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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無休，民眾可以使用家用電話、行動電話或公

用電話撥打這支專線求助。目前衛生福利部委

託臺灣世界展望會接線，在2017年，就有約14萬

通電話打進113保護專線，服務量非常龐大。

現在就算新住民打113，講外語嘛也通！自2005

年4月8日，113保護專線增設英語、越南語、泰

語、印尼語、柬埔寨語等5種外語通譯服務，新

住民就不會因語言隔閡而孤立無援。另外，聽語

障者，也可用手機簡訊撥打以求助。

多種管道　進入服務體系

家暴問題很錯綜複雜，面對家暴問題，往往需要

跨單位共同合作，家暴受害者打了113，接線社

工不只當下提供實用建議，告訴求助民眾如何保

護自己，也會評估當下的危險程度，發現需要立

即保護或安置，就會連繫警察救援或社工出勤。

不只打113，家暴受害者如果去醫院驗傷、去警

察局報案或直接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求助，醫事

「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是犯罪行為！」1998

年，制定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

法）後，國人開始有這樣的思維。今年家暴法

實施已邁入20年，這20年來，全國設置了家

庭暴力防治中心、建立民事保護令制度、設

置113保護專線、推動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

件服務處方案等，也推出一站式服務，讓家

暴被害人可以迅速求助。近幾年來，目睹家

暴的孩子，以及沒有同居卻受親密伴侶暴力

威脅的受害者，也都納入家暴法的保護和服

務範圍。民眾面對家暴威脅，就有更多資源

可以保護自己、家人安全。

家暴法 20週年
 －幫助擺脫家暴夢魘

113保護專線24小時守護民眾

遇到家暴，多數人會想到的是，趕快打113保護

專線，目前包括家庭暴力、兒少保護、兒少性剝

削、性侵害、老人保護、身心障礙保護等都納入

服務；家暴法施行以來，113早就深植人心。113

保護專線在2001年1月13日正式啟用，24小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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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警察人員或家防中心社工都會進行危險程

度的評估，除了讓案件進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服

務流程外，針對致命危險程度較高的案件，也會

藉由警政、社政、衛生醫療、司法等相關網絡單

位的共同評估、密集服務、資訊交流整合，以維

護被害人人身安全。

網絡合作及一站式服務

貼心回應家暴受害者需求

談到家庭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扮演很

重要角色，1999年6月開始，全國各直轄市、縣

市都成立了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整合警政、教

育、衛生、社政、民政、戶政、勞工、新聞等單

位共同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不僅對家暴被

害人與被害人未成年子女，提供保護扶助，更24

小時提供被害人的救援與危機處理，讓家暴被

害人不會求助無門，不只如此，法院也會命令加

害人接受認知教育、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

治療或戒癮治療等處遇計畫。

此外，家暴問題常糾結著感情、財務、居住、子

女等諸多因素，需要社工一併處理，但地方政

府、民間團體因為人力、財力限制，常常只能分

散提供，服務也變得零散而片段。為了改善這樣

的情況，衛生福利部自2015年開始補助直轄市、

縣市推動「以被害人為中心之『一站式』家庭暴

力處遇服務計畫」。

什麼是「以被害人為中心之『一站式』家庭暴力

處遇服務計畫」呢？衛生福利部表示，這是指將

家暴被害人所需服務整合在同一地點，也就是

說，同一地點提供了家暴受害人庇護安置、就業

諮詢、復原輔導、陪伴支持、家庭關係協談、兒

家暴法 20週年
 －幫助擺脫家暴夢魘

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是犯罪行為：姑息隱忍會

讓家暴受害者處境更危險。

113
 6種通報服務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兒少保護事件通報
•性侵害事件通報
•兒少性剝削事件通報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
•身心障礙保護事件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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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目睹暴力輔導等多種服務，家暴被害人就不

