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家庭暴力對於勞工和工作場所之影響調查結果 – 中華民國全

國總工會（CFL）和國際工會聯合會-亞太區會（ITUC-AP）共同研究 

 

此調查，由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和國際工會聯合會-亞太區會(ITUC-AP)1之研究人

員共同執行，並與來自家庭暴力研究網絡機構dv@wORKnET研究人員合作研究，

此機構由世界上廣集的網路研究員、家庭暴力專家、勞工和社會勞動組織，專門

研究家庭暴力，及對於工作場所之影響的機動性知識。主要搜集在網絡大數據下，

提供有利的證據，藉此幫助制定合法安全的工作場所政策，同時有效預防工作職

場暴力。 

 

調查方法 

 

在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年間，西安大略大學和國際工會聯合會-亞太區會的

研究人員與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合作，進行國際性的線上研究調查，對於家庭暴

力在勞工和工作場所之間產生的影響。此項調查提供中文和英文版形式，不管是

否親身遭受過家庭暴力的經歷，同時，開放 15 歲以上的男女對象接受調查。  

 
該調查包括 55 個以上的問題，主要著重勞工在家庭暴力和工作場所上的經驗，

其中，包括他們是否遭受過家庭暴力的問題，以及，他們所知道正在經歷或犯下

家庭暴力的行為者，例如，身邊曾經歷家庭暴力的同事，是否願意向身邊的人傾

訴，以及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受到怎麼樣的協助。此外，同時，對外籍家庭

工作者詢問，遭受雇主或雇主家人的家庭暴力經歷。該項調查由西安大略大學倫

理研究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公開本報告主要的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參與對象 

 

該項調查，總共由 1,816 人完成調查。 調查之比例均當，由 53%的女性和 47%

的男性完成，剩餘 0.3%的比例，為其他的調查結果。 綜觀所有受訪者，大多數

的受訪者為 25 至 44 歲之間（圖 1） ，許多的受訪者 39%為單身，其次有 38%

已婚。大多數有 48%的受訪者，沒有任何親屬或子女，其次 45%的受訪者有親屬，

無論自身子女或其他人的親屬。 

 

 

 

                                                        
1 ITUC-AP 為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所屬下的 5 個分支之一，其所代表的為亞太區 34 個國家

之 59 個區域組織，擁有超過 2 千 3 百萬的勞工人口（www.ituc-ap.org）。 

http://www.ituc-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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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年齡類別 

 

 

 

 

 

 

 

 

 

 

 

 

 

 

 

 

 

受訪者回應率最高的城市有 3 個城市，分別由最高占 16%的台中市，其次為占

11%的台北市，最後為新北市 8%的回應率，其餘的縣市各占不到 5%。 

 
就業情形 

 

樣本中，有 56%的勞工大多數為受薪者(見圖 2.)，剩餘的受訪者為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庭工作者、打工、待業，其他的部分，例如學生。有 76%的受訪者表示，

接受調查時是全職工作者，其中家庭工作的受訪者占 25%。 

圖表 2. 就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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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 3.顯示，受訪者的工作場所與規模有所不同，大多數工作者涵蓋在 20-99

人的範圍，每個級距來自不同的部門，其代表性相當平均，代表性的三大行業有： 

服務業為 10%，金融保險業為 9%，接著是教育 7%。 

表格 1.顯示，所有受訪者的工作，涵蓋這些工作部門。 

圖表 3. 工作場所規模 

 

表格 1. 工作行業 

工作行業                                              % 
農業、林業、漁業或畜牧業 5% 

資訊傳播 7% 

石礦業 2% 

金融及保險業 9% 

製造業 6% 

房地產 6% 

電力天然氣供應 5% 

支援服務 5% 

供水及改善支援活動 3% 

教育 7% 

建築 2% 

藝術及休閒娛樂 5% 

批發及零售商 5% 

健康照護及社工活動 3% 

運輸與倉儲 4% 

特殊專業、科學和科技活動 4% 

住宿及餐飲服務 7% 

公共行政及防衛；社會安全 5% 

其他服務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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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家庭暴力的經驗 

