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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支持婦女救援基金會、阿嬤家的捐款朋友：

　　大家好！婦女救援基金會 ( 以下稱婦援會 ) 成立至 111 年已 35 年了，一路走來非常感

謝對婦援會捐款支持。由於有您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持續協助遭受性別暴力傷害的被害人

和孩子，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倡議宣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得以持續營運和走出博物館

到各縣市推展性別人權教育。

　　111 年婦援會持續服務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數位性暴力 / 性暴力被害人，慰安婦、目

睹暴力兒少、童年目睹暴力青年外，8 月底提供海外人口販運被害人返回台後的服務，共服

務 2,702 位、服務人次高達 29,613。透過社工專業服務，以協助被害人及其子女減少暴力或

脫離暴力環境、降低創傷影響，促進身心健康復原與減少生活壓力，生活恢復穩定。在團體

或活動舉辦方面，111 年舉辦受暴婦女支持團體、目睹兒少支持團體、親子團體、親職團體、

童年目睹創傷成年支持、舞蹈治療團體、婦女講座、自我照顧講座、親子喘息一日活動、親

子歲末感恩活動等共有 25 場，350 人次參加。

　　111 年數位性別暴力事件、人口販運案件持續層出不窮亟需要修法，讓民眾、政府與民

意代表、媒體獲得很高關注，婦援會透過錄製 20 集性別暴力和慰安婦相關議題 podcast、拍

攝《後來的青春》微電影讓民眾了解，並舉辦或參與 14 場記者會、接受媒體採訪 31 次、新

聞露出至少 146 則，嘗試扭轉社會責難被害人氛圍。同時，參與 15 場性別暴力相關法案之

推動與修法會議、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第四次民間影子報告和國家報告審

查會議，而婦援會所提出議題和建議有高比例獲得審查的國際專家委員重視。

　　性別暴力防治網絡人員訓練與社區、校園宣導相當重要，111 年舉辦 71 場 65,307 人次

社區、學校、專業人員參與的教育訓練和預防宣導課程或活動，主題包括暴力預防 - 吹笛人

桌遊、情緒抒發牌卡、繪本、慰安婦歷史與性別人權、數位性暴力防治、人口販運防治、兒

少性剝削防制、目睹家暴創傷輔導、等。「阿嬤家 - 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常設展外，上半年

展出「#METOO 先行者」、下半年「復援你的心 - 性暴力被害人創傷復原」特展上集，參觀

人次為 2,055。此外，與台中司法改革基金會合辦「阿嬤家在台中」特展、與中正紀念堂合

辦「#METOO 先行者」特展。

　　未來，婦援會仍持續推動性別平權和終止性別暴力。敬祝　健康平安

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 　　　　 　　

執行長

葉德蘭

杜瑛秋 敬上

婦援    周年 終止性別暴力需要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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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董事長、各位貴賓、老朋友、新朋友們，大家好

一、�我是沈美真律師，婦援會在民國76年8月2日

成立，至今已經35年。為什麼成立婦援會？

民國75、76年間媒體大幅報導雛妓賣淫，買賣人口、逼

良為娼。被害婦女被凌虐、毆打、電擊、性侵、拘禁，非常可

憐。為了救援被害人，免於受苦，我開始邀請關心此事的熱心

人士、律師同道、社運團體，多次在我的律師事務所共商大

計，例如莊國明律師、人類學家胡台麗教授、彩虹專案負責人

廖碧英女士、婦女新知、台權會等。最後我們決定成立團體，

長期投入救援工作，當社會不再關注時，被害人還能得到救援

協助。「台灣婦女救援協會」這個名稱是廖碧英女士建議的，

當時台灣兩字很敏感。協會成立後，我擔任會長，廖碧英是副會長。第二年我的朋友吳喜美女士，

知道成立基金會至少要一百萬元，就寄了一張八十萬元的支票給我，我們才有辦法立案，所以在77

年改組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由王清峰律師擔任董事長。

二、婦援會有幾個特色

1不畏黑道，勇於救援

協助雛妓的團體很多，但主要做事前預防及事後的安置輔導，只有婦援會從事救援工作。因

為從黑道色情業者手上救出被害人，直接挑戰犯罪集團，有很高風險會被黑道報復。所以沒有其

他團體敢冒險從事救援工作。

2議題的先行者

發現社會有需要，卻無單位投入，婦援會就率先提供服務。例如81年台籍慰安婦、86年開始

婚暴被害人服務，婦援會是第一個提供家暴服務的民間團體。後來又發展家暴目睹兒童的研究及

服務。91年我們私下知道有中國及東南亞婦女被誘騙來台，被賣被迫賣淫，就率先提供跨國人口

販運被害人的救援及服務，近年發展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服務。今年111年7、8月發現不少台灣人

被誘騙出國去柬埔寨等地，被迫從事詐騙、賣淫或被摘器官，婦援會就新增這項救援服務工作。

3推動立法，放大服務能量

婦援會經由實際救援服務個案的經驗，找到有效解決方案。進而推動立法，促使政府拿出財

力、人力及公權力，擴大服務量能，有效解決問題。例如婦援會跟勵馨基金會等團體推動「兒童

婦女救援基金會　  周年致詞

董 事 長創 會

35周年 沈美真律師創會董事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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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當時我跟花蓮的李子春檢察官、林永頌律師及謝啟大立委密集開會研

擬條文。民國84年條例通過後，買賣人口跟雛妓賣淫等情形大幅減少。類似作法，如民國98立法

通過的人口販運防制法。

4婦援會是人權團體，不分黨派、性別及意識形態

當年我們因不忍心少女嚴重受害，所以結集起來從事救援服務，大家出錢出力，不分黨派、

性別及意識形態。例如參與創會的有民進黨的創黨元老郭吉仁律師、台權會成員，三十多年一直

關心支持婦援會的馬英九前總統。歷任董事長不止女性，李子春檢察官、莊國明律師、廖英智律

師都是男性。

5聯合不同單位，共同努力

有些團體喜歡單打獨鬥，但婦援會常跟其他團體一起奮鬥，共同提供服務給需要的人。例如

921大地震時，許多民間團體衝進災區救援，彼此沒有橫向聯繫，致資源分配不均，有些災民沒

人協助。有些資源多到浪費。當時董事長莊國明律師、董事李子春檢察官及我在董事會提案，建

議聯合各相關服務團體一起救災，分工合作。婦援會提供辦公室、人力支援，延請當時聲望甚高

的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出面當召集人，成立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民間團體間彼此互通訊息，

分工合作，媒合資源，監督政府及善款使用。這個合作模式，聽說也運用在日後四川大地震及日

本311大地震。

三、�祝福婦援會健康長壽，蓬勃發展，財源廣進！

因為社會一直有新問題，不斷有人受苦受難，婦援會繼續存在，有能力及財力就能不斷救援

及服務身心受苦的人，利益您我及我們的下一代。

祝福大家健康長壽，身心愉悅，過個有意義的人生，所有善願，悉皆成辦！

婦援會成立大會 沈美真律師創會董事長(左)

3創會董事長的話



　 周年 / 婦援•復原
援婦

關 於

婦女救援基金會自民國76年創設以來，長期致力於各項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包括人口販運、

性剝削、親密關係暴力、目睹家暴兒少、童年目睹家暴創傷青年、數位性暴力、「慰安婦」人權

倡議等服務外，亦積極結合國內外倡議能量並參與CEDAW、兩公約、CRC國際人權公約民間報告

撰寫與國家報告審查會議，推動我國相關政策法規修法與監督施行成效，同時透過教育訓練與社

會宣導，推動性別平等的社會意識。

婦援會今年成立滿35年，多年來扮演著開創、改革、長久耕耘的角色，一路陪伴性別暴力被

害人走出創傷，也同時推動政府的政策改革，向大眾宣導性別及暴力議題。婦援會服務過程中促

成許多生命改變，而111年致力推動數位性暴力相關四法，包含《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刑

