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救援基金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成立至今已三十有五年。三十五年來婦援會始終

與性別暴力受害者站在一起，與台灣平權運動一同前行。回首三十五

年來，有些悲劇幾乎消失，有些被害者仍深陷暴力困境，有些新型態

的性暴力犯罪已然出現，我們的服務範圍與對象有增無減，期望為台

灣社會建立一道儘可能接住每個人的網，除了積極推動修法、與公部

門合作之外，也由實務經驗出發，開發許多全新的創傷復原方案，推

動台灣走向一條明天更平等、人人更安全的道路。

1980年代後期台灣仍盛行嫖「雛妓」的文化陋習，許多少女被誘

騙、被父母販賣從娼，1987年解嚴不到一個月的8月2日，一群熱心的律

師、學者及社工集資成立婦援協會，展開救援工作。在婦援會連結民

間團體多次遊行、倡議修法後，台灣於1995年通過《兒少性交易防制條

例》後，此一問題大幅改善。2000年開始，婦援會救援對象擴及從中國

與東南亞地區被販賣來台的女子，2009年至2014年間承接政府委託管理

的「人口販運被害人花蓮庇護所」，提供跨國人口販運被害人直接服

務。2009年至2019年政府委託婦援會提供「疑似人口販運案件陪同偵訊

服務」，設立陪同偵訊專線電話及陪同（疑似）被害人偵訊服務，今

年8月婦援會也投入柬埔寨人口販運事件被害人服務工作。

1992年，婦援會開啟台灣前台籍「慰安婦」人權運動，設立申訴

專線，進行訪查與認證工作，並稱呼這些戰爭期間軍事性奴隸制度受

害者為「阿嬤」，是台灣唯一專於此議題的民間團體。我們協助阿嬤

向日本政府提出跨海訴訟，並且組織律師團，陪同阿嬤以原告身份出

席2000年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大審。我們募款改善阿嬤生活，舉

辦身心工作坊幫助阿嬤療癒創傷，社工也持續定期關心、訪視阿嬤，

人口販運救援工作

董事長的話

前「慰安婦」人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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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間斷。婦援會希望這段歷史能夠永存於台灣社會的記憶中，因此

