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暴力
(DOMESTIC VIOLENCE)

莊宇慧

1



前言

台灣傳統社會以父權為主體，尤其是
在法律上明顯呈現以父權為主流的看
法

在台灣父權國家體制發展中，女性權
力一再地受到忽略

以女性為大多數受害者的婚姻暴力議
題，在過去不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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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

 裱框商劉正祺因前妻林麗如習慣性流產，協議
假離婚， 娶越南女子段氏日玲傳宗接代，因懷
疑段氏日玲將性病傳染給他，與前妻百般凌虐
段女，拘禁七個多月，每天只供一餐並限大小
便兩次，還用針刺段女十指泡鹽水，或用橡皮
筋彈射眼皮。 (2004/6/9，聯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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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二

 李宗政以兒子安全為要脅，強迫妻子魏菀緹用大
炷香燙下體，致魏女下體潰爛，慘不忍睹。

 魏菀緹說，2005年3月15日她向法院提出家暴聲請
後，李宗政就揚言不放過她，還要殺掉她父母全
家。3月22日她和兒子被李押到工寮後，就開始在
她身上刺「雞」、「賤」等字，她受不了刺痛求
他放過，卻換來拳打腳踢，最後竟拔她下體體毛，
在私處及臉上以針頭扎的全是傷痕，再塗上藍墨
水留下疤痕，極盡凌虐能事，目的就是不讓她面
對外人。(2005/4/27，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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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三

 靚模王子魚家暴案開庭崩哭嘔吐 科技董男友跑
出國

男友不滿她跟男性友人擁抱打招呼而吃醋，竟在
101大樓附近的夜店MYST門口及家中兩度出拳揮擊
她的頭部，造成她腦震盪、頭骨骨折還吐血，眼球
及臉部嚴重瘀血 (2012/08/31，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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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及家庭暴力事件通報件數統計

資料日期：2008-1-1~2012-6-30 單位：案件數

性侵害事件受理通報件數 家庭暴力事件受理通報件數

年度 整年總數 每月平均 每日平均 年成長率 整年總數 每月平均 每日平均 年成長率

2008 8521 710.1 23.7 10.62% 79874 6656.2 221.9 10.01%

2009 9543 795.3 26.5 11.99% 89253 7437.8 247.9 11.74%

2010 10892 907.7 30.3 14.14% 105130 8760.8 292.0 17.79%

2011 13686 1140.5 38.0 25.65% 104315 8692.9 289.8 -0.78%

2012 7749 645.8 21.5 -43.38% 57091 4757.6 158.6 -45.27%

資料來源：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保護資

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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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續)

 民國77年，台北市社會局北區婦女福利中心，
設立第一個婚姻暴力防治的官方服務機構

 民國85年，成立家庭暴力法制定委員會

 民國86年，向立法院提案「家庭暴力防治法」

 民國87年5月28日，立法院三讀通過

 民國87年全面實施

 民國96､97､98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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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終止婦女受暴日

 為消弭對女性任何形式的暴力，聯合國於1999年正
式將每年的11月25日訂為「國際終止婦女受暴日」，
希望藉此呼籲各國重視性別暴力之嚴重性。

 加拿大亦發起「白絲帶運動」(White Ribbon 
Campaign )，鼓勵男性於11月25日至12月6日間佩
戴白絲帶，宣示男性不對女性施加暴力、對女性受
暴也絕不姑息容忍之決心，並致力於推動法律與教
育的改革，以保證婦女人身安全及建立性別平等的
社會。為響應「國際終止婦女受暴日」及「白絲帶
運動」，目前許多國家亦於11月底至12初之間進行
反性別暴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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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反性別暴力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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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定義的演變

視妻子為丈夫的附屬品

古羅馬時代，丈夫對於妻子有絕對的權
力。

英國的「姆指法規」(?)。

19世紀美國法庭的判例也訂下丈夫對於
其妻子「合理的､身體的､處罰性」的
行為是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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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定義的演變(續)

「婚姻暴力」概念的形成
 20世紀後女權意識提升運動，逐漸擴及身體以外其
他關係中的暴力行為，性、精神、經濟、心理。

 1992美國規定婚姻暴力為「任何發生在具有婚姻與
親密關係之暴力或脅迫行為，並導致身體傷害者稱
之。」(美國家庭暴力與預防服務法案，1992)

 1995年廣義的婚姻暴力包含「生理傷害、心理傷害、
疏忽和性虐待、性交易等」。狹義的婚姻暴力「只
指身體虐待」(王，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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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定義的演變(續)

 「婚姻暴力」概念的形成(續)