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等法案修訂，也讓國家政策和民眾

安全環境升級，保護性別暴力被害人的安全，提供更多生活保障。105年創立台灣第一間「慰安

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保存阿嬤的故事並記錄她們不凡且堅毅的生命力量。

�　　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服務

1.受害者法律諮詢及訴訟陪同。

2.受害者心理諮商與支持治療團體。

3.受害者緊急危險處理及緊急庇護轉介。

4.連結社會福利資源，協助處理婚暴困境。

5. �宣導加強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的正確認

知， 並推動性別平權。

�　　目睹家暴兒少服務

1.目睹兒少個案服務及相關單位諮詢轉介。

2.目睹兒少心理諮商與輔導治療團體。

3.辦理目睹兒少專業人員訓練。

4.研究與發展目睹兒少服務模式。

�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被害人服務

1. �個案面訪及電話、郵件線上訪視與會談等直接服

務。

2.舉辦支持性團體、工作坊、講座等團體輔導服務。 

3.法律諮詢服務與物資、相關補助申請。

4.陪同服務包括就學、就醫、就業、出庭。 

5. �相關資源連結或其他社福資源轉介服務。

�　　性別暴力倡議、公眾教育

1. �積極倡議修法及專法訂定。

2. �進入校園、以及各民間、政府單位進行各

式暴力預防專講。

3.辦理專業人員訓練及社會大眾認知宣導活動。 

4.推廣「友善路人甲」等暴力預防精神。

�　　數位性暴力服務

1. �求助專線進行電話/線上諮詢與個案服務，提

供陪同、法律、諮商、影像下架等直接服務。

2. �數位性暴力立法倡議及推動專法訂定。

3. �校園宣導、公私部門專講，推廣大眾數位性暴

力預防宣導教育。

4. �辦理網絡專業人員訓練，提升相關人員性私密

影像相關概念與處遇技巧。

�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1. �辦理前台籍「慰安婦」生活扶助計畫，提供生活 

照顧服務。

2. �慰安婦歷史常設展與特展(111年性暴力被害人創

傷與復原)

3.性別人權教育宣導。

4.典藏「慰安婦」相關史料與文物。

111年婦援會主要服務項目

4 關於婦援關於婦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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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的老公酒後時常辱罵桂花、亂摔家中物品，甚至曾持刀具在桂花面前揮舞威

脅。這個情況在老公退休後更加嚴重，作息日夜顛倒，監控桂花的行程以及通話內容，

桂花也因此足不出戶，整日愁眉不展。

　　後來桂花因為生病需要住院，女兒趁此機會尋求社工協助。社工在第一次與桂花見

面時，桂花面容憔悴，強擠一抹笑容告訴社工自己很好。社工在耐心引導、專心聆聽桂

花訴說，並陪伴桂花釐清家暴概念，回想暴力對桂花造成了哪些影響之後，桂花漸漸清

楚自身的處境，才知道原來法律可以保障自己，也願意嘗試告訴老公真實的想法，希望

先透過溝通調整雙方互動。會談結束後桂花對社工說：「我現在才知道原來精神暴力也

是家暴。」

　　後來，社工透過電話與桂花會談，在談話間，桂花止不住笑意地說：「我告訴老公

我的想法之後，雖然老公有點不開心，但是隔天他開始減少飲酒量也嘗試調整作息。」

那是社工第一次聽到桂花的笑聲。

　　很多人並不知道摔東西、持刀威脅等，這也是家暴的一種，如果無法辨識問題，那

麼就難以解決問題，所以陪伴桂花辨識暴力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在與桂花會談的過

程中，看見桂花的害怕及恐懼，除了給予情緒支持外，也要幫助桂花找回自己的主控

權，試著在心中種下一個種子，待它發芽進而成長茁壯，相信桂花的笑容會持續下去。

一、服務規模與內容

111年婦援會聘請社工人員以性別和權控觀點作為服務理論基礎，提供居住新北市遭受到現

任或曾任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專業服務，主要服務內容個案服務包括1電話諮詢協談與面談人身

安全危機處理、2情緒支持與關懷、3心理輔導服務、4外展服務、5法律諮詢、6經濟補助、

7居住協助、8目睹兒少關懷、9團體/講座/工作坊方案服務、0其他相關服務；團體服務則有

1婦女支持團體、2婦女講座、3親子工作坊、4歲末感恩派對。

二、服務成果與服務成效

(一) 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個案服務

111年服務新北市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有2,121人、21,117服務人次，其中女性有82%，男性

有18%。年齡層主要分布於20歲以上未滿50歲，兩造關係為配偶居多，佔整體案量55%；而居住

狀態多為同住中，占整體案量76%。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服務
�陪伴一同復原，守護每一個親密關係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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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結案有411件，結案指標以暴力減

緩/中止占最多有63%，其次經社工員與被害人

討論後，開案時所預定目標已達成，暫時無須

防治中心提供相關服務為25%。被害人結案的

服務成效指標有四項，有提升個人能力、提高

個人安全、增加社會支持系統及其他等。從下

表可得知以提升個人能力占最多，其次提高個

人安全，第三是增加社會支持系統

(二) 團體活動

1、婦女團體與講座

服務過程中經常可見婦女陷入關係泥沼，礙於

現實考量或情感需求仍極力維繫關係，一步一步退

讓自我底線，於盼望、受傷、落寞最終失去自我。

111年舉辦6次團體35人次參與，以協助成員認知情

緒及探索自我為主的支持性團體，以及4場35人次

參與的身心健康醫療、自我照顧舒壓的婦女講座。

透過團體及講座．提供婦女於安心的空間內分享彼

此的生命經驗，取得有效資訊，同時拓展對外資源

連結能力，提升整體力量。

2、親子活動

遭受家庭暴力影響之家庭，更需要有親子互動及抒解心理壓力之時間。受暴家庭成員在生活

中承受著種種危機與不安全感，訴訟、經濟、教養等壓力議題接踵而來，要投注心力與時間於親

子互動，實屬不易。111年舉辦1場親子工作坊，有

4名家長、8名子女參加，藉由療癒犬教養互動中連

結親職教養及自我覺察的共鳴，透過下達指令的方

式增加正向稱讚語言的次數，促進正向語言的練習

影響參與成員的潛意識行為。

三、未來展望

婦援會在新北市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受害人已

有五年，累積對轄區之區域特性和網絡工作模式的

瞭解及掌握，除更期許精進親密關係暴力服務之工

作技巧，提升服務品質外；另我們深知保護性業務需家暴防治網絡共同合作並推行，因此將持續

深化穩定的網絡關係，並積極增進網絡間合作與默契。藉由每個月的高危機會議、定期的聯繫會

議、網絡共識營及不定期的案件討論機會，交流彼此對於被害人處境之理解、拓展對個案服務之

有效策略，進而建立穩定且有效之合作機制，強化與服務轄區中警政資源的合作關係與共識。

結案案件之服務成效指標 服務人次

1

提升個人能力增加：透過處遇提升案主應
對暴力能力、降低受影響程度，包含案主
因應衝突能力、案主對暴力認知與看法、
暴力影響與傷害、個人能力與資源、自立
能力

429

2
個人安全：脫離暴力、暴力趨緩或下降、
情境因素下降、其他

267

3 社會支持系統 103

婦女團體運用藝術創作表達自我

親子工作坊與療癒犬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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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暴兒少服務、
　童年目睹創傷青年服務
�陪伴孩子　我們一起好好長大