積極透過各種方式向大眾宣導「女性、和平與安全議題」，包括推動

「慰安婦」歷史納入國史館、課綱和台灣史書籍，並在各地舉辦「慰

安婦」運動展覽，籌措拍攝《阿媽的秘密》與《蘆葦之歌》兩部紀錄

片。

2016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台灣的「阿嬤家－和平及女性人

權館」正式開幕。然而，疫情造成營運困難，阿嬤家短暫休館一年，

如今於承德路上的新館重生，將阿嬤的生命歷程作更為有組織性的呈

現，獲得不少民眾駐足及好評，也希冀新館帶動更多民眾理解阿嬤的

故事。直至目前，台灣僅存一位「慰安婦」阿嬤在世，婦援會仍會持

續記錄阿嬤的苦痛與勇氣，並與多國共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

將相關文物列為「記憶之牆」，以永久保存此一女性歷史。

過去，台灣社會將家暴視為家務事，認為家醜不可外揚，也不容

外人置喙，導致許多受暴婦女求助無門，長期處在暴力陰影之下的婦

女們，對於求助或離開這件事，可能已經建立「習得無助感」

（Learned Helplessness），失敗的求助經驗反而了強化施虐者的控制。婦

援會期盼成為受暴婦女的避風港，早於1997年，我們雖是民間團體，

仍籌辦設立全台灣第一支「婚暴婦女救援專線」，1998年更與其他團

體一起成功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制訂。該法實施二十年來，我

們與政府成為夥伴關係，承接台北市家暴受害者服務專案，也曾承接

桃園市業務，2017年再承接新北市服務業務。

以「親密關係暴力救助」為基礎，我們延伸推出環繞性別暴力防

治之多元創新服務，包括「目睹兒少家暴輔導服務」、「童年目睹家

暴之成年受害者服務」、「友善路人甲」社區暴力預防計畫、「婚暴

婦女長期培力方案」，以受暴者為圓心，向外觸及其他可能也需要關

懷、輔助的個案，我們重視倖存者的主體性，陪伴他們開發潛能、展

現動能，並推動社會大眾於日常生活中提供友善的協助，讓台灣成為

親密關係暴力、目睹兒少

-2-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達，近年性私密影像外流的案件層出不窮，加

害人於交往期間合意拍攝、脅迫拍攝、偷拍、或是網路詐騙取得等，

再以此恐嚇威脅受害者，並透過社群軟體散佈給對方親友或網友，甚

至張貼於色情網站供網友觀覽傳閱，成為脅迫、報復、勒索性行為、

破壞被害人名譽及人際社交關係的犯罪手段，甚或是親密關係集體暴

力的延伸。除此之外，近年備受關注的還有以「deepfake深偽技術」將

公眾人物、友人的臉移植到性愛影像，再加以散播、甚或圖利的犯罪

行為，但我國卻尚未有足夠因應新型態犯罪的法律。

婦援會是國內第一個關注此議題的民間團體，自2015年起即開設

全台第一支被害人求助專線電話及線上求助管道，提供被害人諮詢服

務，並積極召開記者會、參與公聽會，提倡《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

制條例》立法，以完整保障被害人權益和推動數位性暴力防治。我們

也積極參與推動刑法319條修法，希望保障性私密影像被害人的權益，

此外。婦援會參與《跟蹤騷擾防治法》立法納入數位領域跟騷樣態，

終於於2021年底完成，2022年實施。我們也持續參與《兒少性剝削防

制條例》、《家庭暴力防治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人

口販運防制法》等法案修訂，並參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兩公約等人權公約民間

報告撰寫。

對不同性別都更安全的環境。婦援會不只治療暴力創傷，更預防基於

性別的暴力行為。

三十五年來婦援會不忘初衷，秉持尊重生命價值、維護人權尊嚴

及追求社會正義的宗旨，致力於關心受到性別暴力傷害及被忽略的女

性權益，以倡議推動社會改革，以服務充權，從而促進婦幼人權。婦

數位性別暴力與倡議

婦援˙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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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會長年推動服務與倡議，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陸續榮獲震旦集

團陳永泰公益信託第二屆「傳善獎」、第八屆「總統文化獎」、法

務部頒發「外國籍被害人服務類別」團體獎項、台北市社會局評鑑

為優等基金會等。這些年來我們看到台灣在性別平權之路上越趨穩

健，卻也看到社會陰暗角落仍存在許多急需扶助的受暴者，婦援會

將持續陪伴受暴者的復原之路，積極倡議、監督公部門的修法進程

，並辦理培訓、講座、展覽來轉變大眾對性別關係的理解，以預防

性別暴力發生之可能，期待與各界一同打造更平等、安全的台灣社

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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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為救援及協助遭父母所賣被逼從娼的受害
少女，成立「台灣婦女救援協會」。

與彩虹專案合辦「關懷養女從娼座談會」，
希望喚醒養女的權利意識。

8月

11月

成立
「台灣婦女救援協會」

1988
結合55個婦女及人權團體，發動華西街大遊行
抗議人口販賣。

聯合婦女團體共同提出少年福利法修正條文。

1月

4月

聯合婦女團體共同要求法務部處罰買賣人口行為
並廢止告訴乃論罪。

8月

改組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事業基金會」
正式立案。

9月

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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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成立「百合中途之家」

推動通過「少年福利法」，總統於1月23日公佈
實施。

舉辦「雛妓救援週」系列活動，發起義演、義賣
等活動募款。

1月

雛妓救援志工訓練，號召社會大眾一起拯救雛妓。5月

聯合婦女團體至台北市議會請願，嚴格執行「台
北市管理娼妓辦法」。8月

2月

發起「反色情污染年」宣導黃絲帶運動並設置檢
舉色情申訴專線。

成立「百合中途之家」收容不幸從娼少女。

1月

2月
發起「還我們一個平安夜活動」，爭取女性夜間
行走權，提醒大眾關心性暴力事件。12月

通動通過「少年福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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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 本會與勵馨基金會起草「雛妓防治法」。

