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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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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緣起

婦女運動在台灣的發展

中央成立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促使各
種性別平等運動體制化

1996年婦運健將彭婉如
遇害

第三波

要求體制改革及主張顛
覆父權

1982年各婦運團體成立第二波

男女不平等現象開始成
為討論焦點

1970呂秀蓮女士提出
「新女性主義」

第一波

主張標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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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緣起

1.2 婚姻暴力開花結果-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法入家門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1998

婦女團體積極參
與反婚姻暴力工
作的連鎖效應

鄧如雯殺夫案1993年

宣示了政府的責
任

台北市北區婦女服務中心成立及
康乃馨專線之設立

1989年

因為婚姻暴力不
被視為是一個
「問題」

台灣未設專責機構處理婚姻暴力
議題

1989年
前

意義議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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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特色

明確定義家庭暴力係犯罪行為

擴大保護範圍─

對象擴及現為或曾為家庭成員

確保被害人生活安全

整合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機制

建立完整的通報、宣導教育防治網絡

明定特別法地位，以補充普通法令不足─
涵括民事、刑事、家事及行政法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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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特色

確保被害人生活安全
禁止令─禁止施暴、禁止騷擾、聯絡
遷出令 遠離令
交付必需品 命交付子女
命會面交往或禁止
命給付租金或子女之扶養費
命交付被害人或特定家庭成員醫療等費用
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命負擔相當之律師費用
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他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共十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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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特色

整合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機制

24小時服務專線
24小時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
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住宅輔導

庇護安置

被害人身心治療及諮商

加害人處遇及追蹤輔導

追蹤及管理轉介服務案件

推廣各種教育、訓練及宣導

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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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特色

完整的通報、宣導教育防治網絡

責任通報制度─防治網絡人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
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相關機關應擬定宣導計畫

專業人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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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家暴法修法背景

各界建議。

司法院大法官559號解釋：保護令涉及人身
自由之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行，應為具體
明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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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家暴法修正重點

納入「同居關係」

設置防暴基金

明定各機關、單位及辦理事項

明定分為通常、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

增列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前之鑑定制度

加強被害人保護

家暴罪嫌疑重大逕予拘提

警察協助網絡人員安全

強化通報機制與處理

增列4小時預防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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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家暴法修正重點

加強被害人保護措施部分：
聲請保護令，免徵裁判費

隔別訊問得在法庭外，或採雙向視訊

親屬、社工、心理師陪同，並得陳述意見

禁止相對人查閱被害人及未成年子女相關資訊

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所

多項經濟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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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特性

服務的可近性：

設置24小時113專線單一窗口
資源的整合性：

被害人扶助、加害人處遇、家庭重整等各類資源

專業的合作性：

跨專業，社、警、醫、法、檢、勞、教

工作的機動性：

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暴力制止、立即救援、緊急
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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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警政
心理輔導

律師

社政

庇護安置
司法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各地方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衛生醫療

戶政教育

職業訓練與就業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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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社政系統

統籌防治政策與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被害人扶助─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
務、就學服務、住宅輔導、職業訓練及就業服
務

資源整合與提供─開發與培力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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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警政系統

暴力制止與約制─分駐所社區家防官、分局家
防官

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

執行人身安全保護令

預防宣導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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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醫療系統

被害人驗傷採證

被害人身心治療

加害人處遇

預防宣導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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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教育體系

通報

預防教育─各級中小學每學年4小時以上之家
庭暴力防治課程。

目睹兒童之辨識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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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司法體系

核發保護令

提供處所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法院服務處

預防性相對人認知教育工作



18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分工

法務體系

家庭暴力罪

違反保護令罪

保安處分加害人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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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近年家庭暴力案件統計數據：

依2007年相較2001年成長1倍，顯示民眾對於
遭受家庭暴力議題求助公部門的情況逐漸上
升，以往存在之犯罪黑數逐漸浮上檯面。

在家暴法施行之後，政府的強力宣導及民眾對
政府信任下，通報人數逐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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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家庭暴力事件每月受理通報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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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婚姻暴力型態

婚姻 / 離

婚 ／ 同

居關係暴

力

63%

兒少保護

16%

老人虐待

2%

其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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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被害人性別

女

79%

男

19%

不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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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加害人性別

女

13%

男

84%

不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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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被害人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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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2006年保護令終結情形

核發

65%

駁回

11%

撤回

20%

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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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現況
－談案件量及預算

2006年通報6萬6,635件
其中親密伴侶暴力佔62.31%，而女性在婚暴案
件中比例高達91.9%，在整體家庭暴力案件中佔
近8成，顯現女性仍是家庭暴力主要受害者
男性加害人則佔84.31%，為主要施暴者
被害人年齡以30至40歲最多，40至50歲居次
原住民、大陸籍及外國籍則分別佔4%至5%
通報單位主要以醫院及警政為主，約佔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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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及展望

目前防治&工作辦理情形
強化防治網絡功能─委員會議、圓桌會議、分
區督導工作

落實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年度業務評鑑、不
定期個案研討會、專業分科分級訓練

辦理教育輔導業務─多元宣導計畫、處遇模式
觀摩學習、委託研究

加強暴力防治功能─分層負責、業務專精、婦
幼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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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及展望

未來工作重點：

協助地方政府增聘社工人力

賡續推動「關懷e起來」計畫
提供多元化求助管道

研發推廣各項輔導技能及工具

推廣加害人處遇計畫之裁定及執行成效

多元教育宣導防治

發展整合型處遇方案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