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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捐款人的信
親愛的支持婦女救援基金會、阿嬤家的捐款朋友：

　　大家好！感謝您們支持婦女救援基金會服務遭到家庭暴力、性暴力、人口販運被害人，阿

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性別、人權、反戰爭的教育工作，以及推動修法、倡議與性別平等公

民教育宣傳工作。

     112 年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親密關係 / 家庭暴力、目睹家暴兒少、童年目睹暴力成年人、

數位性暴力、人口販運、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被害人 2,904 位 32,617 人次個別輔導服務。同時

舉辦各種被害人、親子、輔導、支持團體共 62 場參與人數 230 位。

　　被害人只有服務無法改變其處境，需要進行網絡人員訓練、社會倡議與宣導，112 年參與

政府 / 非政府主辦與性別暴力及人口販運相關之會議共 90 場，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人

口販運防制法》、數位性暴力防制四法 –《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性平三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共 9 個立法 / 修法案。透過上述修法推動讓遭到數位性暴力、

性騷擾被害人及童年目睹家暴創傷成人等終於有法律可以適用，有社工專業人員可以協助。

　　專業人員訓練相當重要，112 年針對社工及相關網絡專業人員，舉辦性別暴力防治知能

之專業訓練 / 研討共 50 場 1,155 參與人次。而事先預防可降低暴力發生機率與嚴重性，運用

婦援會研製之各式媒材進入社區及學校進行宣導，包含講座、訓練、專講、活動等共 95 場

13,083 參與人次。同時，透過製作懶人包及有獎徵答活動、5 篇漫畫連載、1 個性交易轉業資

源網站建置、1 部防治宣導動畫短片，以進行線上預防暴力宣導共獲得 17,520 觸及人次。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部分，112 年策畫「性暴力被害人創傷與

復原」與「人口販運」2 期特展，共有 52 場團體累計 3,076 人次來館參觀。舉辦「814 國際

『慰安婦』紀念日」及「性別平權」系列共 11 場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講座，137 人次參與。

Podcast 全新改版《婦援你的心 2》，第二季共製播 6 集節目，總下載量達 12,432 次。同時，

舉辦「『慰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2 場種子師資研習，有 31 位教師參與，並前進校園及社

區共 22 場，總計 582 參與人次。

　　113 年婦女救援基金會除了受暴婦幼持續提供服務、性別暴力持續倡議宣導及阿嬤家和平

與女性人權館業務持續推動外，有感於數位性暴力案件增加，將針對數位身體界線與數位身體

隱私權進行更多教育推廣，讓民眾更有身體影像自我保護意識。期盼持續獲得大家支持，一起

提供遭受性別暴力被害人所需協助和重回日常生活，攜手防治性別暴力。

敬祝大家  健康平安 董事長葉德蘭
執行長 杜瑛秋    敬上

給捐款人的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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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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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致力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數位性暴力防制四法–《刑

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性平

三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共9個法案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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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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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性交易服務者轉業協助網絡人員訓練舉辦、性

交易服務者轉業諮詢暨資源網站建構。

6. �女性自主權的教育宣傳媒材，已提升女性各層

面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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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上期：復援你的心-性暴力被害人創傷

與復原特展、112年下期：誠徵人口販運被害人-終止現代奴隸悲歌特展）

112年婦援會主要服務項目

援婦

關 於 36周年 / 婦援•復原

3.性別人權教育宣導。

4.典藏「慰安婦」相關史料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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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不去的恐懼，誰能看見」

　　時至今日，當遭受婚姻關係暴力的女性選擇不再隱忍，離開了之後，有多少資源能

支撐他們的勇氣？

　　「社工，我前夫又去提訴訟了，離婚訴訟期間，前夫不斷對於法官的判決提出抗告

異議，小伶長期奔波於訴訟與生活之間。」

　　「又要開庭了」是小伶在會談中時常出現的一句話。即使離婚，努力展開自己和孩

子的新生活，但前夫始終以不同的手段來騷擾小伶，提告就是其中的手段，試想誰會願

意聘僱一位需要常常請假上法庭的員工。前夫還會時常告訴小伶：「如果你為孩子好，

就要…」，這句如魔咒般的話語控制著小伶仍然要服從前夫。

　　過往的受暴帶給小伶身心嚴重的創傷影響，每到逼近開庭的日子時，小伶就會開始

焦慮的不知該如何是好，社工陪著討論開庭前後的安全計畫，安撫著前夫對小伶帶來的身

心創傷。但在法庭上，看見前夫的出現，小伶就不禁緊張得發抖，社工一邊輕拍著小伶

背、一邊握著他的手，在這充滿恐懼與壓力的情境裡，給予小伶一股溫暖的關懷與支持。

文／伍家誼 社工

一、服務規模

112年聘請11位專職社工、2位兼職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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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或前任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包含同居、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受害

者）專業服務，主要服務項目包括：1諮詢協談、2面談、3陪同出庭、4其他陪同服務、5法

律諮詢/扶助、6政府補助申請、7民間補助/資源連結、8心理諮商、9轉介目睹服務、0教育

知會、q成人/兒少保護通報、w庇護安置、e自殺通報、r轉介相對人服務、t轉介社區精神病

人、y其他轉介等服務。

二、服務成果與服務成效

(一) 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個案服務

112年服務共2,112名受暴個案，其中新案占81.4%共1,719位，舊案占18.6%共393位；而新案

中男性占21.3%共366位，女性占78.7%共1,353位。112年新案有710位接受開案服務，670位進行

簡短服務，205位不成案，134位追蹤評估中。總服務人次達23,795人次(如下表)，其中以諮詢協

談占最多有21,791人次，其次面談支持輔導有6,460人次，第三是法律諮詢/扶助有460人次。

112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1,353名，有51%因為暴力趨緩或中止而結案，42%因為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服務
�我們攜手共同復原受傷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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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已達成，暫時無需提供相關服務。有

7%因為個案失聯、遷移轉由其他縣市服務、遷

居到其他國家、入獄服刑或死亡。

(二) 團體工作服務

1、婦女團體、婦女講座

婚暴被害人對於生活中實際面對的困境

（如訴訟、親子關係、暴力危機未解除等），往

往無人可以傾訴，故透過支持性團體，提供婚暴

被害人安全環境、分享及交流共同經驗，並藉由

他人經驗的提供與團體領導者的引導，對目前處

境獲得新的啟發，達到教育與支持雙重功能。

112年共舉辦8場婦女團體、8場婦女講座，總計服務達169人次。

2、兒童親子一日遊

家暴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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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動盪不安的家暴家庭中，家庭成員皆

須面對與承受生活的危機與不安全感。許多家長正處於司

法訴訟期間，同時背負經濟負擔與教養責任，獨自承受莫

大的心理壓力，鮮少有機會與其他家庭親近交流，無法互

相支持打氣和做經驗分享。透過舉辦目睹兒少親子活動，

幫助親子知覺彼此的互動關係。

112年共舉辦1場親子一日遊，服務8戶家庭共19人。

3、歲末感恩聚會

針對本會服務之被害人及其目睹子女，於年末辦理兼

顧經驗交流與促進親子關係之聚會，鼓勵被害人回顧過去

並展望未來，強化被害人自我肯定及創造親子交流機會。

112年舉辦1場歲末感恩聚會，共計服務8戶21人。

三、未來展望

婦援會於新北市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受害人已邁入第七

年，隨著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我們發現老年親密關

係暴力議題中，暴力成因不僅源自性別權力的失衡與僵化

外，更伴隨老化所衍生的各式疾病、家屬間的照顧壓力等

因素，使得服務資源輸送更需跨網絡資源的合作協力，我

們立基於親密關係暴力服務的長期深耕經驗，將著力發展

與警政、長期照顧及社區網絡的合作機制，降低老年親密

關係暴力議題之風險與困境，實屬未來工作的另一目標。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諮詢協談 21,791 轉介目睹服務 103