「陽光百合」教學錄影帶發表。

推動「百合計畫–搶救原住民少女」。

舉辦「小心色情陷阱、毀掉美麗一生」教育宣
導工作。

推動「百合計畫-搶救原住民少女」

成立「慰安婦申訴專線」

5月

8月

2月

4月

8月

3月

6月

倡議「罰娼亦應罰嫖」相關法令修正。

成立「慰安婦申訴專線」，展開受害人認證訪
查及權益爭取。

推動「百合計畫–預防少女誤導色情陷阱」教
育宣導工作。

召開「台籍慰安婦首度公開控訴」記者會，響
應韓國「亞洲慰安婦會議」聯合宣言，向日本
政府要求負起道歉、賠償等責任。

起草「雛妓防治法」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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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百合計畫」記者會，發表深耕少女人身安全保
護宣導成果。

出版「百合計畫」書籍並製作輔導手冊；同時進行校
園宣導兒童身體安全意識。

召開「聲援慰安婦向日救償」記者會，公佈台灣慰安
婦訪查結果：共有58位受害者，僅剩36位存活。

1995 設立不幸少女救援專線，並製作
發行少女保護教學錄影帶及工作
手冊。

推動「兒童身體安全方案」，進
行預防性侵害之校園教育宣導。

立法院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修改自1993年雛
妓防治法），8月正式公布施行。

召開記者會訂定「919雛妓救援日」，呼籲社會大眾
關心雛妓問題。

1996 開始辦理前臺籍「慰安婦」身心治療工作坊。

舉辦「少女保護公益廣告」記者會，錄製宣導廣
告揭開報紙色情廣告不實謊言。舉行「純淨的青
春」研討會，展開對色情分類廣告打擊行動。

「百合計畫」保障少女人身安全、加強宣導

4月

12月

2月

3月

7月

9月

6月

通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辦理前臺籍「慰安婦」身心治療工作坊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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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連署，抗議日本用「亞洲婦女國民基金」
民間基金處理慰安婦事件。

召開「慰安婦要尊嚴、不要施捨–拒絕亞洲婦
女基金會」記者會。

1997 設立婚暴婦女救援專線，正式投入婚姻暴力服
務工作。

發起前臺籍「慰安婦」拒領日本國民基金，並
舉辦「義助慰安婦–李敖百件珍藏義賣」所得
給予拒領者補償。1998 與婦女團體共同推動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

首部紀錄片「阿媽的秘密-臺籍慰安婦的故事」獲
199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6月

8月

6月

8月

6月

12月

設立婚暴婦女救援專線

推動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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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發起並且聯合民間團體，共同成立「全國民
間災後重建聯盟」投入921地震災區救援及協調
監督工作。

1999 舉辦「台北、紐約家庭暴力防治研討會」借鏡美
國家暴防治經驗。

於立院門口舉辦「臨門一腳、權益翻轉」大賽，
以足球象徵「強姦告訴乃論改為公訴罪」修正案
過關門檻，邀請立委支持法案推動。

舉行「來不及長大」活動悼念受暴致死兒童，呼
籲大眾正視婚暴中的兒虐問題。

協助前臺籍慰安婦前往日本遞狀控訴「要求日本
政府損害賠償案」。

2000
推動157位立委連署支持日本參議員所提之「戰
時性強制被害者賠償綱要」法案。

組成「2000年東京大審支持慰安婦台灣行動聯
盟」。

赴日參加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名2000年東京
大審。

舉行街頭連署活動，聲援將參加東京大審的前臺
籍「慰安婦」阿嬤。

1月

3月

4月

7月

9月

7月

9月

10月

12月

前臺籍「慰安婦」前往日本遞狀控訴

台灣代表團出席女性國際戰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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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抗議「台灣論」事件，召開記者會並發起街頭
連署活動。 

抗議「台灣論」事件

1月

2月

與五大團體共同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修法聯盟」
推動修法及落實。

與18個婦女團體發起「十萬女人十萬心–台灣
婦女人權資料館」網路連署，期能籌設台灣婦
女人權資料館。

3月

9月

10月

2002
東京大審宣判一審敗訴，前臺籍「慰安婦」阿嬤
們隨即在東京街頭遊行抗議。

推動「目睹暴力兒童專業輔導人員訓練計劃」，
為國內首度有系統推動目睹兒少專業輔導人才之
長期訓練。

對日求償敗訴東京街頭遊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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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開始提供目睹家暴兒童及少年服務。