 2000年，「婚姻暴力是發生在現在或曾經具有親密
關係的配偶之間的暴力性行為。所謂配偶關係意指
夫妻、男女朋友或同居人，甚至同性戀配偶亦可為
廣義的形式之一。而暴力性行為所指的是親密關係
及兩人之間，因著權力與控制上的不平等，造成一
方配偶在身體、性、精神與經濟上，產生傷害、痛
苦、恐懼與束縛情況的行為。」(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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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定義的演變(續)

• 配偶之一方遭受到另一方身體上與精神上的不法侵害。

1.身體上：是指以綑綁、摑打、揍、踢、咬、掐、燒灼或使用器具
方式傷害受害人，使其外形毀損、健康受損，因而讓對方心生畏
懼的暴力行為。

2.精神上：可分為言語上、性接觸的攻擊及心理上虐待行為。

(1)言語攻擊：是以言詞、語調施以恐嚇、威脅、吼叫、惡意誹
謗、惡言辱罵、嘲弄、諷刺對方、揚言使用暴力殺害被害人，
足以造成其心智、情緒上的痛苦與嚴重傷害。

(2)性接觸的攻擊：以脅迫的暴力方式發生性接觸、性交行為、
逼迫觀看色情影片或圖片、刻意攻擊對方的性器官引起其痛
苦的行為，甚至使用武力逼迫對方從事非法的色情行業。

(3)心理上虐待：如竊聽、故意疏忽對方、跟蹤、監視、不實指
控、試圖操縱受害人，不讓其就業也不供給對方經濟自主或
不讓其外出參與外界任何活動等，足以讓對方精神痛苦之不
當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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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定義的演變(續)

 家庭暴力防治法中的定義

家庭暴力：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精神上不法侵
害之行為。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列各員及其未成年子女

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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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形成的理論

 心理學理論

 生態學理論

 社會學習理論

 依附理論

 女性主義理論

 暴力循環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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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心理學理論

• 心理學家認為男性與生俱有侵略性或攻擊性的基本能力。

• 持續性的侵略過程是由語言（如諷刺）開始，經由少許的
身體侵犯（如推扯）到真正的暴力行為（如揮拳打人），
直到最後的謀殺 。

• 使用語言侵略是因想要去控制對方；使用身體侵犯是因為
接受以暴力作為控制的意義，而塑造以身體作為侵犯的模
式，如濫用酒精、虐待子女。

• 嚴重侵犯他人是因為人格障礙、情緒失控、低自尊或具有
侵犯他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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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生態學理論

 巨視系統
 社會文化之價值觀、信念對男女性別角色的看法

 中視系統
 次文化團體，如職業文化、工作職場、支持團體

 微視系統
 個人生存的家庭(誰為主？關係親密程度？溝通方式？
婆媳問題等)

 個人因素
 個人處於巨視系統、中視系統、微視系統中所產生的心
理反應(是否能適當表達自己？是否會誇大表現憤怒情
緒而引發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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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社會學習理論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理論

 個人行為受到環境中他人的影響，且經由觀摩
學習改變舊有的行為而建立新的行為模式

 此理論是以行為心理學的概念—「增強」，針
對某些行為部分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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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依附理論

 人類如何與對其重要的人，形成連結關係

 婚姻暴力領域中另一個重要的理論。

 在依附關係親密、強而有力且健康的情況下，
會使個人心理需求獲得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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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女性主義理論

• 強調兩性能夠平權對待與相處，有助於兩性關
係中的相互性與尊重性。

• 在婚姻暴力中，往往是因夫妻間權力及控制不
平衡之情況下所致。

• 大多數的男性皆扮演著傳統文化下的強迫控制、
支配及管理的角色，掌控他的親密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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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暴力循環理論

 第一階段：緊張形成期

 第二階段：緊急期

 第三階段：溫情親密期

• 婚姻暴力是循序漸進的發生，不會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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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

台灣婦女家庭暴力的經驗(謝､馮､徐，2009)

對婚姻感到後悔

活在生死邊緣

經濟困境

對不幸生活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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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家暴認知調查(2009)

 尋求協助對象：警察(48.9%)、113(20.8%)、家
人或親戚(14.3%)、朋友同事(4.6%)、醫療人員
(0.9%)

 僅23.7%度於目前政府目前的家暴防治業務相關
措施為「足夠」，35%認為「普通」，62.6%認
為「不足夠」

 政府之家暴防治整體作為：滿意(40%)，不滿意
(44.9%)，普通(6.9%)

台灣防暴聯盟電話問卷調查(2009/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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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被
害人驗傷採
證標準參考
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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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醫療服務的內容