面談支持輔導 646 教育知會 253

陪同出庭 132 成人/兒少保護通報 35

其他陪同服務 206 庇護安置 8

法律諮詢/扶助 460 自殺通報 6

政府補助申請 34 轉介相對人服務 20

民間補助/資源連結 9 轉介社區精神醫療 1

心理諮商 103 其他轉介 68

總計 23,795

親密關係/家庭暴力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從心出發－面對壓力不憂鬱】講座

▲【居家整理－做自己的整理師】講座

親子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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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暴兒少服務
�我們攜手並肩，共同迎接成長的每一個階段

一、服務規模

112年聘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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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包括：1個別會談（電

話諮詢/面訪/家訪）、2人身安全評估或

危機處理、3暴力認知輔導、4創傷復

原服務、5人際議題評估及相關處遇、

6行為議題評估及相關處遇、7身心狀

況評估或醫療協助、8就學協助或適應

輔導、9目睹家暴兒少學校處遇之轉

知、0轉介心理諮商或團體輔導、q法

律諮詢或陪同出庭服務、w經濟評估或

相關資源連結、e親職議題之評估或輔

導、r家庭關係變動或相關適應輔導、

t支持系統評估及相關資源連結、y召

開相關個案討論會議、u網絡合作或資

訊交流等服務。

　　小宜從有記憶以來爸爸跟媽媽常常都在吵架，隨著爭吵，爸爸跟媽媽的距離好像變

得好遠好遠，遠到有一天他們告訴小宜「爸爸跟媽媽要分開了，你要選擇跟誰呢？」

小宜想著「我愛爸爸也愛媽媽，為什麼一定要選擇只能愛一邊的人呢？」他感覺到好難

過、好失落。

　　隨著社工的服務進入，社工陪著小宜一次次的討論，小宜漸漸地理解到即使爸爸與

媽媽分開，他們同樣都還是愛著自己的；而社工同時陪伴小宜的爸爸與媽媽一起發現小

宜的難過與低落，他們逐漸了解即使對彼此之間充滿著許多複雜矛盾的情緒，當面對孩

子時需要暫且將這些讓人不舒服的情緒擱置在一旁，讓孩子知道無論爸爸跟媽媽的關係

如何變化都不影響他們對孩子的愛。

文／陳芊文 社工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個別會談 (電話諮
詢/面訪/家訪)

1,106
轉介心理諮商
或團體輔導

468

人身安全評估
或危機處理

662
法律諮詢

或陪同出庭服務
109

暴力認知輔導 184
經濟評估或

相關資源連結
205

創傷復原服務 607 親職議題之評估或輔導 617

人際議題評估及
相關處遇

38
家庭關係變動或
相關適應輔導

706

行為議題評估及
相關處遇

55
支持系統評估及
相關資源連結

235

身心狀況評估或
醫療協助

611
召開相關個案

討論會議
52

就學協助或
適應輔導

90 網絡合作或資訊交流 1,268

目睹家暴兒少學
校處遇之轉知

0 其他 1,139

總計 8,152

目睹家暴兒少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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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成果與服務成效

(一) 個案服務

112年服務共244名目睹家暴兒童及少年，總服務人次達8,152人次。其中新案占42.2%共

103位，舊案占57.8%共141位。新案中台北市有80位；新北市有23位，案中男性占43.7%共45

位，女性占56.3%共58位。

112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103名，有68%之個案的結案原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

助後在人身安全狀況、目睹造成的影響、內在復原力、家長親職能力、親子關係、有正確暴力認

知、學習到自我求助的方式等均提高，目睹造成影響降低。有23%家長拒絕服務或個案無意願接

受而結案。其餘8%則是因為搬家、居住庇護所等其他因素結案。

(二) 團體工作服務

1、目睹暴力兒童團體

以目睹家庭暴力議題為焦點而設計的教育輔導、支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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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舉辦21場兒童團體，總計服務109人次。

2、親子共玩團體

運用親子表達性媒材、共玩活動創造親子正向互動經驗，並強化親子正向關係連結。進而

協助受暴家長增進親職功能、提升與子女之正向情感連結，並促進目睹兒童身心療癒與健康發

展、自我價值與自信的感受。112年舉辦5場親子共玩團體，總計服務39人次。

3、歲末感恩活動

針對本會服務之目睹家

暴子女以及家長，舉辦兼顧

身心紓壓與促進親子關係的

歲末派對活動，除親子共遊

的活動設計，亦規劃回顧過

去、展望未來的親子感恩時

間，藉此增進彼此關係及增

加親子交流的正向經驗，更達到身心放鬆之目的。112年舉辦1場歲末感恩活動，共服務28人次。

三、未來展望

婦援會服務目睹家暴兒少服務已逾20年，我們致力於協助兒少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在

服務過程中透過社工陪伴與會談討論暴力認知、情緒辨識與調適能力等，使兒少能長出更多

復原力。在未來我們期許自己除了更致力於深化目睹家暴兒少專業服務外，更能對外宣導目

睹家暴兒少知能，透過宣導的方式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目睹暴力服務的重要性與求助諮詢資

訊，鼓勵更多有需要的孩子或家庭可以主動求助。

兒童團體

【歲末感恩活動】農場體驗 【身心復原團體】面具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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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

112年聘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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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2陪同服務、3協助申請相關補助及提供

物資、4轉介服務、5電話諮詢、6責任通報服務、7諮詢服務、8團體輔導等服務。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服務
�讓我們陪伴你成長

　　「35歲的我回想起過去，總覺得過去三十幾年

人生都是空白的……，看著父母逐漸年老，但

留在我心中的傷痛卻未曾消逝，會不會未來

的三十年我也只能繼續空白如同空殼般地

度過這一生」，個案─阿君來訊求助時無

奈的表示。

　　在家庭中如附屬品般的存在，不能有

自己的聲音、意見、想法與表現，如果違

背家人想法就是一陣身體和言語的攻擊。

　　對於進入青壯年的阿君而言，渴望有人能

夠理解自己在家中承受的「暴力」，但過往的求助

經驗都只得到「你長大就會懂得我們的用心、你父母都是為了你好、大家都是這樣過

來的……」阿君的聲音從未好好被聽見，甚至當父母邁入年老後還得承擔照顧過程中

的責罵。

　　阿君的求助心聲僅只是希望能有人可以聽聽他說話，情緒需要一個出口和支持，

過往家內的暴力未曾有過被接住的經驗，但希望現在能夠有地方可以理解他的困境。

　　在與社工初次會談時，阿君激動落淚著述說，終於有人願意聽他說話，更願意看

見他的傷痛。透過社工的支持陪伴，帶領著阿君回顧自己童年以來的創傷，重新看見

和聽見自己，相信自己是被接納和認同的，也許過去的傷痛不會消失，但終究有機會

再次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文／李玉炫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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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成果與服務成效

(一) 個案服務

112年服務共60名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

者，總服務人次達650人次。其中新案占60%共36

位，舊案占40%共24位；而男性占31.7%共19位，

女性占68.3%共41位。

112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34名，

有77%之個案的結案原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解

決案主求助問題、提升案主內在能力、使案主身心

狀態或生活穩定而結案。有12%案主失聯而結案，

有10%是因為案主主動要求結案、轉介其他服務等

結案。

(二) 團體工作服務

112年共舉辦9場團體輔導，總計服務86人次。以沙龍式團體結合有關創傷、自我調適、 

壓力處理之知識，並加入成員分享、相互支持，以療癒童年目睹家暴之受害者。

(三) 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納入童年遭受家暴、性侵的成年受害者

婦援會有感於家庭暴力防治法未納入童年目睹家暴創傷成年的服務對象，導致其因為創

傷而影響其人際、就業、親密關係、生活等時，卻無協助資源可使用。故從110年開始嘗試

從研究、服務和倡議修法，終於112年倡議成功，於家庭暴力防治法新增第58-2條第2項：被

害人因於未成年遭受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或性侵害行為之創傷經驗，致影響生活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提供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

