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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其中

最常見的是丈夫對妻子的暴力，主要的受害人是女性。依據世界銀

行的一項統計數據，二十世紀全世界有25%至50%的婦女都曾受到與

其關係密切者的身體虐待。另根據美、日、英等多國官方公布之統

計數字，平均每6秒到20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到丈夫的毆打，家庭暴

力已成為全世界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1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87年6月24日通過，距今已近20年。我

國的這部法律，是亞洲地區國家所制定的第一部家暴法，並於民國

88年6月24日全面施行民事保護令制度，民國90年1月13日內政部整

合原婦女及兒童、少年保護熱線建置，更改為簡便好記憶的「113」

婦幼保護專線。無論是一般家用電話、行動電話或公用電話等各式

通訊系統均可撥接，沒有區域及時間限制，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對於遭受性侵害、家庭暴力及需要保護之兒童、少年提供24小時緊

急救援通報及專業諮詢服務，並強調「1個號碼、1個窗口、3種服

務」。 

家暴法之通過，打破了以往「法不入家門」、「清官不斷家務事」

之保守觀念，然而施行迄今，家暴事件仍層出不窮。根據衛福部統

計，各縣市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數統計從104年度的116,742件、

105年度的117,550件，到106年度的118,586件，案件量逐年上升；

其中通報案件類型分為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兒少保護、老

人虐待、其他等，圖1顯示本國106年度家暴類型統計中以婚姻、離

                                                 
1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家庭暴力防治法 概述 

< https://npl.ly.gov.tw/do/www/billIntroductionContent?id=24#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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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或同居關係暴力占比最高(約55%)，圖2顯示臺南市106年度家暴類

型統計中也以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占比為最高(約52%)。 

由本市106年度家暴類型統計與全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皆以

婚姻、離婚或同居暴力為最高，占比逾五成。 

圖1、本國106年度家暴類型統計 

圖2、臺南市106年度家暴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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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本市105年度、106年度家暴類型進行比較後發現，婚姻、

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由4,080件上升至4,185件，增幅為2.57%；兒少

保護由1,156件上升至1,231件，增幅為6.49%；老人虐待由447件上

升至520件，增幅為16.33%；其他則由1,872件上升至2,050件，增幅

為9.51%。顯示105年度至106年度，各類型家暴案件有增加的趨勢。

(圖3) 

圖3、臺南市105-106年度家暴類型比較圖 

根據警政署統計室106年1-6月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情形，

指出本期通報件數34,142次，占全國總通報數之49.99%，較上年同

期增加1,268次(+3.86%)；平均每千戶發生家庭暴力件數(發生率)為 

3.98 次。顯示社會上潛藏有關家暴的問題相當值得重視。 

故本篇期以透過本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2按被害人年

齡、被害人國籍身分以及被害人性別三個部分進行分析，瞭解本市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狀況，供外界及本局等公部門作為後續相

關政策制定或計畫審議參考。 

                                                 
2 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指本市自行及委託民間團體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之保護扶助服務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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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依被害人年齡分析 

為協助家庭暴力被害人，政府提供多項保護服務措施，依被害

人保護扶助項目，可分為諮詢協談、庇護安置、陪同報案偵詢(訊)、

陪同出庭、驗傷診療、聲請保護令、法律扶助、經濟扶助、心理諮

商與輔導、就業服務、就學或轉學服務、轉介/提供目睹暴力服務、

子女問題協助、通譯服務、其他扶助等，可了解家庭暴力被害人之

扶助概況。 

根據本市104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65,326人次，其

中以被害人年齡面向來看，未滿18歲為16,981人次(約26%)、18歲以

上為48,345人次(約74%)。105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

67,521人次，其中未滿18歲為21,123人次(約31%)、18歲以上為

46,398人次(約69%)。106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85,127

人次，其中未滿18歲為28,768人次(約34%)、18歲以上為56,359人次

(約66%)。顯示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以扶助18歲以上最多，每年均逾

65%，但值得注意的未滿18歲受害人次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圖4) 

圖4、臺南市近三年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及比率(按被害人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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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臺南市近三年被害人保護扶助項目(按被害人年齡分) 

 