 
在所有調查問卷中，約有 13%的受訪者報告表示他們經歷過和人生中親密伴侶的

家庭暴力；在這些 13%的受訪者中，有 6％的人指出，他們在完成調查後的最近

一年內，曾經歷過家庭暴力，有 6%的受訪者表示，在一年多以前曾經有家庭暴

力的經歷。最常見的情形，為精神/心理上的暴力(見圖表 4.)。 

圖表 4. 遭受虐待之種類劃分 

 

 

 
根據圖表 5.顯示，約 37%的受訪者遭受丈夫虐待，其他家庭成員有 21%，例如父

母親、兄弟姊妹等。其次的 21％為妻子，女朋友為 11%，男朋友為 10%。 

圖表 5. 家庭暴力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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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對於工作場所之影響 

 

對於遭受家庭暴力經驗的受訪者而言，有 67%表示，家庭暴力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能力。有半數受訪者在調查中也指出，家庭暴力對於工作上有‘經常’和‘無時

無刻’收到影響。也就是，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家暴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能力

(見圖表 6.)。 

圖表 6. 家庭暴力對於工作表現/能力上之影響 

 
 

家庭暴力對於工作表現之影響種類，有近三分之一表示工作時，32%的人處於分

心狀態，29%的人感到疲累(見圖表 7.)。此外，有 15%的受訪者表示，家庭暴力

影響了他們工作上的表現。 

圖表 7. 因為家庭暴力導致工作表現受影響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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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4%的受訪者表示，家庭暴力導致他們工作上的遲到。導致缺勤和遲到最常見

的原因，有 51%的受訪者表示由於對方偷走或不願意給交通費或汽機車鑰匙，同

樣的有 46%是身體傷害，有 29%是行動受限制或被鎖在家裡，手機被取走或隱藏

的占有 28%，其工作服或文件被隱藏的占有 26%，還有，家庭暴力行為人拒絕照

顧家庭成員和子女的部分有 25%(見圖表 8.)。 

圖表 8. 家庭暴力導致工作上缺勤和遲到之相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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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家庭暴力對受害者們的影響的話，受訪者表示有許多在工作場所附近

經歷家庭暴力的負面經歷。最常見的工作場所的家庭暴力行為，是電話和短信的

辱罵行為(見圖表 9.)。 

圖表 9. 工作場所中遭受家庭暴力的負面經歷 

 

 

 

 

 

 

 

 

 

 

 

 

 

 

 

 

 
整體來說，有 61%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表示，因家庭暴力的問題不得不空出休息工

作時間，約 63%的人被允許工作休假。對於那些沒有休假的人，大多數有 53%的

人沒有採取任何行為，而其他受訪者表示，有 32%的人前往其他機構，或有 18%

的人前往工會獲得支援。其受訪者有占大多數 40%的人，利用工作休息時間處理

醫療健康和住宿的家庭暴力的問題(見圖表 10.)。 

圖表 10. 因為家暴而需要中斷工作並暫時離開工作崗位之請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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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20% 

18% 

11% 

21% 

2% 

They were harmed or threatened

They had to deal with frequent phone calls,
messages, or emails from the abusive person

They were stressed or concerned about your
situation

Their work load increased or their scheduled
changed

DV caused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you
and co-workers

I don't think the DV affected them

Other
其他 

我不認為家暴會影響同事 

家暴導致您和同事間的關係緊張、發生衝突 

 同事的工作負荷增加或必須更動班表 

同事對您的處境感到緊張或擔憂 

同事經常必須處理來自施暴者的來電、簡訊或電子郵件 

同事被傷害或威脅 

有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工作中曾經因為討家暴經歷而遇到困難。例如，有

48%的受訪者表示，當他們向雇主提出家庭暴力的問題，往往遭受到雇主的歧視、

消極和不利的對待。此外，有 56%的受訪者表示，因自身遭受家庭暴力而失去工

作。遭解僱或者因家庭暴力遭受歧視的人，有 36%的人聯繫工會，有 26%的人爭

取得到其他機構的支持，而 34%的人沒有採取任何作為(見圖表 11.)。 

圖表 11. 因家庭暴力而被解僱和歧視的回應 

 

