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彩榕副司長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臺灣性別暴力防治
工作現況與政策發展



報告大綱

01

現況背景

02 03

工作策略 政策發展



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盛行率

一、現況背景(1/5)

• 我國於2017年及2021年就18~74歲曾有或現有親密伴侶的婦女進行其遭受伴侶暴力狀況調查結果：

➢ 2021年終生盛行率(19.62%)及一年盛行率(8.99%)均較2017年減少，終生盛行率減少4.46%、一年盛行率
減少0.9%。

➢ 2次調查均以精神暴力樣態為最多，其次為肢體暴力、經濟暴力、性暴力和跟蹤及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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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年台灣親密關係暴力通報被害人數及性別比

一、現況背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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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親密關係暴力通報被害人數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女性被害人仍為大宗，但女性被害人數近年持平，
男性被害人數逐年上升，以致被害女性占比逐年下降，但男性占比則逐年提升，2021年男性受暴比例
是10年前的1.6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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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年台灣性侵害案件發生情形

一、現況背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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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性侵害案件兩造關係

• 近10年來整體性侵害被害人數有減少趨勢。
• 兩造關係以(前)男女朋友占30.51%最多、朋友
/同學/鄰居占20.2%次之。

• 被害人年齡以12-18歲占47.4%最多；另從年
齡與性別交叉分析來看，不論哪個年齡層，女
性被害人都明顯多於男性，但被害人年紀越小
性別比例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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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台灣兒少性剝削案件發生情形

一、現況背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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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5年兒少性剝削被害人數逐年增加，男、女性被害比率差異有縮小趨勢。
• 2021年兒少性剝削通報案件中，以「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占85%為最多，是5
年前的1.6倍。

• 近5年兒少性剝削被害人各年齡層人數均逐年提升，其中以12-未滿15歲被害人數增加幅度最多，其次為15
歲-未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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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1年台灣性騷擾案件發生情形

一、現況背景(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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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性騷擾被害人數逐年增加，以女性為主要受害人。
• 2021年性騷擾發生樣態中，以「趁機親吻、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占32.6%最多，「展
示或傳閱色情圖片」占21.5%居次。但與上年度相較，「跟蹤、尾隨、不受歡迎追求」成長幅度最大
(+305%)，「偷窺偷拍」次之(+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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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性別暴力相關法規發展歷程

二、工作策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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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
公布施行，使
民眾於職場、
學校體系外之
公共場所遭性
騷擾受保障

1.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公布施行
2.成立性侵害防
治專責單位
3.對性侵犯施以
社區治療處遇

20151997 1998 2005

1.制定亞洲第
一部家庭暴力
防治法
2.引進保護令
制度

2021

家庭暴力防治法
將未同居親密關
係暴力被害人、
目睹家庭暴力兒
少納入保護令適
用範疇

公布跟蹤騷擾防
制法，明定跟蹤
騷擾行為，並將
其視為犯罪



我國性別暴力防治三級預防策略-初級預防

二、工作策略(2/4)

9

初級預防
倡議防暴－建立暴力

零容忍的社會

學校教育、預防宣導、
社區參與防暴工作

• 社區防暴扎根：
挹注經費補助社區辦理性別暴力防治宣導、辦理社區防暴宣講人員培訓、
辦理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

• 學校教育、預防宣導教育：
➢ 中小學每學年應有4小時以上性別暴力防治課程
➢ 針對一般民眾及特殊族群製作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宣導影片、教案



我國性別暴力防治三級預防策略－次級預防

二、工作策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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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預防

初級預防
倡議防暴－建立暴力

零容忍的社會

學校教育、預防宣導、
社區參與防暴工作

次級預防
暴力預警－

及早發現、及早處遇
強制通報、113保護
專線、目睹兒少輔導

• 強制通報：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之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兒少保護事件，應通報當
地主管機關。

• 113保護專線：提供全國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
• 目睹兒少輔導：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轉介學校三級輔導



我國性別暴力防治三級預防策略－三級預防

二、工作策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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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預防

初級預防
倡議防暴－建立暴力

零容忍的社會

學校教育、預防宣導、
社區參與防暴工作

次級預防
暴力預警－

及早發現、及早處遇

強制通報、113保護
專線、目睹兒少輔導

三級預防被害人保護、再犯預
防

緊急處遇、創傷復原
加害人處遇

• 調查處理、緊急處遇：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立即進行調查處理，及時辨識高危機個案給予緊急保
護，並提供協助就醫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心理治療與輔導、庇護安置、法律扶助
等服務。

• 創傷復原：推展家暴一站式服務方案、設立性侵害被害者創傷復原中心。
• 加害人處遇：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等。



三、未來發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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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工作核心理念

◆以家庭為核心

實務工作時需考量家庭裡既存

的複雜關係，及家庭內多樣的

信念、價值與功能，使用彈性

介入策略，回應家庭需求。

◆公私協力
與民間單位建立協同合作的夥伴關

係，共同針對服務區域、方案服務

內容、服務輸送規劃等建立共識，

讓民間團體發展專精深化的中長期

服務。

◆以社區為基礎
培養社區支持性氛圍，建構社

區居民對保護兒少、老人、受

暴者之集體責任，強化社區中

個別服務項目間的連結。

◆網絡合作
持續運作跨單位、跨體系之區

域聯繫會議、個案研討等，運

用跨專業合作服務機制，提供

網絡體系整合性服務。



三、未來發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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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興議題-數位性別暴力
調查統計

辦理「我國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狀況調查」以掌

握我國數位網路性別暴

力發生情形。

除現行法令外，另提供性私密影像遭外流

之被害人申訴管道、協助影像下架、法律

諮詢等服務，並依被害人需求轉介相關輔

導資源。

法令研修

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中新增妨

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之被害人準用

被害人保護服務措施，並增訂性影像移

除及下架機制。

創傷復原

設立7所性創傷復原中心，

提供數位/網路性私密影像

遭散布之被害人遭嚴重創傷

時之心理諮商、心理復健。

被害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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