小程的故事

　　小程從小對爸爸的印象即如恐龍一般讓人恐懼、害怕，每當爸爸心情不好時，他便會感到

擔憂，因爸爸總是會把氣出在媽媽身上，長久下來導致小程總無法放鬆地生活，同時認為無法

阻止爸爸的自己很糟糕。隨著每一次的會談，小程慢慢抒發目睹後難過、害怕、生氣的情緒，

並透過社工陪伴，小程開始看到自己的能力及優點、找到自己的興趣。儘管現在父母仍是會發

生衝突，但小程能透過畫畫、聽歌等事情讓自己放鬆下來，亦能慢慢走向復原的歷程。

小程的故事

JOJO 的故事

　　JOJO印象中，家裏面沒有一刻是安寧的，稱作爸爸的人整天遊手好閒，明明好手好腳但

卻不願意工作，卻總是嚷嚷穰的自己是懷才不遇，時不時喝了酒就和媽媽為了錢爭吵，震怒

之下常常會破壞家中的傢俱門窗，隨手便是亂砸的破壞。而媽媽則是為了張羅一家的經濟努

力工作，雖然是個女強人收入也穩定，但可以感覺到媽媽的壓力以及情緒沒有一個出口，於

是都往JOJO的身上倒，從最初的哭訴到每日反覆累積訴說，最後JOJO成了出氣筒就像是媽

媽的情緒配偶，承接了所有父母之間的衝突以及情緒，而當時的JOJO只有11歲。高中時，

選擇寄宿學校JOJO表示終於感受到自由，但也察覺到自己似乎跟同齡的同學很難融入，談到

家裡的話題時只會讓自己覺得很不堪很難受，住校的時間很長失眠甚至做惡夢，會沒來由地

痛哭，甚至出現了很不好的念頭–想消失在這個世界，常常忍不住的想「為什麼是我，為什

麼我的家這麼奇怪，為什麼我沒有正常的爸爸媽媽……」。上了大學，JOJO描述這段時間努

力讓自己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社交維持社會化，但心中對於過去家中的那個失落感、恐懼感

始終難以平復，就這樣持續了幾年直到遇到現在的伴侶，在相處的過程中不免需要磨

合，但發現自己時常用很低姿態的方式在討好對方，甚至為此讓伴侶感到不舒服，

因為伴侶的鼓勵和陪伴，找到了問題的源頭JOJO求助婦援會。

　　JOJO接受服務第6個月，還是有情緒低落害怕失去無助的感覺，但因為有了穩

定的專業協助，陪伴著自己整理過去複雜又受傷的童年，才發現自己不是有問題，而

是受傷了，受傷的是11歲的自己，失去的童年心理受傷的孩子，終於有了重新長大的機會。

JOJO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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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復原之路─童年目睹家暴創傷療癒團體兒少團體校園生活
經驗發想

童年目睹

一、服務規模

111年婦援會聘請5位社工以依附與需求理論、優勢觀點與復

原力作為服務理論基礎，提供大台北地區目睹家暴的兒少服務，

同時聘請1位社工以性別觀點與充權理論作為服務理論基礎，提

供全國童年目睹家暴創傷成年受害者服務。服務內容包括1提供

危機處理、2人身安全及身心狀況評估、3安全計畫擬定、4個

案訪視、5電話諮詢、6情緒支持與關懷、7心理諮商或團體輔

導、8經濟補助、9醫療協助、0就學/就業輔導、q陪同出庭、

w親子關係修復、e親職教育、r法律諮詢等服務。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111年舉辦兒少團體有3梯次12場13人63人次、兒少親子活動與

親職講座2梯5場29人41人次，而沙龍式講座則有8場241人次參與。

透過團體與活動舉辦以增進兒少與家長人際關係的發展、情緒管理、問題解決能力、內

外在能力提升親子關係與親職教育等目標。

1、兒童團體

舉辦以目睹家庭暴力議題為焦點而設計的教育輔導團體，透過建構安全的遊戲和玩樂空間，

及孩子們熟悉且擅長的表達方式，如遊戲、藝術創作、繪本、圖卡等方式穩定孩子內心的安定

感。團體結束後，成員能學習看見彼此的正向特質、建立正確的暴力認知，亦能發現成員們更能

表達自己的情緒及想法。

2、青少年工作坊

透過體驗教育與資深兒少代表交流，連結兒童人權相關資源及活動，培力目睹暴力兒少個

案認識CRC國際兒少權利公約所保障自身權益，以期來為自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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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子共玩團體

兒童語言表達相較成人較弱，而遊戲治療除了能夠幫

助兒童表達，也有助於親子愉快的產生正向連結，並帶來樂

趣；親子遊戲也有助於強化正向的親子關係。團體結束家長

填寫成效問卷四題，包括幫助我提昇親職教養的相關知能、

學到不同的親職教養技巧與策略、使我和子女有更多正向互

動、能夠幫助我在親職上有所成長等四項呈現很同意程度。

4、親子互動體驗營

受家庭暴力的家庭，因在動盪不安的家庭中，家庭成員皆須面對與承受生活的危機與不安

全感，相較於一般家庭更需要有親子互動與抒解心理壓力的機會，故希冀透過本會舉辦之親子

互動體驗營，促進親子間正向互動與抒解身心壓力。

5、親職講座

因應服務歷程中發現家長們忙於生活常忘了自己，講座主題為「父母難為–一起來挖掘有

溫度的親子關係」，透過講座帶領家長們學習自我照顧、覺察自我，從滿意度問卷調查顯示針

對課程內容有助於成員了解自己的身心理狀態有14.3%為非常同意、85.7%為同意；針對課程

內容有助於您紓解教養壓力有57.1%為非常同意、28.6%為同意，可見有相當高比例之成員能

透過此次課程達到親職能力提升。

6、童年目睹家暴創傷青年講座與團體

在面對過往創傷時，能辨識壓力情境與身心反應，覺察自我、穩定身心狀況，習得自我照顧策

略，共同協助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建立一個嶄新看待創傷的視野及對於暴力的詮釋，重新改

寫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因家庭暴力所生的創傷腳本。111年規劃沙龍式團體共規劃有4場主

題：第1場，法律議題–我可以不扶養父母嗎？「談成年子女免除扶養義務」；第2場以中醫觀點的

身心議題照護–身體與情緒；第3場自我敘說團體：走向復原之路–童年目睹家暴創傷療癒；第4場

舞蹈治療工作坊：舞法舞天–身體與情緒修復。

三、未來展望

婦援會服務目睹家暴兒少已達18年，根據我們的實務經驗，發現有大部分成年人在兒少

舞蹈治療工作坊

時期因未有接觸目睹兒少專業社工服務，成年

後造成身心理、人際關係、親密關係和就學就

業等各層面困擾，故在兩年前，本會展開童年

目睹暴力創傷成年人服務。未來我們將更致力

深化目睹家暴兒少專業服務，亦可對外宣傳童

年目睹家暴創傷青年服務重要性與求助諮詢資

訊，鼓勵更多有需要服務個案可以主動求助。

兒少團體海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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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
反剝削、不責怪，終止現代奴隸悲歌

一、服務規模及內容

婦援會從2003年提供外籍人口販運防治服務，2022年8月29日開啟國人於海外遭人口販運服務。當

被害人返台，如需要服務轉介到婦援會，提供被害人所需要協助，包括關懷服務與生活重建支持、經濟補

助及物資提供或連結、法律諮詢、陪同報警、開庭，司法扶助連結、心理諮商與社會福利資源連結等。

二、服務成果與服務成效

婦援會實際協助之情況，被害人常見處境大多為低薪、經濟困難、欠債且無力償還債務，相

信人力銀行、網路平台跨國高薪求職機會、出國貸款、被熟識朋友鼓吹工作福利佳等，後期則以

招待員工旅遊進行受騙。111年度總服務個案有20位，其中被害人男性有9位、女性有11位，服務

人次高達60人次。

婦援會除了著手直接服務，與司法改革基金會、反詐騙救援組織、人口販運被害人召開記者

會呼籲讓更多民眾了解狀況，讓被害人盡速返回台灣，並提供資源協助，也透過進入校園預防宣

導，避免青少年掉進詐騙集團的陷阱。

　　被害人Ａ因為疫情失業而上網找工作受騙，到了柬埔寨後才發現竟然要做詐騙工作，如果

不做就會被電擊、毆打、關小黑屋，甚至被轉賣。被害人求助救援組織被救回台灣轉介到婦援

會服務，社工協助提供經濟補助暫緩生活困難、陪同報警及協助申請法律諮詢與法扶基金會律

師補助、討論日後未來生活。目前被害人A很努力找到工作，生活逐漸穩定。

三、未來展望

人口販運防制法從105年修法至今，歷經8年未修法，111年國人受騙到柬、緬等國的被害人樣

態或犯罪手法過去很少被發現，以致於部分條文難以適用，急需要修法。同時，人口販運手法隨著

數位便利不斷翻新，婦援會112年積極參與修法期待納入國人遭人口販運的保護措施，保障被害人

權利外，也會透過倡議、教育宣導方式進行人口販運防制。

瑞芳高工校內宣講 「救援後人口販運被害人，該何去何從？」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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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與內容