目睹兒少團體治療；目睹兒畫作。

展開目睹家暴兒少個案服務

3月

4月

5月

7月

8月

3月

12月

針對大陸女子來台從事性交易新聞事件進行追
蹤，救援及關懷遭人口販運被害人。

推動前臺籍「慰安婦」史料納入教科書。

舉辦記者會，揭露偷渡之大陸女子被迫來臺真
實面，展開關懷訪視計畫。

正式提供人口販運防制及救援服務工作。

2004

與花旗銀行基金會開啟合作「青少年價值觀及理
財教育活動」。

策動台灣、東京、大阪、德國、菲律賓五地針對
東京高等法院駁回前臺籍慰安婦對日訴訟案，展
開全球同步抗議行動。

舉辦「買賣女人真方便 一指搞定」記者會譴責
人口販子利用ebay網站拍賣越南女人並指定運
往台灣。

開始推動慰安婦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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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舉行「淘金者？受害者？」人口販運被害人記
者會，公佈調查報告。

承接臺北市大安婦女服務中心，提供社區型婚
暴服務方案。

東京最高法院宣判前臺籍慰安婦訴訟案敗訴三
審定讞，本會發起全球百萬人連署，呼籲國際
社會聲援前台籍慰安婦。

「慰安婦」阿嬤作品出版呼籲國際社會聲援

1月

3月

8月

10月

2月

舉辦臺籍「慰安婦」阿嬤60周年系列活動「
倖存、容顏」影像展於台北華納威秀及西門町
的徒步區展出。

出版《鐵盒的青春》、《沉默的傷痕》、《阿
嬤的臉攝影集》。

舉行「阿嬤心情面具大遊行」，30位前臺籍慰
安婦阿嬤戴面具走上街頭。

堆動花蓮縣秀林鄉日據時代慰安婦遺跡保存記
者會。

2006

推動「入出國及移民法」增列人口販運專章。

「鐵盒的青春」一書榮獲教育部頒發獎勵人權
教育出版品。

參與「臺北V-DAY國際女權組織公演–陰道獨
白」，四名前台籍慰安婦倖存者參與演出。

進行一系列阿嬤圓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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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危險情人看招！」年輕世代大調查座談暨記
者會，關注親密暴力議題。

受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
開始執行「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實驗性校園
教師輔導教案計畫」。

4月

7月

12月

2月

7月

12月

11月

2月

4月

舉辦「台籍慰安婦阿嬤圓夢婚紗」分享會，開
始長期進行阿嬤圓夢計畫。

2007

與多個民間團體共組「反人口販運聯盟」，監
督政府推動立法制訂相關政策。

與多個民間團體共組「民間兒少媒體監督團體
」，並共同舉辦第一屆「兒少新聞金芭樂獎頒
獎典禮」。

本會結合婦團聲援本會服務個案趙女殺夫案，
倡議正視外籍配偶受暴問題。

與民間團體共組「反人口販運聯盟」

2008 擬定聯盟版「人口販運防制法」草案。

舉辦「反人口販運聯盟」記者會，推動人口販
運防制專法。

推動立法院通過「臺灣慰安婦決議文」。

擬定「人口販運防制法」草案推動人口販運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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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婦幼服務部」，推展婚暴服務婦幼整合
理念。

舉辦「人口販運防制法」三讀通過記者會，推
動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正式施行。

承接移民署人口販運被害人東部庇護所開辦。

與台東縣教育處合作推動「目睹家暴兒少校園
教師培力計畫」。

舉辦「月光–慰安婦生命故事影像展」活動。

與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反性剝削聯盟」，串連
國際婦幼及人權組織共同反對性產業。

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

2010

1月

3月

8月

11月

4月

6月

8月

9月

10月

12月

「關懷目睹家暴兒」主題網站上線，透過線上
互動遊戲，協助兒童認識暴力預防概念。

獲選為內政部「全國推動家庭暴力、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制工作有功團體」。

慰安婦國際同步運動「台灣•殖民時傳下的記
憶拚圖」集會活動。

舉辦國際研討會關懷色情與性別暴力議題

舉行「愛無境•救天使：社工服
務創新方案發表暨研討會」。

榮獲法務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頒發「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
工作有功團體」。