 
調查受訪者和同事之間，因工作場所的家庭暴力有著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影響，最

常見的情形是，有 20%指出，同事對於遭受家庭暴力的受訪者處境感到緊張或擔

憂。有 1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同事受到威嚇和傷害的經驗，接近四分之一的

調查表示，他們的同事因此受到牽連，使得工作量增加和需要做時間調整等變化。

剩餘的部分，有 21%的調查表示未受到工作場所的家庭暴力影響(見圖表 12.)。 

圖表 12. 家庭暴力對同事的影響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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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報告顯示，有 43%的受訪者表示，正處於和家庭暴力行使人同樣的工作

場所。這種近距離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家庭暴力行使人的行為，對雇

主來說，同時確保受害者和同事的安全變成了一種挑戰(見圖表 13.)。 

圖表 13. 受訪者與施暴者同處同一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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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作場所的反映和揭露家庭暴力反映和揭露 

 
根據圖表 14.顯示，整體而言，有 53%的人表示，他們在工作場所會向某些人傾

訴與討論。其中，調查內容透漏，有 92%的人認為，他們傾訴經歷是有幫助的，

接著，有 69%的人認為，同事是最常見的幫助和同情的來源，有 84%的人都獲得

了幫助的資訊，其中 37%來自同事，及 20%是協助家庭暴力的人員。較少的受訪

者，有 32%的人表示他們討論了安全計畫，其中有 48%的人為同事，與受害者討

論是最常見的；其中 30%的人為協助家庭暴力的人員。調查結果表示，有 41%的

受害者在傾訴他們受暴的訊息時是被保密的，來源有 67%來自同事和 13%的協助

人員。最後，少數有 21%的受害者獲得轉介，由 60%的專業人員處理該事件。 

圖表 14. 家庭暴力在工作場所中有揭發的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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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 15.顯示，受訪者選擇不與工作場所的人談論家庭暴力的理由，最常見

的情況，是受訪者希望保持隱私。 

圖表 15. 不在工作場所上揭發家庭暴力原因 

 

 
遭受家庭暴力的外籍家庭工作者經驗  

 

根據圖表 A.顯示，本次完成調查的家庭工作者，共有 450 人，佔總人數的 25%，

有 60%的家庭工作者住在雇主家中，其餘 40%的外籍家庭工作者則表示和雇主分

開居住。   

 

和雇主分開居住的家庭工作者之中，有大約 20%的人受到家人的家庭暴力, 其中

有 35%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曾遭受家庭暴力，有 65%的人不止一年的經歷。確定

受訪者皆為家庭僱傭關係下，有 12%的人表示皆遭受雇主和家人的家庭暴力對

待。 

 

令人遺憾的是，有 58%的家庭工作者表示，他們有被雇主和其他的家人辱罵，最

常見的家庭暴力行為是心理上和情緒上的虐待。例如，稱呼他們名字、缺乏餐食

供給，過去和現在的雇主，最常見的虐待行為是限制自由。例如，禁止和家人或

朋友的接觸、不給予休假。比起以前的雇主，他們更頻繁地受到騷擾和威迫。例

如，收取餐費、住宿費用和醫療費用等。比照圖表 16.和圖表 17.顯示，過去的雇

主和現在的雇主對家庭工作者的家庭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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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A.家庭傭工從家庭成員和雇主經歷家庭暴力的百分比 

 