有鑑於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們使用網路的普及，數位性暴力案件頻傳且樣態更趨複雜，婦援會

自2015年起陸續設置諮詢專線與求助網站，社工人員在危機調適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

提供被害人專業協助。服務內容包括：專業諮詢、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陪同服務（如報警、出

庭、就醫）、司法服務（如法律問題答覆、安排法律諮詢、教導保全證據）、網路影像下架協助、

轉介服務（如心理諮商、法律扶助）、責任通報、人身安全討論、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資源或資

訊提供、其他服務。

除了個案服務，婦援會亦透過教育宣導與社會倡議，運用多元方式，例如舉辦專業人員訓

練、製作微電影和Podcast節目、進行校園／社區／專業人員宣導、進行網路問卷調查等，呼籲從

民間到政府要攜手合作防治數位性暴力。同時，婦援會更積極聯合其他民間力量與跨黨派立委，

推動數位性暴力相關立法與修法工作，完善被害人保護機制，及遏止犯罪發生。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 以被害人需求為中心，提供個案專業服務！

111年服務241位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服務人次有1,438次。其中，開案服務有49位個案，服務

人次有1,079次；截至年底，有21位個案結案，服務成效有解決案主求助之問題、提升案主內在能

力、案主恢復生活步調等。

數位性暴力
新型態性別暴力，穿越虛實的性侵害

　　「我現在可以順利上學和睡覺，可以放寬心，都是因為當初你們的關心和幫助。」

　　小星與前男友分手後，對方因要求復合不成，

故意外流交往期間偷拍取得的性私密影像作為

報復，造成小星極大創傷，嚴重影響生活秩

序。求助婦援會後，社工師提供專業服務，

如情緒支持、協助蒐集證據、陪同報警和出

庭、安排法律諮詢、轉介心理諮商等，陪伴

小星走過這段辛苦的路。

　　儘管案件還在訴訟程序，尚未有結果，但小星

在將近一年的服務中，從過去覺得自己活在惡夢中，到如今生活步調逐漸恢復正常。雖

然有時想起這件事時仍會感到難過，可見傷害的陰影難以完全抹滅，但相較之前面對此

事的無助無望，現在的小星已經變得更加勇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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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防治網絡成員專業知能，促進適切服務之發展！

婦援會分別於台北、台中共舉辦4場數位性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訓練，總計有206位社工、

心理或教育輔導人員參加，每場皆有95%以上的參與者表示參加訓練有助於其提升對於數位性暴

力認識及處遇技巧能力。

● 促進社會大眾認識數位性暴力，與婦援會在防治路上同行！

繼《YES or NO》（2019年）、《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2020年），婦援會於2022年9月

推出第三部微電影《後來的青春》，影片內容主要呈現數位性暴力被害人面臨的身心傷害，向觀

眾傳達「不譴責！要陪伴！協助被害人創傷復原」的重要。截至年底，影片於Youtube公開播放的

觀看次數累計達50,459次。

●  進行「對於他人觀看性影像經驗調查」民意調查，呼籲需提早推動數位公民素養教育及數

位身體界限！

為瞭解民眾對觀看性影像的想法和拍攝性影像的態度，婦援會透過「對於他人觀看性影像經驗

調查」，回收1,028份有效問卷，調查發現當知悉非法、未經同意散布的性影像時，仍有民眾會選擇

觀看、下載或分享。調查結果除了作為婦援會未來服務策略和宣導教材之參考，亦已改寫成文章投

稿研討會，建議政府應積極推動數位公民素養教育及數位身體界限，避免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

● 積極參與修法工作，推動防制四法正式上路！

婦援會於2018年起即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起草《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期待

透過專法提供被害人完整的服務與保護。隨著行政院在2022年3月提出數位性暴力防制四法修正

草案，婦援會聯合其他民間團體和專家學者，積極拜會跨黨派立委和政府部門尋求支持和討論溝

通，並參與多場公聽會、記者會提出修法建言。防制四法終於在2023年1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2

月經總統公布正式生效，為我國在數位性暴力防治工作開創新的里程碑。

三、未來展望

數位性暴力相關四法修法剛過，尚還有《家庭暴力防治法》需要再修法，才能周全所有法令

來維護數位被害人權益。112年持續提供個案專業服務與推動修法外，積極舉辦各網絡專業人員

訓練，同時運用多元、創新的方式進行教育宣導和社會倡議，期待推展數位身體界限教育從幼兒

開始，並督促政府機關落實相關法案和政策，完善不足之處，以杜絕數位性暴力橫行。

求助案件樣態：在接受婦援會服務的233位新個案中，性別主要

為女性（88.84%），年齡部分以21-30歲（37.34%）最多。兩造關係

以不曾見面之網友（29.18%）、前／現任伴侶（28.33%）、性伴侶

／曾見面之網友／一夜情對象（13.30%）為多。加害人威脅或散布情

形，以未威脅但直接散布（30.04%）最多，其次為已威脅但尚未散布

（24.89%）；加害人目的以不確定目的（51.13%）最多，其次為勒贖

金錢／裸照／發生性行為（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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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
��記憶歷史，復原創傷

聘用2.5位專案人員執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官網資訊更新，工

作內容主要為：典藏展示維護(常設展)與定期主題展示(特展)；博物館運作，例如館藏維護、導

覽、與參觀民眾互動等；帶繪本走進校園、社區進行展示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推廣性別暴力防

治和反戰、人權觀念；以及與司法改革基金會、中正紀念堂以借展方式將慰安婦歷史與性別暴力

議題合作展出等。

一、定期主題展示及年度典藏展示

111年度常設展示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歷史，特展以性暴力被害人的創傷及復原為主題。一進入博物

館，先映入眼簾的是說明婦援會緣起、與阿嬤們的因緣，轉身透過聲音管聽見阿嬤們的聲音、牆上59位

阿嬤的名字可以讓參觀者沉澱心情，用心傾聽阿嬤們的故事；透過常設展「認識年少的阿嬤們」、「誘

騙與脅迫」、「我們就是她們」、「面對歧視的韌性」，讓參觀者了解阿嬤們年少時的家庭背景、受騙

或被迫成為「慰安婦」過程、聽阿嬤們說自己的故事、療傷和對日訴訟的過程。透過常設展讓參觀民眾

了解歷史真相，進而促進民眾反思戰爭下性暴力對女性的傷害與影響、性別與人權議題。

除常設展之外，第1期先從慰安婦議題切入，去認識性別暴力、瞭解性別暴力犯罪的溫床開始。

首先由慰安婦受害者的數據資料呈現、虛擬與現實性暴力圖、性侵害被害人年齡與性別交叉統計圖、

性侵害案件通報表的一些數據呈現，進而到理解受到性別暴力的被害人會出現哪些身心症狀，如:急性

創傷壓力反應(ASD)、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及複雜性創傷壓力(CPTSD)，最後阿嬤們現身說法的影片

與透過互動裝置讓參訪者重新思考身體界線、身體距離，

也透過互動貼紙認識性別暴力被害者可能出現那些身體傷

痛及心理傷痛，還有與性別暴力與人權的四格漫畫呈現，

讓觀眾思考數位性暴力與職場性別暴力議題。

第2期展覽則是呈現性別暴力被害者療傷復原的過程以

及身為陪伴者該如何協助他們重建生活。首先要建立安全

感與找回控制感，並可透過自我照顧，如：飲食、睡眠、

運動、情緒進行自我調整。創傷復原團體對被害者來說非

常重要，身為旁人或協助者能在這個團體裡，陪伴與支

持被害者。111年與司法改革基金會合作3/8～8/14在台中

辦公室舉辦以戰爭司法為主題的「阿嬤家在台中」特展，

8～9月與中正紀念合作展出「#Mee Too先行者」特展。

111年阿嬤家參觀人次為1,573人次，司法改革基金會

「阿嬤家在台中」特展參觀人數為858人次，中正紀念堂

「＃MeToo先行者」特展參觀人數為6,626人次。 阿嬤家- 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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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物資源盤點及典藏品評估分級