榮獲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評鑑為優等基金會。

舉辦「被種子的色情種子：國際情色影展暨性
別暴力研討會」，帶領社會大眾重新思考色情
與性別暴力之關連性。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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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立桃園分事務所，提供受暴婦女及目睹
兒少服務。

舉辦「童顏無妓–台灣雛妓救援活動特展」。

「慰安婦」阿嬤攝影治療工作坊成果展現

4月

8月

12月

舉辦反性剝削聯盟「反性交易專區記者會」，
並針對大法官釋憲666號做出回應，反對設置
性交易專區議題。

舉辦「阿嬤•開麥拉」影像紀實展，展現阿嬤
攝影治療工作坊成果。

召開「糖果與鞭子並用？援交集團疑似毒控少
女賣淫」記者會呼籲各界正視此現象。

舉辦「一個道歉，還她自由」，號召上百民眾
前往日本交流協會，要求日本道歉賠償國際同
步運動。

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工作網絡暨處遇模式
國際研討會」與「目睹家暴兒少的復原-親子關
係重建國際實務訓練工作坊」。

完成「人口販運防治法實施成效評估研究案」
並召開座談會。

舉辦「幫慰安婦阿嬤點蠟燭」活動，響應韓國
第1000次周三集會，再次呼籲日本政府正式對
慰安婦阿嬤們道歉。

2011

-16-



成立暴力預防教育中心

5月 成立暴力預防教育中心，以反性別暴力為主軸
，推展暴力預防方案，並深耕研究發展及專業
訓練。

舉辦「A片大挑戰」系列活動，以焦點團體座
談、國際座談、校園巡迴講座等方式，探討色
情影像對親密關係之負面影響。

6月

8月

12月

舉辦「101年紫絲帶創意行動–社區集體創作
裝置藝術」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活動。

舉辦「815抗議遊行活動–阿嬤與死神賽跑，
日本還沒道歉」，共同譴責日本政府，還給慰
安婦阿嬤一個公道。

於台北主辦第11屆亞洲慰安婦團結會議。 

2013
「慰安婦」阿嬤紀錄片《蘆葦之歌》上映，舉辦全台巡迴放映會

5月

6月

舉辦「A片大挑戰」系列活動–A上癮，探討
色情片中的性暴力及性剝削議題。

推行暴力預防教育宣導系列活動「打卡不打人」。

8月

9月

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婦援會號召民眾至日
本交流協會前抗議，行動劇演出「撕下日本政
府的假面具」。

第二部慰安婦阿嬤紀錄片《蘆葦之歌》問世，
舉辦全台巡迴放映會。

10月 舉辦目睹家暴兒少校園教師培力進階訓練、青
少年反性別暴力預防教育計畫。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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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推出「友善路人甲」系列活動，推動暴力預防

2013

12月 舉辦國際女性人權特展《慰安婦•招募》。

2月 舉辦「小心分手『攝』狼」記者會，提醒民眾正視
親密關係暴力。

5月 為破除錯誤性別迷思，舉辦「A片大挑戰–成為A
片的議份子」系列活動，包括學術研討會、工作坊
及校園巡迴講座。

於台北舉辦「親愛的阿嬤」特展，展出台籍「慰安
婦」阿嬤影像紀錄及阿嬤的創作。

約旦防制人口販運NGO團體TAMKEEN來台參訪，
與本會合作舉辦工作坊。

6月 參與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
會議。

6至8月推出「路人甲正義行動」系列活動，製作
宣傳影片於大眾運輸系統及戶外大型電視牆播放，
並舉辦街頭響應活動、社區培力工作坊，同時邀請
計程車隊、手機軟體業者加入暴力預防行列。

7月 發起「一天10元，幫他救她–兔兔超人正義行動」
為受暴婦幼募款。

8月 於日本交流協會前舉行「一人一句，一人一心–對
於日本政府我有話要說！」814國際串連「慰安婦」
對日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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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發展數位性暴力服務：「裸照外流不是妳的錯」求助網站上線