三、未來展望

112年度下半年最振奮人心的一件事，莫過於家庭暴

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這對於童年目睹受害的成人

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幫助。過往求助的個案，多表示未有

正式的資源管道可以進行諮詢或是有相關適切的法源或福

利可以使用，常常陷入求助無門的狀況，現有了法律的保

障後，期許未來有更多童年目睹服務資源的佈建，增進本

會在服務推展中，與社區資源更多的協力。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解決案主求助問題 13 38.3%

提升案主內在能力 10 29.4%

使案主身心狀態
或生活穩定

3 8.8%

案主失聯 4 11.8%

案主主動結束服務 2 5.9%

轉介其他服務 1 2.9%

現階段欲先處理
其他議題

1 2.9%

其　他 0 0%

總　計 34 100%

童年目睹家暴個案結案成效表

復原之路-童年目睹家暴創傷
療癒團體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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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

112年聘請2位社工師，運用危機調適理論與女性

主義社會工作理論，提供全國數位性暴力被害人專業

協助，服務內容包括：一般諮詢答覆、社會與心理評估

及處置、陪同服務、司法服務、網路影像下架協助、轉

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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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一) 個案服務

112年共服務299位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服務人

次計有2,729人次。新案有272案（91%），舊案有

27案（9%）。服務對象以女性居多有244人（81%）

，男性有38人（13%），不確定性別則有17人（6%

）。開案服務的個案中，有21人（40%）完成結案，

結案原因以經過協助後而解決問題為多（67%）。

數位性暴力
�網路世界停看聽，防治數位性暴力

　　「看到他的名字出現，我真的很害怕，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也從來不覺得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影片是我們還在一起時拍的，他當初有答應我會刪掉的，但是他

竟然……。」

　　面對前任伴侶以威脅散布性影像作為報復的手段，小琳（化名）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恐懼，以及深深的背叛感。因為同理小琳的擔心，社工師給予情緒支持，也教導小

琳如何蒐集證據，及提供法律和報案處理上的建議。同時社工師也協助小琳意識到其

所經歷的事情，是典型的復仇式色情，因此除了不要自我譴責之外，也要提醒自己在

未來發展親密關係的時候，對於保護自我和尊重他人的數位身體界線要多加留意。

　　「謝謝你願意了解我的事情，你的關心和回覆讓我覺得很溫暖，現在我已經整理

好心情，我會努力朝想要的方向前進。」

　　在服務進入結案準備的階段，可以看見小琳在社工師、律師和家人的陪伴之下，

相較於事件發生初期的緊張、焦慮，已經有更多的勇氣面對未來，社工師也鼓勵小琳

要帶著這份勇敢和堅強持續往前走。

服務內容 服務人次

一般諮詢答覆 965

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 490

陪同服務
（如報警、出庭、就醫）

23

司法服務（如法律問題答覆、
安排法律諮詢、教導保全證據）

592

網路影像下架協助 40

轉介服務（如心理諮商、
法律扶助）

103

責任通報 4

人身安全討論 117

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 17

資源或資訊提供 323

其他服務 50

個案接受各項服務之人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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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體工作服務

由資深臨床社工師帶領數位性暴力被害人支持團體，以線上、匿名方式進行，提高被害

人的參與意願，及避免其真實身分曝光。分別於112年7~8月和11~12月，辦理2期共8次團

體，合計有9人共27人次參與。團體確實發揮支持和充權被害人的成效，成員回饋到在團體

過程中，可以面對和敘說過往受暴經驗，互相給予支持，且透過重新詮釋受暴經驗的意義，

和思考面對被害人汙名的因應方式，得以找回主體性，減少自我責難，提升自我價值。

(三) 網絡專業人員訓練及倡議、宣導教育

112年分別在北、南部辦理4場訓練活動，共280位

社工、心理或教育輔導人員參加。在每場填寫回饋問卷者

中，皆有9成以上表示參加訓練有助提升其對數位性暴力

之認識及處遇技巧能力。 

112年搭配《後來的青春》微電影，針對高中職、

大專院校的學生及老師設計四種版本教案，並完成18場

校園宣導講座、17場專業人員宣導講座和7場社區宣導

講座，合計有10,025人次受益。同時，製作《網戀陷阱揭秘—數位身體界線，你／妳知道

嗎？》動畫短片，提升民眾對數位性隱私與自我保護意識，杜絕性影像被外流的風險。

112年進行「家長的數位公民素養及兒少數位

身體隱私教育態度調查」，了解家長的數位公民素

養、家中子女使用3C產品狀況及對數位身體隱私權

的態度，統計結果作為未來婦援會在數位身體隱私

教育、政策倡議的參考依據。另外，發表〈跟上數

位潮流，你準備好了嗎？—再思數位性暴力防治的

社工科技應用能力〉（社區發展季刊）、〈數據背

後的意義－再思數位性暴力之防治〉（社工專協研

討會）、〈數位科技對數位性暴力社工服務的機會

與挑戰〉（水沙連社工論壇）。

三、未來展望

113年除了繼續提供個案服務，發展被

害人團體方案，和辦理訓練課程以提升防治

網路人員專業知能，亦會進入校園、社區舉

辦宣導講座，甚至主動深入偏鄉地區進行分

享，促進民眾認識數位性暴力和數位身體界

線。同時，持續關注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施行

狀況，督促行政與立法機關完善不足之處，

以遏止數位性暴力犯罪事件發生。

婦援會杜執行長於台北場訓練擔任講師

婦援會「從心出發 與兒同行」記者會大合照  婦援會執行長
杜瑛秋、藝人李佩甄、婦援會董事長葉德蘭、律師許杏宜

「網戀陷阱揭秘—數位身體
界線，你／妳知道嗎？」

數位性暴力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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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

112年聘請1位社工，執行性交易服務者轉業諮詢暨資源網站建構、專業訓練課程、教育宣導活

動辦理以提升女性的性自主、經濟自主意識，促進其權益。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一) 社區校園教育宣傳

總計辦理6場社區、校園講座，以數位性別暴力、身體界線、人際交往互動及性自主權

等議題為主，共計975人次受惠。

(二) 女性自主漫畫繪製

完成5大主題，共計10篇漫畫的繪製(https://twrf.org.tw/info/category/14)，

並於本會FB、官網PO文宣傳，以FB貼文計算，總觸及人次達5,551人次。實體展

示部分，於11月25日起於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常態設展及人權辦桌市集之

擺攤活動中展示，總計430人次。

(三) 製作反色情懶人包，放置相關網路宣傳

製作完成「拒絕不當“攝”情，我可以…」

圖文懶人包，並於本會FB、官網、IG等平台多

方宣傳，總計觸及人次達10,474。

觀看漫畫

女性自主權
�妳值得被好好對待

　　Nancy和妹妹在很小的時候爸爸就因病過世，留下一筆債務，由媽媽一人每日兼兩

份工作辛苦養大兩姊妹，貼心的Nancy為減輕母親負擔，自國中便開始半工半讀，也結

識了一位暱稱葵葵的網友。

　　一日，葵葵向Nancy介紹一份海外工作，內容簡單且薪資優渥，基於現實因素的考

量及對葵葵的信任，Nancy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接下了這份工作，沒想到這竟是一場騙