111年文物詮釋共完成43件，此43件文物中，屬於阿嬤們的作品類文物共36件，皆已完成數

位化及製作無酸盒或無酸裱框保存。

三、性別暴力與人權推廣教育–《蘆葦花開》繪本教育推廣系列活動

將《蘆葦花開》繪本帶入國小、國中、高中校園及社

區，進行「慰安婦」歷史與性別人權推廣，希望能將此資源

擴及到更多地區，讓更多學生和民眾得以吸收更豐富、完整

的「慰安婦」歷史與人權相關知識。

111年共舉辦34場講座，共963人次參與，從學齡前到

高齡長者都是講座的參與者，成功將「慰安婦」及人權議題

推廣至更多族群。

四、Podcast節目：婦援你的心

Podcast 以「婦援你的心」作為主題，「婦援」也代表「復原」受傷的心作為主軸，連結現代

性別人權議題讓不同地域的受眾能收聽，分為三個子題：性別平權檢視、數位性別暴力、阿嬤家特

輯，讓民眾認識戰爭下性暴力對女性傷害、返回家鄉後面臨社會和親友歧視外，而且了解慰安婦議

題與現代社會性別暴力對女性傷害是相同。線上截至目前(2023/04/20)總收聽人次：701人次。

五、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講座

婦援會於111年度共辦理8場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講座開放民眾參與，邀請到尤美女律師等專

業講師，盼能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暴力及人權議題的意識。實體講座共161人參加，線上參與及

直播觀看共約2.2萬人次。

六、性別暴力與人權倡議活動

3/8 婦援會與司法改革基金會合辦阿嬤家在台中特展開幕記者會、8/11舉辦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

記者會、9/19舉辦婦女救援基金會35周年記者會，並搭配宣傳品，以推動性別暴力與人權教育宣導。

婦援會長年投入「慰安婦」服務與倡議，隨著時間過去台灣的慰安婦阿嬤也一個個離開我

們，直到今年僅存一位阿嬤，紀錄她們的故事與傷痛已是刻不容緩。上述活動共有31則媒體曝

光，總計72人次參加。

《蘆葦花開》繪本教育推廣系列活動

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講座 性別暴力與人權倡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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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益大使陳竹昇宣傳照

一、以多元方式進行性別暴力議題之倡議

公益代言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影片《有心，我們都是友善路人甲》兼顧演員身分與家庭生活的

陳竹昇，面對工作和家庭皆以理性溝通、互相尊重的方式處理每個關卡，生活中透過體諒兩性的

角色不同、瞭解孩子的興趣，讓生活與工作關係更友善。對於性別平權與反暴力活動有所關注的

陳竹昇，今年在百忙之中擔任婦女救援基金會公益大使，化身路人甲，友善化解家庭暴力。

二、性別暴力防治之相關訓練與宣傳

1、 在職訓練：

透過內部自辦之專業在職訓練，以增加保護性社工專業知能及工作技巧以提升服務品質，促

進社工人員提供良好服務成效。111 年共辦理 20 場，142 人次參加。

2、 團督及個案研討：

經由閱讀書籍、案例討論瞭解社工工作困境並提升社工人員對於暴力之敏感度及認知，更進

而反思家暴信念與價值觀。內容包括如何培育、增進社工人員與督導的專業能力，以及管控服務

品質。111 年共辦理 10 場團體督導 2 場個案研討，每場次 3 小時，參與 99 人次。 

3、社區資源運用及網絡合作：

1 網絡合作親子活動：家庭暴力影響親子關係，受暴婦女想要有親子共同出遊的機會，實屬

不易，更鮮少有機會與其他家庭親近交流、獨自承受著莫大的心理壓力，透過舉辦之親子

互動體驗營，促進親子間正向互動與舒解身心壓力。111 年辦理 1 場，共 32 人參加。 

社會倡議與教育宣導
婦援用心，暴力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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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絡教育訓練：為推廣並落實目睹家庭暴力兒少服務，提升家庭暴力相關領域社工人員與

其他領域相關社工人員對目睹家暴兒少的認知，並及早發現家庭暴力家庭中目睹家暴兒

少，使目睹家暴兒少接觸資源並獲得協助。透過目睹兒少網絡教育訓練，包括暴力相關理

論及專業知識的探討、依附理論的觀點探討面對依附關係貧乏的孩子時要如何協助家長自

我評估、繪本〈天天的烏雲〉、工具書〈我的遊戲書〉及情緒卡等媒材的介紹接觸網絡轉

業人員例如社工、警政人員，提升與目睹家暴兒童少年工作之敏感度，進而將目睹兒少轉

介至相關資源。同時，舉辦北中數位性暴力被害人專業人員訓練，邀請社工、學校輔導、

心理等相關專業人員參加，以增加服務數位性暴力被害人專業知能與技巧。111 年辦理 6 

場次，328 人次參加。 

4、校園輔導焦點團體 

透過小型目睹兒少校園輔導焦點團體辦理方式，先向成員介紹目睹家暴對兒少之影響，再搭

配研發之繪本《天天的烏雲》、《我的遊戲書》及《天天尋堡趣》學齡前桌遊進行介紹與示範，

並讓成員實際運用媒材、交流目睹兒少會談之方式，以提升學校輔導人員對於目睹兒少之知能及

實務技巧。111 年共辦理 2 場次，15 位輔導教師參加。 

5、性別暴力教育宣導 

為了防治家庭暴力、數位性暴力、跟蹤騷擾、人口販運、性暴力等性別暴力議題，主動或獲

邀進入學校、社區、機構、廣播、Podcast 進行性別暴力的專講宣傳與倡議，以落實性別暴力第

一級預防。宣導內容包含相關性別暴力的樣態和辨識、被害人處境與創傷認識、預防與因應處理

方式、相關法律認識、求助資源、網絡合作等內容。111 年以桌遊、微電影、情緒與抒發卡前進

校園、親子館、機構、社區，進行 16 場次家暴防治校園及社區宣傳、16 場數位性暴力防治校園

宣導、28 場網絡專業人員性別暴力防治專講，共有 6,151 人次受益。同時，參與 8 場性別暴力防

治相關節目。

6、婦援你的心：Podcast 播客電台 

111 年開展 Podcas t 服務，上架在 

Soundson、KKBOX、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等 4 個平台。 以「婦援

你的心」作為主題，「婦援」也代表「復

原」受傷的心作為主軸，連結現代性別人

權議題讓不同地域的受眾能收聽，分為三

個子題：性別平權檢視、數位性別暴力、

阿嬤家特輯，讓民眾認識戰爭下性暴力對

女性傷害、返回家鄉後面臨社會和親友歧

視外，而且了解慰安婦議題與現代社會性

別暴力對女性傷害是相同。111 年線上收

聽人次有5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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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生福利部110年「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調查」結果顯示，我國 18~74 歲婦女、

且曾有或現有伴侶的婦女，曾經遭受任何一種親密關係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為 8.99％，「終生

盛行率」則有19.62％； 換句話說，在過去一年中，約每11人就有1人曾經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自