 以醫師之執業為主的醫療服務內容
 辨識婚姻暴力個案

 提供溫暖、非價值判斷的支持

 評估暴力本質，包括受虐史及致死性的評估

 提供完整的病歷紀錄(身體創傷評估、診斷及照片、身
體手繪圖等)

 提供家庭暴力防治相關資訊予個案(包括認識家庭暴力、
各種社會資源及可能的選擇)

 協助個案擬定安全計畫

 評估個案危險性，由其是致命性的評估

 持續追蹤服務
Schornste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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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暴力醫療服務的內容(續)

護理專業的服務
評估及確認可能個案

善盡護理人員的法律責任通報類似個案

確保受虐個案的安全

支持個案及其親人面對危機處理狀況

追蹤個案狀況

轉介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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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婚姻暴力的醫療服務(續)

 目前醫療體系的缺失
 拒絕提供醫療服務及拒開診斷書
 除非個案嚴重到不處理不行的情況下，醫療人員才會正
視問題

 忽略精神和心理傷害
 未能優先處理家暴個案
 忽略個案隱私的保護
 醫療人員態度不佳
 診斷書記載過於簡化
 醫療人員處理技巧不佳
 醫療人員家庭暴力防治觀念不足
 未落實加害人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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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面對家暴病人的主要疑慮

 擔心法院傳訊

 恐懼介入家庭紛爭

 破壞醫病關係，引起醫療糾紛

 恐懼被家暴加害人報復

 診療及處理太花時間
陳金蘭，黃志中。家庭暴力被害

者門診病歷之記載。基層醫學，

23(10)：30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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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理家庭暴力事件驗傷診斷書

 台灣親密關係暴力危險評估表

 DA評估量表

 家庭暴力事件通報表

 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30



TIPVDA評估量表
評估項目 沒有 有 

1. 他曾對你有無法呼吸之暴力行為。 

（如：□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 □ 

2. 他對小孩有身體暴力行為（非指一般管教行為）。（假如你未有子女，請在此打勾 □） □ □ 

3. 你懷孕的時候他曾經動手毆打過你。（假如你未曾懷孕，請在此打勾 □） □ □ 

4. 他會拿刀或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如酒瓶、鐵器、棍棒、硫酸、汽油…等）威

脅恐嚇你。 
□ □ 

5. 他曾揚言或威脅要殺掉你。 □ □ 

6. 他有無說過像：「要分手、要離婚、或要聲請保護令…就一起死」，或是「要死就一起死」

等話。 
□ □ 

7. 他曾對你有跟蹤、監視或惡性打擾等行為（包括唆使他人）。 

 （假如你無法確定，請在此打勾 □） 
□ □ 

8. 他曾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如踢、打、搥或用異物傷害下體、胸部或肛門）或對你性虐

待。 
□ □ 

9. 他目前每天或幾乎每天喝酒喝到醉（「幾乎每天」指一週四天及以上）。若是，續填下面

兩小題：  (1) □有 □無 若沒喝酒就睡不著或手發抖。 

  (2) □有 □無 醒來就喝酒。 

□ □ 

10. 他曾經對他認識的人（指家人以外的人，如朋友、鄰居、同事…等）施以身體暴力。 □ □ 

11. 他目前有經濟壓力的困境（如破產、公司倒閉、欠卡債、龐大債務、失業等）。 □ □ 

12. 他是否曾經因為你向外求援（如向警察報案、社工求助、到醫院驗傷或聲請保護令…等）

而有激烈的反應（例如言語恐嚇或暴力行為）。 
□ □ 

13. 他最近懷疑或認為你們之間有第三者介入感情方面的問題。 □ □ 

14. 你相信他有可能殺掉你。 □ □ 

15. 過去一年中，他對你施暴的情形是否愈打愈嚴重。 □ □ 

被害人對於目前危險處境的看法（0 代表無安全顧慮，10 代表非常危險） 

請被害人在 0-10 級中圈選：  

０－1－２－３ ４－５ ６－７ ８－９－１０

  不怎麼危險 有些危險  頗危險   非常危險 
 

上列答「有」

題數合計 

 

警察／社工員／醫事人員對於本案之重要紀錄或相關評估意見註記如下： 

1.未填寫本表之原因: □當事人拒答 □未遇當事人 □其他        
 
2.本案經評估達 8 分以上，或經判斷具高危險者，請填具現場相關情形： 
 
 

3.本案經評估達 8 分以上，經電話聯繫本市家暴中心社工       。  

分



台灣家庭暴力防治之未來展望

 教育、訓練及宣導

 強化對家暴被害人之保護

保護令(催命符？)

 加強家暴加害人處遇計畫之執行

32



相關網址

 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2971&ctNode=14
45&mp=1

 反性別暴力資訊網

 http://tagv.moi.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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