局。抵達當地後，Nancy不僅被收走相關證件，更被囚禁、毆打及威脅誘騙更多受害者

前來，所幸最後在妹妹尋求相關資源的協助下，Nancy成功返回國內，雖然接下來還須

面對人口販運相關的訴訟，但有了妹妹與媽媽的支持，Nancy也有了面對一切的勇氣。

文／高立捷 社工師

反色情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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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轉業網站

(四) 建置「性交易服務者轉業諮詢暨資源網」

台灣雖然尚無合法性交易專區，但仍有許多性交易服務者，當中有人是迫於生計、遭逢

變故、甚至被誘騙威脅進入到這個產業。當這些性交易服務者想要退出或脫離這個產業，會

面臨到許多困難，又因為被歧視，導致難以求助或運用資源。婦援會建置「性交易服務者轉

業諮詢暨資源網」https://www.

twrf-cjs.org.tw/，內容有提供電

話及線上匿名諮詢服務轉業諮

詢、常見問題，例如針對就業、

醫療等議題之問答、統整各縣市

相關資源，如就業、托育等社會

資源、性交易服務者轉業故事分

享、網站公告及法律消息。

(五) 服務從事性交易女性之專業訓練

完成「台北」及「高雄」兩場次的「性交易服務者轉業協助專業訓練」，時

間上皆有安排滿6小時，並分別有38、30人次參與，共計68人次。80%以上學員

提升接觸服務對象的知能與技巧達成率。

三、未來展望

113年將持續運作「性交易服務者轉業諮詢網站」，維護和提升網站使用品質，並透過舉辦

轉業經驗徵稿活動，提供性交易服務者及一般民眾參考與認識。亦將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

內、外之專家學者、政府和民間單位代表，與關注性交易服務者轉業議題的民眾，共同探討促進

轉業、權益保障等相關政策之發展方向。

女性自主權漫畫掛軸

性轉業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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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與內容

婦援會近幾年發現遭受性騷擾被害人常常不知向誰求助，故提供全台遭受職場、校園、其他性

騷擾之被害人專業諮詢和服務。2023年來求助諮詢問題以申訴為主，包括要向誰申訴、申訴程序和

注意事項、被害人法律權益、證據提供等。如有涉及到性猥褻、性觸摸、跟蹤時，需要了解刑法、

跟蹤騷擾相關法律規範；如果是職場性騷擾案件，可能涉及勞資議題，連結勞動局服務。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2023年服務共30名遭到性騷擾受害者，總服務人次達80人次，服務項目包含：一般諮詢

答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陪同服務（報警/出庭/就醫）、司法服務（法律諮詢、訴訟程

序）、轉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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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29名，有82%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解

決案主求助之問題，18%之個案的結案原因，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而至少解決

其問題。

除了被害人服務外，婦援會參與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子法討論，接受多場企業邀請提

供性別平等與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性騷擾網絡專業人員訓練、性騷擾議題研討會等，讓民眾、

企業、網絡人員知道性騷擾被害人處境，進而提供具有性別意識的申訴或處理環境與措施。

三、未來展望

台灣這波「#MeToo」熱潮爆發，讓許多被害人勇於發聲，性平三法通過後，仍有許多

企業、民眾仍不知如何防治性騷擾和協助被害人。2024年婦援會將持續提供被害人諮詢服務

和各場域所需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服務。

性暴力被害人服務
�我們一起織起保護網

　　小寒來電告知遭到男性員工口語性與肢體性騷擾，告知社工師遭到性騷擾後，接續好

幾星期都感到害怕、恐懼，做惡夢，感覺自己身體髒了，被摸到地方彷彿少了一塊，身體

變得空空的。小寒雖然有提出申訴，公司依法進行處理措施和進入性平調查，但小寒擔心

騷擾者對其報復、公司處理會偏頗。

　　社工師告訴小寒職場性平調查流程，其出席調查注意事項、法律權益等外，與小寒討

論如何與公司進行反應與溝通其遭受性騷擾身心影響，並帶著小寒觀察檢視其勇於申訴

後，公司同事正向態度與反應以增加其自信。同時與小寒討論各種情緒抒發方式，建議其

必要時就醫改善焦慮情緒、睡眠障礙，並協助預備未來可能會遇到性騷擾者的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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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

婦援會從2003年提供外籍人口販運防治服務，2022年開始國人於海外遭人口販運服務。當被

害人返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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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熟識朋友鼓吹工作福利佳等而被受騙。

2023年服務共11名人口販運被害人，其中新案占63.6%共7位，舊案占36.4%共4位；而男性

占45.5%共5位，女性54.5占%共6位，總服務人次達206人次。

202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6名，仍有5名未結案，有100%之個案的結案原

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

除了個案服務外，有關於許多網絡人員對於國內人口販運被害人處境、身心創傷、需求

等狀況不了解，也不知如何提供協助，社工師接受警政、社政邀請進行9場250人專業訓練。

同時積極參與修法和修法後相關子法修訂會議，可以符合國人被誘騙海外人口販運被害人需

求，協助其返回台灣後，生活可以盡快穩定。

三、未來展望

人口販運防制法2023年終於修法完成，對於販運者的刑罰提高外，不管是國人或外國人

可有安置、經濟、醫療、司法、就業、居留等服務。對於人口販運方式與管道增加其他犯罪

手法，擴大被害人被販運樣態。美中不足的是，海外疑似人口販運因受限無法被鑑別，以致

影響後續相關救援經費使用。婦援會將持續關注人口販運議題，提供被害人所需要服務。

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
�聆聽、支持、重建

　　被害人曉鈴，因為家庭經濟不好，父母都已過世，上網找工作而被仲介到泰國要

工作，一下飛機就坐船到工作地點後才知道到了緬甸從事詐騙工作。透過台灣國際反

詐騙協會理事救回後被安置移民局，該理事通知婦援會社工師協助返國和返國後的協

助。社工師一方面了解曉鈴狀況和需求、安撫情緒，一方面協助連結移民署協助曉鈴

返國相關旅費、證件處理，移民局內生活和醫療照顧，另一方面轉介社家署、勞動發

展署安排返國後所需要居住、交通、經濟、就業服務。當曉鈴返國後，所有服務資源

就可以及時提供給她，協助盡快穩定生活，投入就業職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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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規模

聘用2位專案人員進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常設展的展示維護與定期辦理二主題特展，

提供參觀民眾導覽與互動。常設展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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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歷、聽阿嬤們說自己的故事、療傷和對日訴訟的過程。參觀民眾除能了解歷史真相，更

能進而反思戰爭性暴力對女性的傷害與影響、性別與人權議題。 同時進入學校、社區進行性別平

等及人權議題教育宣導，推廣性別暴力防治與反戰觀念。

二、服務成果與成效

112年度常設展以「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歷史為主題，兩期特展以「性暴力被害人創傷與復

原」及「人口販運」為主題。112年總計3,076參觀人次，並有52場團體預約。文物保存與典藏部

分，共完成526張照片翻攝、1幅畫作修復、25件藏品詮釋及列入典藏品。

(一) 上半年特展：復援你的心 - 性暴力被害人創傷與復原

本 次 特 展 將 從 阿 嬤 們 的 故 事

出發，說明陪伴性暴力被害者的復

原與重建的方式、倖存者的自我照

顧，以及阿嬤們參加身心工作坊的

歷程與作品，讓來訪民眾能夠更加

了解阿嬤所經歷的性暴力創傷與復

原之路。藉由認識性暴力事件的創

傷影響，以及對被害者身心復原的

歷程，讓民眾體認到創傷復原需要

多面向支持協助，並了解當生活周

遭出現性暴力事件時，能夠如何協

助受害者。

(二) 下半年特展：誠徵人口販運被害人 - 終止現代奴隸悲歌

此特展透過「『慰安婦』就是人口販運被害人」、「海外工作改善經濟卻成為人口販運

被害人」、「國外年輕人以觀光、求學名義被販運到台灣」三大子題及互動式體驗遊戲，讓

慰安婦紀念博物館 -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記憶歷史，婦援創傷

【復援你的心】特展海報 【誠徵人口販運被害人】特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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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館民眾了解人口販運議題，進而終止責難被害人、提高個人警覺及因應能力，期待人口販