圖表 16.來自當前雇主的威脅，有經驗及受虐待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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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來自過去雇主的威脅，有經驗及受虐待之類型 

 

 

一些經歷家庭暴力的家庭傭工向正式協助機關提報虐待的情形。最常見的服務/

機構是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其次是工會/協會，宗教相關的非政府組織等。

其中 13％的家庭傭工沒有接觸任何正式的服務。圖表 18.概述了所有聯繫的服

務。 

 

圖表 18.經歷過虐待的家庭傭工正式服務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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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54％）的家庭傭工表示，當他們提報虐待經驗時，是‚很少‛或‚一

點也沒有‛幫助的。雖然大約三分之一的人發現這些服務的提報是‚大多數‛或

‚一直以來都有幫助‛（見圖表 19.）。 

 

圖表 19. 家庭傭工舉報後得到幫助的機率 

 

 

 

 

 

 

 

 

 

 

 

 

大多數家庭傭工（76％）都知到受虐待之家庭傭工的服務（例如：臨時庇護所，

免費諮詢）。 

 

家庭暴力在工作場所的共同工作經驗 

 

有受訪者被問及是否知道他的同事正在經歷家庭暴力，其中 41％表示他們是知

道的。只有 12％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他們不知道/沒意識到同事中有誰受到家庭

暴力的影響。在那些知道受家暴影響的同事當中，許多受訪者表示受害人在工作

中受到多種影響（見圖表 20.）。超過一半（56％）報告表示，他們的同事出現了

分心（見圖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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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harmed or threatened

I have had to deal with frequent phone calls,
messages or emails from the abusive person

I was stressed or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My work was affected

The DV caused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co-workers

DV did not affect me

Other

同事家暴經驗對我沒有影響 

家暴引起了同事之間的衝突和緊張 

我的工作受到影響 

我經常接到來自施暴者的電話，訊息或電子郵件 

我受到傷害或威脅 

我感到有壓力或開始關注情況 

圖表 20. 家庭暴力對於同事的影響 

 

儘管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受到同事家暴經驗的影響（35％），但仍有一

些人表示他們受到了影響。例如，2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受到影響（例如：

工作量增加），另有 2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同事有壓力或關注（見圖表 21.）。 

 

圖表 21. 同事的家暴經驗對受訪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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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9% 

23% 

41% 

Police

DV  Prevention Center

Medical unit

I did not report the violence to anyone

家暴預防中心 

醫療單位 

我沒有向任何人告知暴力 

社會服務及法律對於家庭暴力之回應 

 

在經歷家庭暴力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將家暴提報給正式的支持來

源單位（如：警察，醫療單位或家暴預防中心）。在提報者中，最常用的服務是

家暴預防中心（見圖 22.）。另外，只有一部分家暴受害者（23％）獲得了保護令

（見圖 23.）。 

 

圖 22. 接露家暴給正規的支持來源單位 

 

 

 

 

 

 

 

 

 

 

 

 

 

 

圖 23. 接獲保護令的受訪者 

 

 

 

 

 

 

 

 

警察 

Yes 
23% 

No 
77% 



據悉許多受害者（70％）從各種正式服務中獲得援助。大約三分之一（30％）的

受害者表示，經由正規資源沒有得到家暴的協助。在接受援助的受訪者中，最有

可能來自家暴預防中心（見圖表 24.）。獲得援助的人當中，有一半以上（56％）

表示透過朋友或家人了解服務情況（見圖表 25.）。 

 

圖表 24. 家暴受害者接受到的正式服務來源 

 

 

 

 

 

 

 

 

 

 

 

 

圖 25. 意識到服務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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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可用於家暴受害者的服務類型。大量的家暴受

害者（70％）知道他們有權獲得免費的法律諮詢。較少的受訪者意識到他們能夠

獲得商業貸款（17％）和培訓津貼（17％）。圖 26.進一步顯示了受訪者意識到的

家暴服務類型。 

 