18歲以後，約每5人就有1人曾經遭受親密關係暴力。

生活中，當你看到或是聽到正在發生或是可能發生的家庭/性別暴力事件時，你會有什麼反

應？是裝作沒看見、沒聽見，還是伸出援手，友善協助？

一、111年公益大使–陳竹昇

婦援會特別邀請國民爸爸陳竹昇擔任年度公益大使，以及年度公益影片《有心，我們都是友

善路人甲！》的男主角，從劇中我們可以發現，由陳竹昇所飾演的大樓管理員，因為對住戶的關

心與高度覺察性，及時提供有效的幫助資訊，只要我們多一點警覺性、關心並採取安全及巧妙的

行動，大家都可以成為「友善路人甲」，安全且有效地預防或制止暴力事件。

身兼演員和家庭生活的陳竹昇，希望以男性參與的角度讓大家了解暴力防治不是女性或單一

性別的事，面對生活和家庭的關卡，暴力都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若遭受暴力事件，請被害人勇於

求助，台灣有許多專業人員、單位可以提供協助和資源。

企劃宣傳
揭發黑數，家庭暴力事件發現與協助

二、愛心企業、公益合作

除了補助型基金會長期的協助，111年另有具名之愛心企業善盡社會企業責任參與公益合作。

其中包含：豐彩貿易、臺灣證券交易所等捐贈款項、In The Playground、里仁股份有限公司、

10/10 HOPE、愛飯團、yahoo計畫主動或號召同仁用愛募集等方式捐助婦女兒少生活所需。還有

華南銀行支付集點消費捐、herbally草本真情、豐傑生醫、伯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贊助及每季公益

消費捐、Spfloe思活認購公益T-shirt「分享愛」等合作，邀請消費者一起做公益。

在公益宣傳媒介的運用，則有台灣大車隊與保證責任臺北市臺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臺

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7-ELEVEN統一超商以公益託播、大新店有線電視、天外天數位有線電

視提供文宣推廣，與婦援會共同合作倡議終止暴力的重要性。

性別暴力防治
宣傳：友善
路人甲暴力
零容忍

名人代言
 - 陳竹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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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結合大眾的力量，婦援會111年也參與度度客

區塊鏈群眾募資平台（友達永續基金會-圓夢計畫）募資活

動，及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票

選活動，為受暴女兒少籌措安心重返生活所需之資金，成

功募集共近35萬元。

三、線上線下行銷全通路　處處有婦援好安心

為呈現婦援會的各項服務內涵，讓新舊朋友更了解暴

力行為帶來的嚴重後果並達到暴力預防有效的訊息傳遞，

透過影像拍攝與全通路行銷模式，包括YouTube影片、紙

本文宣、燈箱廣告、數位廣告投放等，將年度成果展示於

各大通路、機關部門，如： 7-11、台北地下街、台北捷

運車站、ITP門市、伯慶公司門市共12,615處露出紙本文

宣、聯合報及Line Today等線上線下媒體共177次訊息露

出及專訪。其中，台北地下街多媒體電視播放逾1,200,000

次、位台北古亭捷運站的燈箱廣告觸及40萬人。

四、益齊走過2022，2023從心出發　兒你同行

婦女救援基金會長期面臨社會捐助資源分配不均的挑

戰，近年又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財源更加陷入困境。在

有限的資源與人力的運用下，婦援會企劃宣傳除了達成各

項預期效益，感謝不少校園、企業、團體主動接洽婦援會

公益合作，期盼112年有更多的友援夥伴偕同承接「用愛

澆熄、暴力遠離」的力量，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年度影片公益託播宣傳

中華郵政公益網

度度客 ╳ 友達群眾募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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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依舊受到疫情影響，但仍不減婦援會服務的熱忱，與中正紀念堂合作舉辦「#me too 

先行者」特展、與台中司法改革基金會合作舉辦「阿嬤家在台中」特展外，還有六月家庭暴力防

治月「家庭暴力黑數多，婦援會籲當友善路人甲記者會」、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記者會「慰安

婦歷史應納入國史館、課綱和歷史書籍網路民調」、「柬埔寨和緬甸人口販運被害人返台仍陷多

重困境，立委、民團籲政府加強鑑別整合資源記者會返台後處境記者會」、35周年暨數位性暴力

微電影 《後來的青春》首映記者會。

全年度出席參與18場記者會，參與政府與民間發起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刑法、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等 7 個

修法及政策會議，其中已完成數位性暴力相關四法修法，同時參與國際委員審查CEDAW第四次政府

報告結論意見記者會等。接受媒體採訪15次、主發稿則數112則，媒體露出內容包括性別倡議、修

法、社會議題以及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和「慰安婦」相關議題等新聞媒體露出146則。

媒體露出
111年媒體露出全紀錄

2022-09-19  match生活網／

婦女救援基金會 35 周年記者會

2022-03-08  鏡周刊／

「戰爭期間，女性兒童更容易受迫害」
勿忘慰安婦　阿嬤家首度至台中設展

2022-04-28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民間司改會  看見數位性暴力被害人身心
傷害與實務處理困境記者會

2022-06-24  中時新聞網／

家庭暴力黑數多　婦援會籲當
「友善路人甲」

2020-07-27  ETtody新聞雲／

還在檢討性暴力受害者？
慰安婦阿嬤是「Me too先行者」特展登場

2022-04-25 華視／

品牌人物誌-充權親密關係，協助爭取正義，
為受傷的心注入勇氣與陽光！

2022-08-11  中時新聞網／

婦援會籲：慰安婦歷史應入國史館、課綱

2022-09-19  婦女救援基金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數位性暴力微電影
《後來的青春》首映

2022-04-22  ETtoday新聞雲／

國會首起 MeToo 事件！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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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收支餘絀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占　比

捐款收入 11,498,956 37.19%

委辦收入 14,330,121 46.35%

補助收入 4,542,254 14.69%

其他收入 549,091 1.78%

收入合計 30,920,422 100.00%

婚姻暴力防治服務 10,288,132 34.04%

目睹暴力兒少服務 4,797,420 15.87%

前台籍慰安婦服務 231,354 0.77%

數位性暴力防治、社會倡議與綜合規劃 3,971,769 13.14%

博物館經營 5,343,108 17.68%

組織發展與會務運作 3,049,320 10.09%

支出合計 30,224,848 100.00%

本期餘絀 695,574 2.25%

111年度財務收支狀況

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支出分配圖

數位性暴力防治、社會倡議

與綜合規劃 21.56%

前台籍慰安婦服務

0.77%

博物館經營

17.68%

組織發展與會務運作

10.09%

婚姻暴力防治服務 34.04%

目睹暴力兒少服務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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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夥伴致謝
謝謝支持婦援會的親朋好友，111年感謝有您

�公部門

總統府、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法務部、文化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臺

北市文化局、臺北市文化局地方文化館運籌專案辦公室、國家人權館、臺北市社會局及各區

社會福利中心、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衛生局、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臺

北市婦幼警察隊、臺北市士林分局、臺北市北投分局、臺北市大同分局、臺北市萬華分局、

新北市衛生局、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新北市新莊分局、新北市汐止分局、

新北市新店分局、新北市淡水分局、林亮君議員辦公室、立委吳玉琴辦公室、立委范雲辦公

室、立委洪孟楷辦公室、立委王婉諭辦公室、立委蔣萬安辦公室

�NGO�/�團體

iW 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財團法人應柴秀珍女士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臺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

吉富公益慈善基金會、太平洋崇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財團法人黃清

標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曾水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

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友達永續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臺灣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勵馨基金會、數位女力聯盟、展翅協會、婦女全

國聯合會、防暴聯盟、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婦女展業協會、兒童福利聯盟、現代婦女基金

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監督聯盟、人口販運防制監督聯盟、性平私塾、司法改革基金會、

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家人權館、臺中市國際婦女會、財團

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進黨婦女部、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GASO

全球反詐騙組織、英國憫研顧問公司(HRC)、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旭立諮商中心、蛹

之生心理諮商所、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希望種子創傷復原中心、大隱心理諮商所、

鍾鳳基金會、景文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公益傳播中心、國際扶輪3481地區、國際扶輪

3523地區第8分區社團法人台北市華麗扶輪社、媒體改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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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個人