運的悲劇不再上演。

(三) 與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中正紀念堂合作特展

112年1.2月與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合作，在台南、高雄舉辦【穿越時光隧道!從阿

嬤家文物展到數位性別暴力省思特展】，除了將阿嬤家常設展的4個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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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展出之外，也將「復原

你的心」特展內容結合數位性暴力防治宣導等資訊，展期約1個多月，參觀人次1,358人次。

112年12月與中正紀念堂合作「復援你的心 - 這次，讓我們接住你」特展，主題有接住

「#Me Too」受害人、甚麼是性暴力、生活中的性暴力、讓我們接住你、性暴力被害人的創

傷、性暴力被害人的復原、#MeToo催生性平三法修正與結語等部分。將「慰安婦」歷史與

性別平權、性別暴力議題傳遞出去。展出時間是112年12月23日至113年3月18日 ( 87天)，

參觀人次28,546人。

(四) 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性別平權與反戰講座

配合每年8月14日的國際「慰安婦」紀念日、12月世界人權日，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

人權館舉辦，聚焦於台籍「慰安婦」的歷史、身心工作坊及司法正義，獲得參與民眾97%整

體滿意度的好評；與中正紀念堂合作，結合時事並參考上系列參與民眾之反饋，更深更廣

地探討現今社會的性別議題，112年共舉辦6場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5場性別平權與反戰講

座，總計實體有137參與人次。

(五) 教具箱教育推廣及行動博物館

婦援會研製如同「行動博物館」的「『慰

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讓阿嬤家的概念與展

品，能隨著一只木箱帶進社區與校園中，並配

合《蘆葦花開》繪本，把阿嬤們的故事帶到台

灣各個角落。112年我們回應教育工作者的引

頸期盼，改版、增製「慰安婦」教具箱50組，

並舉辦2場種子師資培訓、22場進入校園/社區

活動，總計613參與人次。

三、未來展望

112年5月婦援會所服務最後一位阿嬤離世，之後除了要持續倡議日本政府可以勇於承認、道

歉與賠償外，更重要是要進行扎根教育，讓更多人認識「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歷史。台灣應該

正視自己的歷史，將慰安婦事件定位為對女性人權的嚴重侵害，記載在國史和歷史書籍中。教育

部門應納入慰安婦／軍事性奴隸事件於108課綱，讓每位學生都能知曉歷史真相與女性人權的重

要性。同時，政府也應該建立國家婦女人權館，保存相關文物並進行人權教育推動。只有如此，

我們才能共同守護人權、尊重性別平等，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

教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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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多元方式進行性別暴力議題之倡議

兒少數位身體界線–「從心出發，兒你同行」

於112年度，我們邀請知名藝人李佩甄擔任公

益大使。作為一位母親，佩甄認為孩子們從小的

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若孩子們可以知道甚麼東

西是不好的，可以選擇關掉或是拒絕，更要知道

他人若有不洽當的要求，需要報告老師或家長。

佩甄認為孩子有這樣的自覺是很重要的，強調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她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倡導

「從幼兒園開始的兒童數位身體界線教育」。不

僅引起社會大眾對這一議題的關注，更將婦援會的理念、服務和倡議推廣到更廣泛的群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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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共辦理10場，總計168參加人次。

2、 團體督導及個案研討：經由閱讀書籍、案例討論，瞭解社工員工作困境，並提升社工員對

於暴力之敏感度及認知，進而反思服務之信念與價值觀。內容包括如何培育、增進社工員

與督導的專業能力，以及管控服務品質。

112年共辦理13場團體督導、5場個案研討，總計183參與人次。 

社會倡議與教育宣導
�擁抱愛與尊重，拒絕暴力

佩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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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絡專業訓練、資源聯繫會議：為推廣並落實性別暴力防治，提升相關領域之社工人員與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如心理、社工、警政、司法、教育及輔導人員等）對於性別暴力之專

業知能，故舉辦親密關係/家庭暴力、目睹暴力兒少、數位性暴力等領域之網絡專業訓練，

以促進服務的輸送與後續的資源連結。

112年共辦理22場，總計804參與人次。

4、 教育宣導：為防治家庭暴力、數位性暴力、跟蹤騷擾、人口販運、性暴力等性別暴力議

題，主動或受邀進入學校、社區、機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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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涵蓋從幼兒園到研

究所之學生、老師、家長，以及社區民

眾，更包含社政、勞政、教會、警政、司

法、衛政等相關暴力防治網絡人員。宣導

內容為性別暴力的樣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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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以本會研製之各式媒材前進全台各地

數個校園、親子館、機構及社區，共進行

95場宣導，總計13,083人次受益。

5、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圖文與線上倡議宣導：為防治性別暴力、破除性別角色刻版印

象，同時對於弱勢處境女性連結提供所需服務，本會透過製作線上之懶人包、有獎徵答活

動、四格漫畫連載、防治宣導動畫短片及相關資源資訊網站建置，促使其經濟自主與消費

平權、性自主權意識的提升。

 112年完成1個懶人包及有獎徵答活動、5篇漫畫連載、1個資源網站建置、1部防治宣導動畫短

片，共獲得17,520觸及人次。

6、 Podcast《婦援你的心2》：本會製播全新一季節目《婦援你的心2》，全面升級視覺、音

質、來賓、內容等各方面品質，在分享台籍「慰安婦」歷史同時，也從不同的面向切入、探

討更多元及跨域的主題，包含：〈阿嬤們的故事—台籍「慰安婦」血淚史〉、〈同性婚姻之

後？—同性伴侶的婚姻與求子之路〉、〈我是男生，我

支持女性主義！—性別平權對男性的意義〉、〈人選之

「女」—女性參政之理想與困境〉、〈從睡美人到神力女

超人—影劇裡的性別刻劃〉、〈噓！我「那個」來了！—

從禁忌邁向月經平權〉共6個單集。盼能提高民眾的認識

和參與，達到推廣婦援會、性別平權議題及阿嬤家—和平

與女性人權館之效，將Podcast的影響力最大化地發揮！

 112年共製播6集，於6大平台上架，總下載量達12,432

次。

至文山婦女支持培力中心進行數位性暴力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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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4年性別圖像》幾項統計指標與指數，我國婦女地位相對其他國家

較為平等。然而在人身安全與司法的部分，女性仍然為性別暴力主要的被害人。根據衛生福利部統

計，在性影像雙法實施後，成人、兒少性影像遭散布的申訴案件中，女性占六成至七成。2023年比

2022年同期，成人申訴案件量多出數倍，顯示近年來性私密影像犯罪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婦援會104-112年服務的1,160位數位性暴力服務個案新案件中，有88%被害人是女性。求助