2014

8月 參與於美國芝加哥舉行之「國際泛太平洋婦女
與女童販運問題」國際研討會，發表台灣人口
販運防制工作現況。

1月 本會長期推動之《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正草案於立法院三
讀通過。

2月 舉行「裸照外流不是妳的錯」被害人服務與網
站公布記者會。

9月 出席2014亞洲研究聯合年會於「太平洋戰爭軍
事性暴力」座談會發表專題演講：台灣「慰安
婦」人權運動與療癒歷程。
�����������������������������������
�����	�������������������������
�����������������������������������������

10月 承接花蓮縣政府委託經營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

榮獲法務部頒發「外國籍被害人服務類別」有
功團體。

11月 於台北舉辦「擁抱真心–台灣『慰安婦』阿嬤
的生命故事特展。

本會與多個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台灣兒童權利
公約聯盟」。

出版婦援會第一本目睹兒繪本《天天的烏雲》。

12月 於花蓮舉辦「擁抱真心–台灣『慰安婦』阿嬤的
生命故事特展」。

-19-



2015

3月 於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舉辦
《蘆葦之歌》紀錄片特映會。

赴美國華盛頓特區拜會國會及國務院，並於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演說。

參加於美國華盛頓舉辦之第七屆「美國衛生與
家庭暴力雙年會」。

承接花蓮縣政府委託經營之「花蓮縣婦女福利
服務中心」舉行揭牌儀式。

6月 參與於瑞士日內瓦舉行之「第104屆國際勞工組
織大會」並於當地出席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

推出「助目睹兒快樂長大」年度募款方案。

8月 舉辦「Fed with Sex–2015反性別暴力國際影
展」暨映後座談。

紀錄片《蘆葦之歌》於全台6家戲院上映。

舉辦「傳承、連結、遍地開花–二戰結束70周年」
紀念晚會。

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共
同舉辦《蘆葦之歌》放映會暨「從慰安婦課綱談
歷史論述中的性別觀」公民論壇。

舉辦「反身性男子氣概團體」與社區合作探討性
別迷思。

10月 《蘆葦之歌》獲邀成為香港「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閉幕片。

11月
舉辦「旁觀者介入」–暴力預防國際研討會及工
作坊，邀請美國非營利組織����� ���及國內數個
婦女團體分享暴力預防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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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12月 舉辦「目睹社工與婚暴社工的相遇」婦幼實務
工作研討會。

舉辦「–如果我是 If I Were–」 終戰70周年
慰安婦女性人權紀念展。

2月 為1月過世的前台籍「慰安婦」陳桃（小桃）
阿嬤舉辦追思活動。

3月 「蘆葦之歌 + 阿媽的秘密」雙DVD上市。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舉行揭牌儀式。

赴紐約參加聯合國��  ��，舉辦「消弭對婦女
的網路暴力：復仇式色情的挑戰與法律行動」論
壇。 ����������������������
������������������������������������

����������������
�������������
與女人迷Womany合辦「勇敢求助，我們挺你」
記者會，公布本會2015年服務私密影像外流受
害者之數據資料分析。

5月 舉辦「阿嬤家–女性培力公益信託基金」成立
記者會暨「魔笛單簧管四重奏」慈善音樂會。

代表台灣，申請「慰安婦」歷史檔案列為聯合
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榮獲台北市社會局評鑑為優等基金會。

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正式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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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8月 於日本交流協會前，舉行「歷史不容抹滅，日本
政府道歉」815「慰安婦」全球同步抗議行動。

榮獲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信託創立的第二屆「傳
善獎」。

10月 舉辦「SHE│思想起–2016阿嬤家之夜」：《蘆
葦之歌》露天電影放映暨音樂會大型戶外活動。

舉辦《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未得同意散佈性私
密影像之國際防治趨勢研討會。

11月 與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合辦「家暴防
治社區紮根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

12月 舉辦「阿嬤家慈善募款演唱會」。

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 - 和平與女性
人權館」正式開館。

舉辦「從歷史到行動」國際座談會，韓國、日本、
中國、台灣四國專家分享以博物館倡議「慰安婦」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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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慰安婦」阿嬤來台，國際交流、藝術創作活動不間斷