用東奔西跑，對陌生環境的焦慮程度，也會大幅

降低，社工服務的時候，更能貼近家暴被害者需

求。至2018年，推廣縣市涵蓋率已超過5成。

聲請保護令　別讓加害人步步進逼！

為了阻止加害人持續施暴，家暴法也引進先進國

家經驗，實施民事保護令制度。在過去，一旦遭

受家暴威脅，被打的人，只能逃家避難，其他就

無計可施，但聲請保護令後，公權力、司法單位

便可介入，提供援助。

依據司法院統計，全國地方法院每年核發民事保

護令件數約在1萬2,000至1萬5,000件不等，讓家

暴被害者的人身安全，多了一層保障。

家暴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看著或直接聽到自己的

親人被打，可能自己也面臨潛在家暴威脅，過得

非常辛苦。針對這群孩子，各直轄市、縣市也設

置了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處所，當這些孩子與父

親或母親見面時，會有專業人員守在一旁，一方

面讓未成年子女可以享受父母關愛，另一方面也

可以兼顧受害者、小孩人身安全。

男性關懷專線 讓男性有傾訴管道

不只113保護專線，衛生福利部也設置0800-013-

999男性關懷專線。當男性在夫妻相處、親子互動

時，感覺溝通出現障礙，情緒很容易暴怒，或是

與另一半常出現爭執或不聽從自己意見，有打人

的衝動，對於控制情緒這件事感覺束手無策時，

就可以打這支專線，作為傾訴管道。此外，近年

來，家暴被害人雖然以女性為大宗，但男性家暴

被害人也有增加趨勢，但男性面臨家暴威脅時，

常有苦難言，打這支電話，也可以尋求協助。

當男性撥打0800-013-999男性關懷專線，專線服

務團隊會傾聽來電者的難處，給予情緒支持與抒

發，以及提供法律說明與觀念澄清等服務，必要

時，也會視需求提供諮商、轉介服務，同時鼓勵

求助者主動做出改變，減少家暴發生機率。目前

衛福部委託中華溝通分析協會接線，專線服務團

隊平均每年接到超過2萬通電話，服務時段是每

天早上9時至晚上11時，平常日、假日都是一樣。

目睹家暴的孩子　一樣納入保護

在家暴案件中，有些孩子一天到晚看到或直接聽

到爸爸打媽媽，或媽媽打爸爸，這些孩子就稱為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他們就算沒有直

接遭受暴力，但長時間身處家庭暴力環境中，所

受到的身心傷害及對生活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男性關懷專線於2004年6月23日設立，並委由社團法
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辦理。

專線提供免費提供線上諮詢服務，傾聽來電者訴說心

情、討論其困擾及提供專業法律諮詢與資源轉介。

1.扶助國內超過20餘萬名男性共同走過難關，進線者
的年齡層主分布在31歲至50歲間。

2.常見之求助問題為婚姻議題，其次為情緒及法律問
題，而有家暴狀況者佔整體服務量約三成五，資源

連結與提供之比率可達100%。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專人守候，話解渡過!       

22 2018. 06 / 第 17期 



保護
家庭暴力

心

家暴
家暴

110

家暴 害

通報
護

2015年，家暴法修法，除了明定「目睹家庭暴

力」定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時，也可以將目睹

家暴的未成年子女納入保護對象，包括禁止相對

人施暴、騷擾，命相對人遷出住居所、遠離特定

場所等。此外，目睹家暴的兒少也可以申請地方

政府所提供的緊急生活扶助費，以及健保不給付

的醫療、身心治療與諮商輔導等費用。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以預防為優先

暴力家庭多半含有貧窮、負債、失業、酗酒、吸

毒、精神疾病、婚姻衝突、未成年懷孕、家庭關

係混亂、疏離，或夫妻年紀輕輕就結婚等多重風

險因子，這些家庭很需要及早被辨識、提供多重

支持與服務介入，因此社會福利、衛生、教育、

就業、警政等必須進行跨部門合作，才能有效預

防與解決問題。

2018年，政府推動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從暴

力家庭最密切相關的經濟安全、人身安全與心理

更多關於家庭暴力防治  

衛生福利部-家暴防治專區

衛生福利部

家庭暴力防治-常見問答

健康等面向加強支持服務與防治措施，並結合

學校輔導、就業服務與治安維護等服務體系，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防護體系，提供以家庭為

中心的整合服務，期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

危機救援不漏接，降低再發生風險，社區暴力

零容忍。衛福部也希望民眾可以善用資源，遇

到家庭暴力事件，即時通報，千萬不要抱著委

曲求全的心態看待家庭暴力，情況才不會失

控、釀成悲劇。

當面臨家庭暴力的威脅，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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