者與加害人雙方關係以前/現任伴侶36%最多，其次為未見面網友27%。性影像取得手法自拍（多

以愛情、打工等名義被誘騙）提供29%最多，其次是偷拍23%。實務案例不論是威脅散布或是已

散布，都讓被害人感到不安，因為當性影像外流，想要完全下架消失是較為困難。在網路螢幕的

另一端，彷彿有一群看不見的人，繼續將性私密影像下載、上傳、複製或分享，不斷循環下，將

會造成被害人終生難以抹滅的傷害與夢靨。

婦援會多年實務發現，要降低數位性暴力事件，需要進行全面

性數位身體隱私權、數位身體界線的扎根教育才是根本預防方式。

● 「數位身體隱私權」：是每個人有權決定在數位／網路中

運用自己身體隱私／性影像的方式，任何他人不可未經本人

同意，利用科技使用其身體隱私／性影像，這是一種侵犯人

權的行為，也會觸犯我國法律。

● 「數位身體界線」：每個人可以容許他人觀看或拍攝自己

身體的部位和範圍。

● 身體的紅綠燈區，每個人可以接受被碰觸、拍攝的區域。

 綠燈區：手、腳、肩等等，一般人可以碰觸。當別人碰觸、拍攝時，不會覺得尷尬或不舒服

的感覺。

黃燈區：腰部、頭、臉頰、耳朵、鼻子等等，只有親近的人可以碰觸、拍攝。

 紅燈區：胸部、生殖器官、臀部、大腿、嘴巴等等，只有自己和非常親密的對象可以碰觸與

拍攝。（拍攝性影像後被威脅恐嚇、散布風險高，不建議拍攝性影像）

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若是未成年人（18歲以下），即使是任何人（包括自己和家人）都不

可以隨意拍或錄影孩子的隱私處，包括拍裸照、拍穿內衣褲的清涼照、不可以用任何東西碰觸隱

私處。任何人（包含自己和家人），都不可以在聊天或遊戲群組、FB、直播等，放有兒少身體隱

私處的照片或錄影內容。

儘管台灣在性別平等方面相對進步，但在數位世界中，女性仍然是數位性暴力的主要受害，

尊重他人的數位身體界線也是維護性別尊重和安全的關鍵。

倡議內容
網路世界中女性是數位性暴力主要受害者，
婦援會呼籲每個人應有數位身體隱私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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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工生殖法》受到不分黨派的立委關注，已在醞釀修法。衛福部除了規劃《人工生殖法》

的修改草案，並陸續舉辦公聽會。婦女救援基金會認為《人工生殖法》跟代理孕母屬不同範疇的議

題，應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以保障女性擁有生育自己子女的生育權。因代

理孕母將女性的子宮當作他人的生產工具，將造成對女性，尤其弱勢女性的剝削。同時在懷孕中有照

顧、生產的風險，以及對孩子的情感部分，這些都對女性的身心健康也相當大，甚至會影響到胎兒。

這涉及不僅是人權，還有健康、法律及更多議題，不應該一起放在《人工生殖法》一起來修法。

代理孕母(surrogacy)指無法生理受孕或不願受孕的委託方，委託第三方婦女(代孕母)子宮內懷孕

生子，由該婦女代為孕育胎兒，待分娩後將嬰孩交與委託方。代理孕母目前最常見的人工生殖技術

選擇，為「人工授精」和「試管嬰兒」兩大技術。人工授精是挑選男性精液品質與活動力良好的精

蟲，送入代孕母子宮腔中，使代孕母懷孕。在基因遺傳的角度精子提供者與代孕母有血緣關係。而

試管嬰兒是以「體外受精」方式進行，卵子與精子先在體外結合受精、培養成胚胎，再將胚胎植回

代孕母體內。通常代孕母非卵子提供者，因此和胎兒沒有血緣關係。代孕委託方也不一定和胎兒有

血緣關係，可能另由精卵銀行提供精卵捐贈。

無論是「人工授精」或是「試管嬰兒」，皆涉及向另一位女性租用/借用子宮，將女性的子宮是視為

他人的生產工具而出現「商品化」的問題。實務上委託者和代孕母，具有經濟社會地位上的不對等，因

為一套代孕流程下來並不便宜，通常都是有錢人才有能力找代理孕母。以美國模式的商業代孕來說，費

用位在10萬美金到30萬美金，包含體外人工授精、胚胎培育，還有付給代孕母保險、醫療等費用。

代理孕母讓女性生育能力變成商業化或利他行為，女性主義倫理學家Susan Sherwin 1批評商業

代理孕母將女性化為生殖工具，代孕母是替委託者達成非本人的目的一個工具，而非傳統生育一樣

滿足自己或自身家庭內在價值。代孕母生育的目的不是在為自己或自己家庭，而是為了委託者，身

體成為他人利用的一種工具。儘管再怎麼的完備法律程序，例如用資格篩選確保代孕母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質及家庭照顧，仍無法避免女性受到人情壓力而被「自願」成為代孕母；或當女性處於經濟

或社會困境時，有可能會選擇從事代理孕母來增加經濟來源。以上兩種雖看似出於自由選擇，實際

上很容易因為代孕雙方地位不對等，使得代孕母的自主權被隱視。而有些代理孕母的技術會選擇多

胚胎移植的方法，來提高著床機會而形成多胎妊娠，在風險上比自然懷孕風險還大。

現今文化上，仍存在著「結婚生子」的傳統觀念，認為「一夫一妻及孩子」才是完整的婚姻家

庭基礎，使得許多未婚或不孕的異性戀配偶承受結婚生子壓力。婦援會將致力改變傳統社會文化中

女性渴望有子女的壓力，讓收養子女成為一種代理孕母替代方案。因此，婦援會認為，女性子宮不

可作為他人生產的工具或商品，基於保障女性生育自主和身體自主權、身心傷害的風險與權益，不

贊成代理孕母合法化。

倡議內容
婦女救援基金會立場聲明：
代理孕母應與人工生殖法脫鉤

1�Sherwin, S. (1992). No Longer Patient: Feminist Ethics and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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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2023年全台網路用戶已達總人口９成！因此可以理解為，使用各種網路多元行

銷渠道已是常態，為迅速並有效傳遞倡議資訊，以數位媒材深度擴張宣導力量，婦女救援基金會

持續創新開創各種宣傳型態。

一、112年公益大使 - 李佩甄「從心出發，兒你同行」

婦援會從數位性暴力防治服務實務經驗當中，發現數位性暴力被害人與加害人年齡逐漸下

降，曾服務最年幼之被害者年僅10歲，此狀況顯示許多兒少因情感、同儕因素，加上缺乏數位性

隱私與自我保護意識，而容易受到誘騙。

二、愛心企業、公益合作

除了補助型基金會長期的協助，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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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

眼鏡、聯邦銀行yesgogogo、資生

堂、街口支付、時代力量、美廉社、真

愛大健康、炳翰人蔘、友達陽光伏特

家、巧絲顏、Lucy's等企業，共同號

召用愛募集及邀請消費者一起做公益、

捐助婦女兒少生活所需。

企劃宣傳
多元曝光渠道，數位媒材擴張宣導

名人代言 - 李佩甄

愛心企業 - 美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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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宣傳媒介的運用方面，則有臺北大眾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捷運燈箱、7-ELEVEN統一超商公益露出，與

婦援會共同合作傳達終止暴力的理念給民眾。

三、全方位行銷渠道，訊息傳遞零死角

為呈現婦援會各項服務內涵，讓倡議訊息零死角

傳遞給新舊朋友，除了透過影像拍攝，改版製播自媒體

Podcast 頻道《婦援你的心2》，使宣導更加全面，同

時運用線上不同管道，線上如：社群平台、YouTube影

片、Podcast、數位廣告投放、yahoo原生廣告；線下

如：美廉社門市、台北大眾捷運公司燈箱、桃園機場勸

募捐款箱、7-ELEVEN統一超商公益。

其中，位於台北文德捷運站的燈箱廣告觸及單月近

30萬人，婦援會Podcast節目《婦援你的心2》下載量

更是突破１萬２千人。

四、2023從心出發 兒你同行，2024一起捍衛數位身體隱私權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路的普及，數位性暴力犯罪類型也日益增加，而想要降低數位性暴力的

