职员上司协调。

之后，上司将女职员调动至与骚扰者无接触的职位，而男职员在上司规劝下

也停止了上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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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职员动辄拿些许过失当众斥责新进职员，或故意不指导业务。骚扰行为

咨询室多次接待过这类案件咨询，一般的解决手段是请求上司居中协调。上

司除了向相关人员听取情况，规劝行为者外，还可通过调动座位或职位来改

善工作环境。同时骚扰行为咨询室也定期举行面谈，以确认咨询者是否受到

报复。 

 

○ 某位博士班学生因为受到身为教授之主指导教员的骚扰，不敢再去研究室。

骚扰行为咨询室接到咨询后，请求研究所所长协调，将主指导教员更换为其

他教授，并确保与原主指导教员不会再有任何接触。而后该名学生在新主指

导教员指导下继续研究并取得学位。 

 

○ 某位教员经常当众大声怒骂不特定多数的学生，或轻易泄露成绩。骚扰行为

咨询室接到相关申诉后，请学部长进行协调。经过多次举办以教员为对象的

骚扰行为防治研修活动，该名教员不再出现上述骚扰行为。 

 

(2)骚扰行为咨询室会议 

骚扰行为咨询室常设骚扰行为咨询室会议（2023年 4月设

置）。该会议审议骚扰行为咨询案件相关的因应事项、确认相关

的调查情况以及其他与骚扰行为咨询室有关的必要事项。 

 

(3)骚扰行为调查小组设置之申请 

   受害主张者通过骚扰行为咨询室向校长呈请设置骚扰行为调

查小组。 

   若骚扰行为咨询室的建议及部门等管理监督者的协调都无法

解决问题，而受害主张者亦希望设置骚扰行为调查小组的，必要时，

骚扰行为咨询室将呈请校长设置骚扰行为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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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骚扰行为调查小组之组成等 

  骚扰行为调查小组因应个别申请案件成立，并于调查结束后

解散。 

  骚扰行为调查小组由理事、副校长（仅限非理事者）、校长

从部局长或副理事或学部长中指名的若干人员、和其他校长从

本校职员及校外专家中指名的若干人员组成。必要时可加入受害

主张者所属部局长及被指控骚扰者所属部局长，或加入校长指名

的与受害主张者同性别的职员若干名。此外，为了邀请专家出席

或迅速进行调查，必要时亦可成立小委员会。 

  选定骚扰行为调查小组成员时，以不妨害公正调查为先决原

则。在受害主张者要求下，咨询员可陪同其一起听取骚扰行为调

查小组的调查，亦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骚扰行为调查小组会议并

向受害主张者报告会议过程。 

     若被指控骚扰者提出需要，亦可为其安排专属咨询员。 

     必要时，对骚扰行为调查小组设立呈请书及骚扰行为调查小

组报告采取隐私保护措施，匿名标示受害主张者、被指控骚扰者

以及证人。 

 

(5)骚扰行为调查小组之任务 

  骚扰行为调查小组负责听取受害主张者和被指控骚扰者以及

其他相关人员等证词，公正调查骚扰行为事实后，向校长报告结果。

此外，在调查过程中提出对受害主张者采取紧急避难措施、进行协

调，或开展部门内部调查协调等建议的同时，亦可建议有关防范被

害再度发生的措施。 

 

(6)报告校长调查结果 

  骚扰行为调查小组将尽可能地迅速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

以书面方式向校长报告。若骚扰行为内情重大，包括被指控骚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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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受的处分等需要进一步审议的，也可将该情况一并报告。 

 

(7)校长之处置及告知当事者 

  校长根据骚扰行为调查小组的报告，判断大学应采取的处置

措施（恢复被认定受害者的权益、改善环境、防范再度发生、训

导被指控骚扰者等）。 

  调查结果同时将分别告知受害主张者和被指控骚扰者。 

  此外，若施以惩戒处分的，将按另外程序处理。 

 

 

 

 

 

 

 

 

 

(8)惩戒处分之公布 

  惩戒被指控骚扰者（学生等除外）时，依据《广岛大学职员惩

戒处分公布指南》公布处分。为保护隐私，可能只会公布部分内容。 

 若骚扰者具学生等身份，将依据《广岛大学学学生惩戒规则》

或《广岛大学附属学校规则》因应。 

 