王　晨、朱芳君、李文健、李芝娟、李晏榕、莊國明、許惠君、郭怡青、陳怡均、陳明清、

曹志仁、黃顯凱、黃書瑜、潘天慶、簡　婕、謝玉璇、蘇美妃、尤美女、沈美貞、紀冠伶、

謝幸伶、賴芳玉、衣若蘭、林志峰、吳志光、劉淑瓊、潘淑滿、游美貴、伍維婷、方念萱、

顏上晴、盧映潔、廖美蓮、許福生、王珮玲、范　晴、紀惠容、葉大華、王幼玲、李修度、

王美恩、洪娟娟、陳立容、王亦華、林淑君、王嫊淩、郝心友、朱柏翰、林雪琴、張志宏、

張智棻、黃柏嘉、鄧年嘉、謝欣惠、戴鈺雯、張秀娟、龍冠華、傅郁心、黃懷軒、柴洋子、

青山惠昭、謝幸吟、何定照、熱田敬子、王念慈、莊謹鳳、陳金燕、薛琮勛、劉秀鳳、張佳

穎、黃寶誼、徐承蔭、鍾曉亞、王筱晴、謝承甫、李惠文、彭若芸、張麗觀、許佳祺、賴昱

瑄、 浩翔、陳竹昇、陳淑麗、郭富明、郭乃華、張耕宇

�企業�/�媒體

10/10 HOPE、7-ELEVEn統一超商、萊爾富便利商店、Aesop、Facebook、Google台灣、i3 

Fresh 愛上新鮮、In The Playground、OK超商、Spfloe、TAAZE讀冊生活、中華電信、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台灣大車隊、台灣大哥大、台灣歐姆龍健康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伯慶股份有限公司、吾思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佳紡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岳高有限公司、幸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紅布朗國際有限公司、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軒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統一集團安源資訊、麥田數位影像、

惠生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銀行、菲綾廣媒行銷有限公司、黑橋牌、嵥傑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愛飯團、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太平洋SOGO百貨、聯合報股份有限公

司、保證責任臺北市臺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大久資訊有限公司、alövesy艾萊姆希、

豐傑生醫、農純鄉、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成家影像有限公司、嗨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果

凍美人專業美妍名店、招財寶國際有限公司、史瑞伯有限公司、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

奧資訊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葳泰有限公司、herbally

草本精靈康事業有限公司、Nuli女力App、琢色映象工作室、天天里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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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大事記

�綜合規劃組

2022.1　 投書｜自由廣場》面對恐怖情人，可聲請

保護令

公聽會｜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兒少生活之衝

擊與影響

2022.2　 記者會｜幸福高鐵不幸福，性騷擾決議反

反覆覆，怎麼保護被害員工？

2022.3　 記者會｜三大挑戰、八個法案，支持女性

實現自我

投書｜自由開講》數位性暴力新聞事件激

增！未成年少女近七成，淪嫌犯最大目標！

新聞稿｜《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未回

應數位性暴力案件特殊性，婦援會提四大

訴求，籲勿倉促修法

講座｜《祝我好孕》公映，談女性身體自

主與性別暴力

2022.4　 記者會｜犯罪被害保護令應更加完善，強

化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權益

新聞稿｜國會首起Me Too事件！范雲控陳

雪生假道歉真上訴，性騷擾後濫訴糾纏！

記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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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5　 採訪｜品牌人物誌–「婦女救援基金會」

充權親密關係，協助爭取正義，為受傷的

心注入勇氣與陽光！

採訪｜台灣永續影展–面對暴力，給予溫

柔與力量：社工師兼性別平權倡議者–專

訪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

2022.6　 投書｜自由開講》元宇宙內遭性侵害！性

別暴力不分虛擬、現實，婦援會呼籲企業

和政府要有三級預防因應機制

新聞稿｜挺兒少，請不要用葷素不拘合理

化性騷擾行為！

採訪｜POP最正點》專訪婦女救援基金會

執行長杜瑛秋

講座｜跟蹤騷擾法：是什麼？為什麼？

講座｜我可以不扶養父母嗎？談「成年子

女免除扶養義務」

 記者會｜家庭暴力潛藏黑數多，暴力防

治需要友善路人甲

2022.7　  記者會｜校園性騷擾頻傳，婦援會呼籲

應有防堵配套措施 

新聞稿｜暑假期間數位性暴力案件增

加，婦援會提醒勿輕信網友給裸照 

訓練課程｜111年度數位性暴力防治網絡

專業人員訓練–台中場

2022.8　  記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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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司改成績別放棄，最後衝刺待

努力～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五周年記者會 

新聞稿｜不同時空，相同犯罪─婦援會

開展柬埔寨人口販運案救援與預防服務 

訓練課程｜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協助從事

性交易女性轉業之專業人員訓練課程 

服務｜展開「海外人口販運被害人返台

後的被害人服務」 

獲獎｜電腦公會「兒少保護 有你真好」

感謝獎座

2022.9　 記者會｜立委范雲國會辦公室「未同居

伴侶條款應準用刑事程序！保護親密關

係暴力被害人」家暴法修法公聽會 

記者會｜婦女救援基金會 35 周年暨數位

性暴力微電影《後來的青春》首映記者

會 

記者會｜被下載與轉傳，婦援會呼籲應

儘速修訂《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

罪》 

記者會｜「救援後人口販運被害人，該

何去何從？」記者會 

訓練課程｜111年度數位性暴力防治網絡

專業人員訓練–台北場 

獲獎｜執行長杜瑛秋獲第八屆紫絲帶獎 

2022.10　 新聞稿｜近七成民眾認為非法私密性影

像會被下載與轉傳 婦援會呼籲應儘速修

訂《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 

記者會｜民間版修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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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性私密影像官方草案有破口，應

完善杜絕數位性暴力橫行，參與衛生福利

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會議

2022.11　 聲明｜落實CEDAW 建立性別友善的司法懲

戒法院Y女案二審宣判聲明 

聲明｜婦女救援基金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

金會共同聲明：「青春煉獄」何時消？應

盡速完善數位性暴力修法 

論壇｜東亞性別平等論壇East Asia Gender 

Equality Forum，報告「TWRF's Work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Gender-Based Violence」 

會議｜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4次 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記者會｜CEDAW 10，歧視歸零–CEDAW 

國際審查會後民間團體記者會 

拜會修法｜與民團拜會衛生福利部保護

司、司法院討論數位性暴力相關四法修法

2022.��11~12 倡議貼文｜以性別暴力文章FB貼文響應

「終止國際終止受暴日」16天倡議活動

2022.12　 訓練課程｜協助勞動力發展署「111增進就

業服務人員協助弱勢對象就業服務專業知

能及敏感度」

訓練課程｜擔任「111年新北市社會局本國

籍人口販運被害人陪同偵訊在職訓練」主

要講師

採訪｜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鏡好聽Pocast

《你的鏡頭，我的痛》偷拍性騷擾的人，

到底心裡在想什麼？偷拍的知識小單元

�台北目睹兒少服務組

2022.7　辦理親職講座1場次

2022.7~8 辦理兒童團體8場次

2022.8　辦理青少年團體3場次

2022.9　 親子一日遊｜親子好時旅遊（好時節休閒

農場）

親子工作坊

2022.9~10  辦理親子共玩團體4場次

2022.10　兒童團體

2022.11　辦理親子活動1場次

�新北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組

2022.3　 婦女講座｜身心保健大補帖

2022.7　辦理親職講座1場次

2022.7~8 婦女團體6場次

婦女講座｜辨識危險情人

2022.9　辦理親子活動1場次

婦女講座｜健康的親密關係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2022.7　 阿嬤家Ｘ紀州庵《蘆葦花開》繪本與慰

安婦歷史人權培訓

2022.8　 中正紀念堂 #me too 先行者特展 人權沙

龍講座

阿嬤家Ｘ紀州庵 《蘆葦花開》繪本說故事

2022.7~9  阿嬤家Ｘ中正紀念堂 #me too 先行者特

展

2022.��8~12 復援你的心－性暴力被害人創傷與復原

系列特展（共3期）

2022.8　 記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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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　 展覽｜與中正紀念堂合作展出「#Me 