3月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全面開館記者會。

赴日本參加「第一屆日軍『慰安婦』博物館國際會
議」，進行跨國「慰安婦」博物館交流。

5月 承接新北市婚暴服務，新辦公室正式開工。

「阿嬤家」獲遠東建築獎「舊屋改造特別獎」佳作
、評審團特別獎、現場人氣獎、業主獎。

「阿嬤家」於國際博物館日，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串聯舉辦「記憶的缺角，紙聽
你說」活動，藝術家林文貞以「花祭洋裝」紙雕藝
術特展紀念「慰安婦」阿嬤。

7月 邀請韓國「慰安婦」倖存者李容洙來台舉辦「
Herstory」座談會分享生命故事。

8月 於「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台北光點舉辦
「2017『慰安婦』國際人權影展」。

發起「一人一心、一人一信」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活
動，寄送響應卡片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表達訴求。

舉辦「2017台韓青少年大會」，15位台灣學生代
表前往韓國，進行性別與人權之參訪交流。

9月 於台北京華城舉辦「婦園遊會．藝起來做伙」公益
市集活動，收入捐助受暴婦幼重建生活。

10月 舉辦「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以性私密影像外流
為核心」研討會。

11月 「阿嬤家」首屆「女創力」入選品牌發表會。

12月 「防暴社區預防宣導暨交流」成果發表記者會，婦
援會培訓的台北市第一批「家暴防治宣導講師團」
正式成軍。

「阿嬤家」開館周年暨 《勇士與彩虹》新書發表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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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2月 花蓮婦女中心舉辦「花現女子力」性別共好月系列
活動–花好女性國際影展、花好女力聯展。

2018

防制數位性別暴力，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專法草案發起

1月 「友善路人甲：反性別暴力行動方案」徵選決賽成
果發表會。

2月 與台北市文山區樟文里合作之「 ���� �����婦幼友
善社區空間改造計畫」完工揭幕。

4月 本會提交之台灣「慰安婦」人權運動文獻入選登錄
「台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於立法院召開「反跟蹤騷擾，我們期待法案能更好」
婦團聯合記者會。

6月 舉辦家暴防治月全台巡迴講座、國際交流工作坊、
綠點社區預防工作坊。

7月 「阿嬤家」與荷蘭「安妮之家」合作之《安妮與阿
嬤相遇》特展開展。

舉行《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公布記
者會。

8月

於立法院舉辦《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
公聽會。

甄選十五名台灣青少年前往韓國參加第二屆國際青
少年大會。

於台灣日本交流協會舉行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抗
議活動。

9月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指標之實務適用研究案」
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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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0月 本會獲法務部頒發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團體。

「阿嬤家」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簽署合作備忘錄。

11月 花蓮婦女中心舉辦「友善路人甲～綠點子共好生活
」社區防暴成果發表會、2018「花現女子力」性
別共好月系列活動。

2月 前往菲律賓出席「第20屆要求日本清償過去戰爭責
任之國際連帶會議籌備會議」，並參加菲律賓慰安
婦雕像揭幕儀式。

3月 赴紐約參與�� � ��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會
議，發表「彩蝶婦女團體」婚暴婦女中長期支持服
務相關成果報告。

2019

婦援有你，有力共好，舉辦「多女子時代」公益慈善募款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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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特展移師台
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展出。

《天天尋堡趣》目睹兒桌遊發表記者會。

5月 「阿嬤家」舉辦「壓迫與重生：2019年阿嬤家女
性人權影展」。

6月 「阿嬤家」的「   聲–我們與倖存者的書寫」書展
暨系列講座開展。

7月 工作人員率7名台灣青少年代表前往韓國馬山參加
第三屆「國際青少年大會」。

8月 「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於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
舉行抗議行動。

「阿嬤家」舉辦「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人權系列
講座」。

9月 舉辦「多女子時代」公益慈善募款音樂會。

舉辦「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國際研討會。

12月 將本會籌拍的台灣第一部「慰安婦」紀錄片《阿媽
的秘密》原始膠卷贈予國家電影中心典藏，並舉行
捐贈儀式。

2019

-26-



2020

復仇式色情更名數位性暴力、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宣告暫時休館

3月 發布超前部署另立專法，針對「韓國N號房事件
」回應聲明稿。

《安妮與阿嬤相遇》校園巡迴展。

5月 女史無國界–簡扶育影像展和女史無國界系列講座
。

6月 拍攝四部家庭暴力防治月x婦援會街訪影片，訪
談民眾對家暴議題認識與了解，並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民眾問題回應。