(9)不服调查结果之申诉 

  对于校长所告知的调查结果有所不服时，受害主张者可通过

骚扰行为咨询室提出不服申诉，而被指控骚扰者则可直接向校长

提出不服申诉。 

但，关于该案件，若被指控骚扰者涉及《广岛大学学学生惩戒

※ 关于惩戒处分 

本校规定对职员的惩戒处分方式为告诫、降薪、停止出勤、停职、

惩戒休职、谕旨解雇及惩戒解雇。在下达惩戒处分时，要考虑有关问题

行为的情节、结果的轻重、做出问题行为的职员之职责、对其他职员或

学生、社会的影响程度、过去有无问题行为等诸多情况（参照《广岛大

学职员惩戒处分指南》）。此外，规定对学生等的惩戒方式为警告、停学

及退学（参照《广岛大学学生惩戒规则》《广岛大学附属学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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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所规定之惩戒审查的，则不得对校长的告知提起不服申诉。

在接受该审查时，将另外给予陈述机会。 

 

１０．其他原则 

(1)禁止不利处置 

  本校不允许咨询者、受害主张者及协助调查者因Ҳ 申诉。

禁止

、 陈述机会。所规定之惩戒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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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骚扰行为对策委员会 

   骚扰行为咨询室除了接受咨询之外，亦负责掌握校内骚扰

行为发生实情，并推动教育研修、宣导等活动。骚扰行为对策委

员会审议骚扰行为咨询室的活动及运作，并负责支援咨询室所

推动的骚扰行为防治・宣导活动等。 

  骚扰行为对策委员会由骚扰行为咨询室室长、骚扰行为咨

询室副室长、校长指名之副理事、以及各部局长从各研究科或

原爆放射线医科学研究所及附设医院之各部局的副部局长或所

属教授中推荐的各一名人员、骚扰行为咨询室的专任教员、咨

询员以及骚扰行为对策委员会认为必要的人员若干名组成。 

    骚扰行为咨询室所经手的咨询件数等信息（不包括具体咨

询内容信息）将报告骚扰行为对策委员会，将活用于防治・宣

导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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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骚扰行为咨询服务窗口 

东广岛地区骚扰行为咨询室（综合接待） 

 开放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10点～17点 

 地 址：东广岛市镜山 1-2-2中央图书馆地下 1层 

 电话/Fax：082-424-5689 （内线）84-5689 

 E-mail ：harassos@hiroshima-u.ac.jp 

 

霞地区骚扰行为咨询室 

 开放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13点～19点 

 地 址：广岛市南区霞 1-2-3霞校区内 共用栋 1的 3层 

 电话/Fax：082-257-1519 （内线）83-6563 

 

东千田地区骚扰行为咨询室 

 开放时间：随时（需预约） 

 地 址：广岛市中区千田町 1-1-89 

东千田校区内 共用栋设施 B栋 B-107 

 

※任何咨询的提交受理均由东广岛地区骚扰行为咨询室负责。 

※暑假全校放假期间、过年期间及例假日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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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行为咨询案件手续流程图（整体图） 

　

　　　　

⑥汇报调查结果

⑧对调查结果不服，提出申诉

：从骚扰问题咨询到调查小组决定的流程

：校长告知调查结果、措施决定及实施

：调查小组决定后的手续

⑦弥补咨询者（受害主张者）损失、改善环境以及对被指控骚扰者采取指导措施等，以及关于上述内容的告知

⑤骚扰行为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当调查小组认定需要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等保护救助时，要获得该部门等管理监督者的

协助再执行。）

咨询者

（受害主张者）
被指控骚扰者 其他相关者

骚扰行为咨询室

（骚扰行为咨询室会议） 部门等管理监督者

骚扰行为调查小组

校长

①就骚扰问题前来咨询

②委托部门等管理监督者进行协调等

③申请设置骚扰行为调查小组

④成立骚扰行为调查小组

①咨询

②协调

③申请设置

④调查小组成立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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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行为咨询因应流程图 

 

　

　　　　

不服申诉

咨询者

骚扰行为之咨询

骚扰行为咨询室

（骚扰行为咨询室会议）
咨询结束

咨询室请求

部门等管理监督者进行协调等
协调解决

校长 惩戒将另行审议

①告知调查结果

②根据情况，弥补咨询者（受害主张者）损失、改善环境以及对被指控骚

扰者采取指导措施等

未解决

呈请设置调查小组

校长

调查小组成立

对咨询者（受害主张者）、被指控骚扰者、相关者

（必要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保护救助等）

汇报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