威脅，除了治標－提供被害人服務，更須治本－進行預防教育宣導，並向下擴及到幼兒、家長和

家庭。

因此，本會於2024年推出「數位身體隱私權」勸募專案。除了救援、輔導遭受數位性暴力的

被害人之外，也針對成人及兒少，進行「數位身體隱私權」與「數位身體界線」之教育宣導、倡

議活動，以達到數位性暴力三級預防效益。

婦女救援基金會在有限的資源與人力下，在企劃宣傳部分充分利用多種行銷渠道，讓理念能

更廣泛地傳遞。同時也要感謝許多學校、企業、團體及輔助型基金會的積極接洽，與本會進行各

類型之公益合作。期盼未來各界夥伴持續支持我們「救援創傷，推動改革」，共同參與性別平等

及性別暴力防治！

Podcast -「婦援你的心2」捷運文德站燈箱廣告

公益合作 - 聯邦銀行yes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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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者會倡議宣傳

112年疫情逐漸趨緩，本會主辦、協辦、參與共24場記者會，參與政府與民間發起的數位性暴

力四法：中華民國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家庭暴力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性平三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等9個修法及政策會議；同時參與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體檢報告發表會記者會等。接受

媒體採訪24次、主發稿則數268則，媒體露出內容包括性別倡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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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則。其中主辦5場記者會，主題包含：數位性暴

力防制四法、兒少數位身體界線、家庭暴力防治、台籍「慰安婦」、#MeToo運動。

二、媒體倡議宣傳

運用婦援會自媒體平台等渠道，推廣之倡議內容並針對時事議題發表本會聲明，112年共計

268則報導／露出。

媒體露出
112年媒體露出全紀錄

媒體露出媒體露出

2023-03-16 JNN華岡午間新聞／

阿嬤家博物館 保存慰安婦堅毅故事

2023-09-23 老師好話題／

淺談數位性別暴力 ft. 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杜瑛秋執行長

2023-08-27【燦爛時光會客室】｜第432集

家暴殺夫判七年惹議 「國民法官」能斷家暴事？專訪 杜瑛秋

2023-05-22 風傳媒／

最後一位「台籍慰安婦」阿嬤離世！　
婦援會悲慟發聲「不讓歷史消失」：持續要
求日本政府道歉

2023-03-16 中央通訊社／

社福團體呼籲 社福基本法立法精神應以人為本

2023-05-17 多多益善／

沒有停下腳步的救援，婦援會 35 年的重重挑戰

2023-04-07 中央通訊社／

護身體界線 婦團籲數位公民素養教育提前至幼兒園

2023-06-06 信傳媒／

台灣職場MeToo運動 讓性騷被害人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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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7,654 34.34%

委辦收入 15,216,435 44.30%

補助收入 5,488,467 15.98%

企業民間合作 1,111,410 3.24%

其他收入 736,806 2.14%

收入合計 34,350,772 100.00%

婚姻暴力防治服務 10,963,824 36.27%

目睹暴力兒少服務 4,281,414 14.16%

前台籍慰安婦服務 222,726 0.74%

倡議研發 (含性別暴力防治服務) 6,287,043 20.80%

博物館經營 3,380,045 11.18%

綜合規劃 1,922,028 6.36%

組織發展與會務運作 3,171,395 10.49%

支出合計 30,228,475 100.00%

本期餘絀 4,122,297 12.00%

112年度財務收支狀況

1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支出分配圖

前台籍慰安婦服務

0.74%

博物館經營 11.18%

綜合規劃 6.36%

組織發展與會務運作

10.49%

目睹暴力兒少服務

14.16%

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

婚姻暴力防治服務

 36.27%

倡議研發
(含性別暴力防治服務)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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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夥伴致謝
謝謝支持婦援會的親朋好友，112年感謝有您

 公部門

總統府、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內政部移民署、警政署、國家人權委員會、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台北市社會局、新北市社會局、以色列駐台辦公室、范雲立委辦公室、吳玉琴

立委辦公室、王婉諭立委辦公室、高嘉瑜立委辦公室、黃世杰立委辦公室、林亮君議員辦公

室、陳琬惠立委辦公室、民進黨性別平等部、時代力量黨部、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桃園地

方檢察署、雲林地院、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

庭暴力暨家事事件聯合服務中心、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暨家事事件聯合服務中心、新

北市政府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內政部移民署新北市服務站、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北海岸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文山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蘆洲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NGO / 團體

iW 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台灣展翅協會、國家人權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

應柴秀珍女士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曾水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吉富公益慈

善基金會、財團法人臺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明倫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珍珠家園婦女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財團法

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串門子社會設計有限公司、南投

性平私塾、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三玉工坊、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財

團法人現代婦女基金會、YWCA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

利協會–士林老人服務中心、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星辰會所、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

市律師公會、台中市律師公會、勵馨基金會、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新女性聯

合會、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伊甸基金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台北市婦女館、財

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黃清

26 向夥伴致謝向夥伴致謝



標慈善基金會、立端科技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

鍾鳳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友達光電服份有限公司/友達永續基金會、國泰慈善基金會、

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人口販運防制監督聯盟、犯罪被害人監督聯盟、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台灣國際反詐騙協會、媒體改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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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若蘭、林志峰、吳志光、劉淑瓊、潘淑滿、方念萱、顏上晴、盧映潔、廖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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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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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惠昭、謝幸吟、陳金燕、薛琮勛、黃寶誼、徐承蔭、王筱晴、謝承甫、郭富明

 企業 / 媒體

瑪力家族影像製作有限公司、漢斯國際印刷有限公司、玖博藝文、葳泰有限公司、神威影印

民權店、八木有限公司、傳勝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幸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里仁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愛飯團 / 好心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朋烘焙甜點坊、昇

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嵥傑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InSeed 益喜氏、十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彩晶、彥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伊索化妝品公司、紅布朗國際有限公司、華碩再生電腦專案辦公室、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航空、台灣百尼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賀眾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風潮唱片、善耕365公益媒合平台、克洛有限公司(Lucy's)、巧絲顏、炳翰人參、三商

家購股份有限公司(美廉社)、真愛大健康(寰宇中道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資生堂股份

有限公司、聯邦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島眼鏡、美商默沙東藥廠台灣分公司、台灣大哥

大股份有限公司、仲誼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雀巢股份有限

公司、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巨大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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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大事記

 綜合規劃組

2023.1　  記者會｜參與民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

盟記者會

  記者會｜參與三讀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少性剝削犯罪防治條例》修正

草案記者會

2023.2　 會議｜出席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通過修

法影響會議

特展｜穿越時光隧道－從阿嬤家的文物展

到數位時代性別暴力的省思

 會議｜出席民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

會議

會議｜出席人權指標會議

2023.3　  會議｜衛福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

小組委員會

新聞稿｜三八婦女節–婦援會與兔兔超人

暖心關懷受暴婦女及兒少

記者會｜出席衛福部舉辦《性影像犯罪防

制「二要三不」齊守護》記者會

論 壇｜ U N C S W 6 7 線 上 論 壇 發 表

"Empowering Women's Digital Ability"（增強

數位女力）

記者會｜出席《社福基本法》即將上路，

為無家者、受虐兒及受暴者請命記者會

2023.4　 記者會｜《從心出發，兒你同行》記者會

記者會｜出席法務部舉辦司改前進校園講

座記者會

會議｜出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二、三場審查會議

2023.5　 會議｜出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四場審查會議

新聞稿｜前台籍「慰安婦」阿嬤去世消息稿

訓練｜112年度數位性暴力防治網絡專業

人員訓練高雄場

會議｜參與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2023.6　 記者會｜家暴預防，誰都不漏接 家庭暴力