Too先行者」特展

講座｜打開深鎖的內心–《阿嬤的秘

密》映後座談

講座｜書中自有顏如玉？厭女思想的前

世今生

2022.11　 講座｜拆解愛情詐騙–網路交友自保守

則大揭密

講座｜性私密影像外流怎麼辦？諮商心

理師教你支持自己

發表會｜第3屆台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教育推廣案例發表會

2022.12　 會議｜董事長赴首爾參與「慰安婦之

聲」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

產名錄審查前會議

2022.��8~12 展覽｜復援你的心–性暴力被害人創傷

與復原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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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抬頭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 　　   

身份證字號 / 統一編號
收據抬頭及徵信名稱可以分別設定，匿名徵信可自行命名或由婦援以「好心人」名稱為您徵信，若您未做任何勾選，捐款將以同意公開徵信方式以真實名稱徵信

徵信名稱 ⃞同上　⃞匿名　　　　　　　　　　　　　  ( 自行命名請填寫。或是 ⃞ 我要以「好心人」名稱 )

電　　話 (宅) (公) (傳真) (手機)

地　　址 ⃞⃞⃞ - ⃞⃞

電子信箱

捐款收據 □年度寄送　  □按月寄送  　□不寄（ 營利事業與機關團體之捐贈，請於2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至本會 ）

捐款金額
□單次：□$5,000元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其他：　　   元
□每月定期：□$1,000元　□$600元　□$500元　□$300元　□$200元　□其他：　　      元

信用卡
捐款

信用卡卡號 :                       －                      －                      －                        
持卡人姓名 : 　　    　　      持卡人簽名 :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填寫日期: 　　        　          
有效期限 : 西元 　　　年 　　　月．發卡銀行 : 　　 　  　  卡別 :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18號將固定扣款，遇假日順延。

捐款用途
□ 親密關係暴力服務　　□ 目睹家暴兒少服務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人權教育推廣
□ 數位性暴力服務　　     □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服務 　   □ 人口販運服務 　   □ 不指定，支持本會

捐款感謝禮
□我不需要

□  單次捐款$990元(含)以上或定期捐款$100元持續
達一年(含)以上，贈送41℃蒸氣眼罩(10片)１盒

□  單次捐款$2,000元(含)以上或定期捐款$200元持
續達一年(含)以上，贈送伯慶超級水感玫瑰面膜
(５片)１盒

□  單次捐款$3,000元(含)以上或定期捐款$300元持
續達一年(含)以上，贈送伯慶健康100益生菌(30
包)１盒

□  單次捐款$5,000元(含)以上或定期捐款$500元持
續達一年(含)以上，贈送蒔蘊生技蒔蘊活油(20ml)
１瓶＋蘊平油(20ml)１瓶

※若無勾選視為不需要　　※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扣款成功後，次月月底寄出。

贈品地址 □ 同收據寄送地址　　□ 另寄至：⃞⃞⃞ - ⃞⃞

資訊寄發 □ 婦援電子報 (請提供E-mail信箱)　　□婦援會訊/年報　　□不用寄發紙本自行上官網瀏覽

其他
捐款訊息

※ 郵政劃撥：戶名：婦女救援基金會 ,  帳號：1262716-4　　　
※ 線上捐款：請搜尋「婦女救援基金會」官網後點選『我要捐款』 
※ 便利商店：7-11、萊爾富、OK等便利商店門市多媒體事務機捐款
※ 手機捐款：中華電信直撥51197；台灣大哥大直撥518034；
                           亞太電信直撥59019
※ 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02)2553-6833 或郵寄至10363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32號5樓

　 亦可拍照或掃瞄 Mail至pr@twrf.org.tw　捐款專線:(02)2555-8595
婦女救援基金會向您蒐集之上開資料，您同意本會於服務地區內，提供合於章程之目的、公益勸募條例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等相關服
務，您可依個資法第3條主張查詢、刪除等所有權利。凡捐助本會均享有免費雜誌、電子報、活動訊息通知以及客製化服務，您亦可以
電話、電子郵件向本會取消或恢復此服務。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1111364461號※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二款之規定，本人 □同意  □不同意 以真實姓名公開徵信

婦女救援基金會　信用卡扣繳授權書
從 心 出 發 　 　 兒 你 同 行



童
年
目
睹
創
傷
的
成
年
人
服
務

走向復原之路—童年家暴／

目睹家暴受創之成年受害者服務

「童年有目睹家庭暴力經驗之

18歲以上成年人」

110年婦援會童年目睹家暴經驗
網路問卷調查�(N=371)

1�有�68.5%�童年除了目睹暴力外，還遭受

家庭暴力經驗。�

2 目前仍持續生活在家庭暴力環境(持續目

睹家暴、受暴)高達 31%。

3 有�80%�出現負面自我價值感，有�77%�曾

有自殺念頭，48%��曾有過自傷行為。

4 有�78.2%�害怕自己成為關係裡的受暴者

或施暴者，有�62.8%�害怕踏入婚姻或親

密關係。有親密關係經驗者，其曾經在

親密關係中遭受暴力有�27.8%，曾在親

密關係中對伴侶使用暴力則有�29.1%。

你不孤單諮詢專線

02-2550-2998 
或是掃描�QR�code

Line�ID :�twrfadult

E-MAIL :�yuhsuan@twrf.org.tw

我們可以提供的服務有

個案服務、團體輔導、法律諮詢、
諮詢服務、申請補助、 

陪同服務、轉介服務
社區宣講及專業網絡人員知能訓練

曉英，25歲，從小目睹父母間

暴力衝突。很怕大聲、衝突，

只要遇到有人吵架，身體就不

由自主發抖……

小華，30歲，從小目睹父母間

的暴力。只要喜歡的人生氣，

就不敢講話、不斷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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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來暖心公益來暖心

友援來相助友援來相助

用 行動支持 受暴婦女兒少

公益來暖心

友援來相助

特惠售價: $150元

口罩香氛貼／15入

特惠售價: $350元

35週年紀念眼罩／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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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發票大募集

發票捐贈方式：

一、 電子發票愛心條碼捐贈：〈請

剪下本頁提供的愛心條碼，方

便隨時使用〉

　　 2012年3月份起，在有提供電

子發票的商店購物，請先說明

要捐贈電子發票，結帳時掃瞄

本頁所提供的愛心條碼，即可

完成捐贈手續。

二、紙本發票回郵捐贈：

　　 只要將您的發票放入「發票捐

贈免貼郵資回郵信封」內，

再投入郵筒，即可完成發票捐

贈。

三、發票箱認領：

　　 歡迎各店家、公司行號加入愛

心發票募集夥伴，我們將提供

各店家、公司行號「愛心發票

箱」及「發票捐贈免貼郵資回

郵信封」。

「發票捐贈免貼郵資回郵信封」及

「愛心發票箱」索取方式：

1.請電洽：02-2555-8595#68

2. E-Mail：pr@twrf.org.tw來信時主

旨請寫：索取「發票捐贈免貼郵

資信封」或「愛心發票箱」並請

註明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

電子發票捐贈愛心條碼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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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PAY 捐款

愛心捐款 不受限

行動支付 助婦幼

即時捐款　做公益好簡單

一起友援受暴婦女及兒少！

從心出發，兒你同行從心出發，兒你同行從心出發，兒你同行
2023年婦援會提倡「從心出發，兒你同行」：
兒少數位身體界線教育應從幼兒園開始

國泰世華銀行 (013) 安和分行 (0279)，帳號：027033032205
┃戶 　  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捐款後請來電提供聯絡方式，以便寄發收據。
┃聯絡電話┃(02)2555-8595 #16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1111364461號

我們想邀請你，用行動支持婦援會，一起守護兒少終結性別暴力！

婦援會對此有四大訴求

 1保護孩子，不隨意拍攝和上傳分享
2 數位身體界線教育從家庭做起

3 數位公民素養教育應從幼兒園開始
4 企業落實SDG's，攜手加入兒少數位性別暴力防治

STEP.4

捐款金額聯繫電話
(02)2555-8595#33、35

STEP.1

繳費

STEP.3

婦女救援
基金會

STEP.2

慈善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