根據圖5可以發現，近三年臺南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項目

中，皆以接受諮詢協談人次為最高；其中104年未滿18歲接受諮詢人

次為14,055人次(約82%)，18歲以上接受諮詢人次為44,878人次(約

93%)；105年未滿18歲接受諮詢人次為18,208人次(約86%)，18歲以

上接受諮詢人次為42,719人次(約92%)；106年未滿18歲接受諮詢人

次為24,262人次(約84%)，18歲以上接受諮詢人次為51,746人次(約

92%)。 

綜合上述，按被害人年齡面向來看，顯示出近三年不論是未滿

18歲或18歲以上，接受諮詢協談的占比最高，每年均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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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依被害人國籍分析 

本市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按被害人國籍身分可分為五類:  

一、 本國籍非原住民 

二、 本國籍原住民 

三、 大陸籍(含港澳) 

四、 外國籍 

五、 其他 

 

本市104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65,326人次，其中本

國籍非原住民為60,026人次(約92%)、本國籍原住民為1,670人次(約

3%)、大陸籍(含港澳)為1,276人次(約2%)、外國籍為1,309人次(約

2%)、其他為1,045人次(約2%)。 

 

105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67,521人次，其中本國籍

非原住民為62,700人次(約93%)、本國籍原住民為1,684人次(約2%)、

大陸籍(含港澳)為1,403人次(約2%)、外國籍為1,080人次(約2%)、

其他為654人次(約1%)。 

 

106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85,127人次，其中本國籍

非原住民為81,117人次(約95%)、本國籍原住民為1,742人次(約2%)、

大陸籍(含港澳)為945人次(約1%)、外國籍為812人次(約1%)、其他

為511人次(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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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市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若按被害人國籍分，

我們可知近三年皆以本國籍非原住民人次最多，每年占比皆逾九成，

另由圖6顯示，本國籍非原住民受保護扶助人次104年為60,026人次

105年為62,700人次，106年為81,117人次，我們發現105年至106年

本國籍非原住民受保護扶助人次快速攀升，增加了18,417人次，增

幅約為29%。 

 

 

圖6、臺南市近三年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及比率(按被害人國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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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依被害人性別分析 

長期以來的社會刻板印象中，男性往往扮演強勢權力角色，而

認為女性容易成為家暴的受害者。但事實上，男性遭受家暴也占有

一定比例，甚至有更多受到的社會壓力可說是比女性更多，又怕被

指為「太懦弱」，而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自然選擇沈默。 

本市104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65,326人次，其中男

性為13,069人次(約20%)、女性為52,257人次(約80%)。 

本市105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67,521人次，其中男

性為16,299人次(約24%)、女性為51,222人次(約76%)。 

本市106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總計為85,127人次，其中男

性為23,348人次(約27%)、女性為61,779人次(約73%)。 

如圖7顯示本市104年至106年，每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次均

屬女性占比最高，每年均逾70%；但我們可以發現的是男性占比也不

低，每年均逾20%，且逐年增加。因此，男性家暴被害議題是我們在

關注家庭暴力時更應該注意的一項問題。 

 

圖7、臺南市近三年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及比率(按被害人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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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藉由前三項分析，可了解目前本市106年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

助狀況，以期能為後續相關政策制定或計畫審議之參考。 

(1) 本市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按被害者年齡分為未滿18歲及

18歲以上，透過分析發現未滿18歲占比逾25%，而18歲以

上占比逾60%，顯示目前在18歲以上比率最高；而所有扶

助項目中不論年齡層皆以諮詢協談的占比為最高，每年

均逾八成。值得注意的是，未滿18歲的受害人次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可以從圖3發現兒少保護類型與去年相較，

增幅為6.49%，故兒少受暴相關議題更需要去擬定相關政

策來解決。 

(2) 本市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按被害人國籍分為五類，由上

述分析顯示104年至106年，每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扶助人

次均屬本國籍非原住民占比最高，每年均逾九成。顯見

我國家暴被害人受扶助對象主要為本國籍非原住民。 

(3) 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按被害人性別區分，由上述分析我

們發現到男性被害人受扶助人次就占了兩成，也就是每

五人次受保護扶助中就有一人次為男性，故男性遭受家

庭暴力議題亦是我們應該重視的問題。 

綜合上述三點，本市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主要年齡層為18歲以

上居多，國籍部份則以本國籍非原住民者為最主要受扶助對象，若

依性別分我們發現男性被害人受扶助人次約占五分之一，顯示家暴

案件不只女性、也有男性受害者，甚至男性受害的比例也在提高，

故期以重視男性遭受家暴議題及積極提供被害人扶助，使男性受暴

人更能勇敢求助，也能得到積極的後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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