8月 舉辦「歷史不能被抹滅 真相不能被遺忘 814國
際『慰安婦』紀念日」記者會。

舉辦 打破粉紅泡泡 數位性暴力 《裸照外流不是
你的錯》全台首映記者會。

10月 完成「我國性交易服務者轉業資源盤點及政策建
議」委託研究案。

9月 舉辦《阿嬤家女性人權影展–差異與歧視》女性
影展與講座。

11月 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婦援會、以色列代表共同
發聲。

舉辦「熄燈不是終點 是邁向下個里程碑」阿嬤
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休館記者會。

12月 參與民間團體舉辦「性侵害犯罪強制治療釋憲回
應」記者會。

-27-



3月 台灣第一本「慰安婦」故事繪本《蘆葦花開》新
書發表會。

民間團體聯合聲明「行政院龜速 跟騷法卡關停滯不
前！我們還要等幾個婦女節？」。

4月 民間團體聯合聲明「別讓跟騷悲劇重演！痛心呼籲
院版出來！反跟蹤騷擾法立法不能再等！」。

民間團體聯合聲明「婦團回應行政院跟蹤騷擾防制
法草案」。

發布《童年目睹家暴經驗之影響與需求調查》民調
結果。

研發媒材《情緒抒發卡套組》發表。

研發桌遊《號召吹笛人》出版。

舉辦「終止暴力，讓母親的笑容更美麗」母親節記
者會。

家暴防治月發布《愛孩子，請停止用暴力對待家人》
宣導影片、《童年目睹家暴經驗之影響與需求調查》
民調成果發表，並開展「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
服務」。

2021

出版性別暴力防治多元媒材
帶阿嬤家博物館走入社區與校園、跟騷法三讀通過

5月

6月

舉辦「超越時空的傷痛 不該被遺忘的真相 國際『慰
安婦』紀念日」活動。

「慰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發表、教具箱師資培訓。

8月

 「慰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校園巡迴教育推廣。9月

「保護犯罪被害人，跟騷法立法不能等」公民團體聯
合記者會。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新館試營運。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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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1月 《蹤騷擾防制法》三讀通過。

12月 婦女團體聯合聲明「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參展
藝術家爆性侵疑雲 婦團呼籲台灣代表資格需重新
檢視！」。

舉辦數位性暴力專業人員訓練課程。 

「名為悲傷的過去 將化為迎向和平未來的羽翼」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開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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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援35 一路以來感謝有您

1月 「面對恐怖情人 可聲請保護令」投書自由廣場。

3月 與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舉辦「阿嬤家在台中
」和平與女性人權特展及系列性別人權講座。

4月 舉辦「看見數位性暴力被害人身心傷害與實務處理
困境，我們需要可以防堵持續被散佈的數位性暴力
修法」記者會。

婦援會Podcast「婦援你的心」上線，錄製及性別
與人權三大主題共20集，包含慰安婦–軍事性奴隸
造成傷害與影響、慰安婦–軍事性奴隸返回家鄉後
被社會親友的歧視與汙名化、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性
影像被散佈後被社會親友的歧視與汙名化、性別平
權檢視（親密關係暴力、目睹家暴、童年目睹、性
騷擾）。

性別與人權四則漫畫–性騷擾、數位性暴力、家庭
暴力、目睹家庭暴力、童年目睹家庭暴力等五則。 

5月

舉辦「家庭暴力潛藏黑數多，暴力防治需要友善路
人甲」記者會，「有心，我們都是友善路人甲」首
映。 

發表「新興虛擬數位性別暴力議題誰可接招？數位
性暴力之社工服務」於社區發展季刊178期。 

6月

與中正紀念堂合作–「#MeToo先行者特展」和系
列講座。 

7月

814全球慰安婦紀念日–《歷史讓我們相遇，願理
解淡化傷痛──臺籍「慰安婦」歷史應放入國史館
》記者會

8月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特展–《復援你的心–性
暴力被害人創傷與復原》。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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