防治月聯合記者會

公益代言人｜公益大使李佩甄呼籲守護兒

少、終止性別暴力

發表｜跟上數位潮流，你準備好了

嗎？–再思數位性暴力防治的社工科技

應用能力發表於社區發展季刊182期

聲明｜支持性暴力倖存者發聲，反對消

費婦女團體聲明稿

2023.7　  記者會｜出席《范雲與婦團提出性平三

法修正草案》記者會

記者會｜出席《司法Me Too勿輕縱，修

法時刻不放過》記者會

會議｜與媒體對話專家座談會

會議｜出席家暴被害人暨性影像被害人

（成人）案件服務規劃草案會議

會議｜出席「性私密影像被害人權益保

障事項說明」草案第一次專家座談會

聲明｜國民法官法「家暴殺夫」判決，

看不見家暴受虐者的創傷與恐懼

2023.8　  專案｜《從心出發，兒你同行》勸募專案

會議｜出席防治人口販運聯盟會議

2023.9　訓練｜數位性別暴力專業人員訓練

課程｜性別暴力零容忍《號召吹笛人》

種子師資培訓

2023.10　 課程｜性別暴力零容忍《號召吹笛人》

種子師資培訓

會議｜出席兩公約第3次國家報告討論性

意見與建議部分點次行動回應表審查會議

會議｜出席職場性騷擾調查人員培訓及

法令疑義座談會

記者會｜出席《不能讓 #MeToo 受害者

孤單承受！》記者會

2023.11　 會議｜出席「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

則」草案研商會議

研討會｜出席數位性別暴力男性服務實

務工作研討會

會議｜出席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第十屆

第七次婦女福利委員會

記者會｜出席《2024總統大選人權政見

評析》記者會

訓練｜性交易服務者轉業協助專業訓練

2023.12　 論壇｜Launch of Second Edition: Youth 

Guide To End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Toolkit

2023.01-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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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出席《2023立法院年度代表字及

十大新聞票選大公開》記者會

記者會｜出席《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

書體檢報告發表會》記者會

訓練｜性交易服務者轉業協助專業訓練

 台北目睹兒少組

2023.3　宣導｜三玉幼兒園園遊會宣導

團體｜目睹家暴兒童團體

2023.5　團體｜目睹兒少校園輔導焦點團體

講座｜親職講座

2023.6　宣導｜家暴月街訪宣導

共識營｜網絡凝聚共識營

2023.7　團體｜親子共玩團體

2023.10　團體｜目睹知能課程校園目睹兒童團體

團體｜校園目睹兒童團體

2023.11　宣導｜家庭暴力防治社區宣導–親子館

2023.12　活動｜親子活動 (歲末感恩活動)

共識營｜網絡凝聚共識營

 新北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組

2023.3　 講座｜從心出發～面對壓力不憂鬱

講座｜做自己的整理師～從心到空間的整理

2023.5　 講座｜植入你的心～製作五行花草茶打開

感官

共識營｜舉辦112年安全防護網第五區共識營

2023.6　 講座｜鬆綁關係中的鏈條～談親密關係中

的情緒勒索

拜訪｜警察節拜訪–淡水分局及轄區派出所

2023.7　 團體｜愛的協奏曲–關係中的親職衝突與

自我照顧

2023.8　 團體｜目睹家暴兒童團體

 講座｜我的祕密花園–創造永生花樹

2023.9　 活動｜親子FUN鬆遊–卡斯蒂菈樂園

 講座｜成為爸媽之前，成為我

2023.11　活動｜歲末感恩派對–鶯歌之旅

 講座｜相親相愛偕手成長–淺談手足間的

糾葛情緒

2023.12　 講座｜好－好照顧你，好好照顧我–童年

經驗所帶來的影響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2023.6　 常設展翻譯展版更新(英文、日文、韓文)

2023.7　 特展｜《誠徵人口販運被害人，終止現代

奴隸悲歌特展》

2023.8　 講座｜蘆葦花開–走進校園＆社區(共22場)

講座｜他們的故事–《阿嬤的秘密》放映

會及映後座談

講座｜創傷復原之旅–阿嬤們的身心工作

坊

講座｜司法正義了嗎？–阿嬤的對日訴訟

之路

記者會｜盼不到國際轉型正義，等不到台

灣歷史定位–814臺籍慰安婦悼念記者會

記者會

2023.9　 講座｜外籍生的學習陷阱–台灣外籍生黑

工事件

講座｜前台籍慰安婦被販運與海外國人被

販運的手法認識

講座｜被販運到海外被害人的救援現況與

趨勢

2023.10　 研習｜「慰安婦」教具箱種子師資研習

2023.11　研習｜「慰安婦」教具箱種子師資研習

會議｜典藏專業諮詢會議（25件藏品入

典藏）

講座｜男性，父權體制下的得利者和受害

者–拆解男性性別枷鎖

講座｜妳被性騷妳也有錯–談被羞辱的

#MeToo受害者

講座｜我不會讓妳/你一個人–如何幫助

性侵/家暴受害者

會議｜葉德蘭董事長參與第31屆亞洲團

結會議並擔任講者

2023.12　講座｜女性移工之人口販運問題

會議｜葉德蘭董事長赴韓國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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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JN Meeting 2023）

講座｜前台籍「慰安婦」之人口販運問題

與身心修復

 特展｜與中正紀念堂合作展出「復援你的

心」特展

29112年度大事記112年度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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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倡議　　     □ 人口販運服務　　          
□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服務　　□ 不指定．支持本會

捐款感謝禮
□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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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bon 及 OPE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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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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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131360209 號

※請填妥後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寄回即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單次捐款900元(含)以
上或定期捐款100元
持續達一年(含)以上

    41℃ 蒸氣眼罩
 (10片)1盒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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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慶  超級水感
玫瑰面膜 (5片)1盒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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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慶  健康100
 益生菌 (30包)1盒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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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蒔蘊生技 蘊活油(20ml)1瓶
+ 蘊平油(20ml)1瓶

送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救 援 創 傷   推 動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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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做公益　一嗶就搞定！

婦援會電子發票大募集

方式一：開口說愛

結帳時，只要向服務人員說出8595

（幫我救我），就能捐出發票輕鬆

做公益。

方式二：嗶出愛的聲音，條碼隨身帶 

剪下下方婦援會專屬愛心條碼卡片

隨身攜帶，或下載「愛心碼APP」，

並將婦援會存為口袋名單，結帳

時，出示讓店員掃瞄，即可完成。

幫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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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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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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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們的故事–台籍「慰安婦」血淚史

人選之「女」–女性參政之理想
與困境 ft.范雲

從睡美人到神力女超人–影劇裡的性
別刻劃 ft.劉瑜萱製作人、鄧依涵導演

噓！我「那個」來了！–從禁忌
邁向月經平權 ft.月經一姐凡妮莎

同性婚姻之後？–同性伴侶的婚姻與
求子之路 ft.兔女狼

我是男生，我支持女性主義！
–性別平權對男性的意義 ft.朱家安

婦援會自2022年製播Podcast 節目《婦援你的心》，

除了傳達關於性別暴力、台籍「慰安婦」的知識外，

也推廣性別平權以及人權議題。

2023年婦援會延續此一精神，

全面升級並推出第二季節目，

為大家帶來６個多元、精彩的主題！

本節目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製作播出。

掃描此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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