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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數位化的影響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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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家庭暴力通報事件類型分析

親密關係暴力 兒少保護 老人虐待 其他家庭成員間暴力 總計

資料來源：張秀鴛、邱琇琳、陳映竹、江杏霙（202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家庭暴力之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75)，63-7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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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年齡層：
• 國內：18～74歲曾有親密關係的婦女
• 國際：15歲以上曾有親密關係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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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對親密關係暴力的認知與意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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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看的見」（visible）到「看不見」（invisible）的暴力

2.從實體到數位的暴力

3.從身體傷害到精神脅迫

2.暴力手法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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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需關注的暴力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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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 2021年(件數) 2020年（件數） 增減情形

1/1-5/15 54,799 50,445 +8.6%

5/16-6/30 17,688 18,510 -4.4%

資料來源：張秀鴛、邱琇琳、陳映竹、江杏霙（202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家庭暴力之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75)，63-77 7



案件類型 2021年 2020年 增減情形

親密關係暴力 8,390 8,846 -5.2%

兒少保護 2,319 3,528 -34.3%

老人保護 1,263 1,110 +13.8%

其他家庭成員間暴力 5,716 5,026 +13.7%

小計 16,588 18,510 -10.4%

資料來源：張秀鴛、邱琇琳、陳映竹、江杏霙（202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家庭暴力之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75)，63-77 8



政策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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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意識的提升

1-1 家暴防治主流化

1-2 社區化、鄰里化、「到宅者」的教育宣導

2.「數位」是重中之重

2-1 掌握數位科技、資通訊科技對家庭暴力的影響

2-2 提升數位設備硬體設施、軟體服務的便利

2-3 提升工作者的數位意識與能力

3.推動企業參與家暴防治工作

3-1 友善職場

3-2 反歧視

3-3 職場教育與安全規定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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