圖 26. 意識到家暴的服務類型 

 

 

 

 

 

 

 

 

關於家庭暴力在工作場所的信念 

 

大多數工人了解到家暴對受害者，肇事者，同事和整個工作場所都有重大影響。

事實上，94％的受訪者表示，家暴以某種暴力方式影響員工的工作生活。同樣地，

87％的被調查者認為工作場所對於家暴的支持（即帶薪休假，教育和培訓，以及

安全政策等）可以減少家暴對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影響。在相信工作場所的支持

可以減少家暴影響的受訪者中，有 65％的受訪者估計工作場所的支持/策略可以

成功地減少了家暴對‚有時候‛，‚大多數‛或者‚一直以來‛的工作生活的影

響。不幸的是，大約一半的受訪者（47％）不相信雇主會意識到家暴正在影響其

中一名工作人員。此外，約三分之一的工人（31％）不知道雇主在工作人員報告

家暴時，會如何回應，37％的受訪者認為雇主沒有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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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部會 

家庭暴力在工會回應方面，約三分之一（31％）受訪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當

會員受家暴所困擾，他們不知道工會幹部是否會被告知。另有 48％的人認為，

工會幹部很少以積極的方式採取行動幫助。（見圖表 27.）。 

圖 27. 工會是否會有積極行動 

 

總結與結論 

 

約 13％的受訪者在其生活的某個時候舉報了家庭暴力的親身經驗，低於其他類

似的調查研究家庭暴力在工作場所的影響。報告率較低的原因尚不清楚；其他類

似的台灣報告指出比率高得多。僅在 2016 年就向官員報告了 117,550 件家庭暴力

案件（每天 322 次或每 5 分鐘一次）。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數據顯示，過去

五年來，台灣家庭暴力案件的年度舉報數量已高於十萬人。報告率較低可能是受

訪者仍然覺得舉報家庭暴力讓他們覺得不舒服或公開自己家庭暴力的經歷認為

不妥。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其他家庭暴力事件的比例高達 41％，表明有些受

訪者可能會說‚別人‛，而不是承認個人經歷。 

 

那些舉報家暴經驗的人當中(13％)，67％表示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能力，另有一半

表示家暴在大部分時間或‚所有時間‛中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同樣地，近三分之

一的受訪者表示，由於分心或疲倦，家暴經常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他們表示，

家暴以某種方式繼續在工作場所，最常見的是通過濫用電話或文字，或者是施暴

者來到工作場所。大約一半的人表示，家暴導致他們在工作上遲到。由於他們在



工作中討論其家暴經驗，遭受歧視之受訪者（接近一半）和失業人數（超過一半）

的數字相當高。 

 

超過一半經歷過家暴的人，與工作中的某人討論了暴力行為，絕大多數與同事討

論。受訪者表示較少反映給工會、經理、主管或人事單位。在舉報和獲取正式的

支持來源方面，許多受害者表示得到援助，主要來自家暴預防中心。特別是提供

免費的法律諮詢，為家暴受害者意識最高的服務。 

 

移民的家庭傭工受訪者也同樣表示了他們家庭成員（20％）或其雇主（58％）的

家暴經驗。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當他們舉報了受虐經驗是很少有幫助。然而，對

於現有提供給受虐家事勞工的諮商服務，認知上高達 76％。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家暴以某種形式影響受暴員工的工作情形。同樣，大多數受

訪者認為，若公司提供家暴相關的支薪假、教育訓練、安全方針，能夠降低家暴

對員工職涯的影響。不過，不幸的是，大約一半的人認為當員工提到他的家暴情

況時，他們不知道雇主的反應，37％的人認為雇主對於受僱家暴的受害者沒有積

極回應。大約一半的受訪者也表示，當會員受家暴所困擾，工會幹部不會被告知，

工會幹部也沒有以積極的方式幫助會員。 

 

受訪者表示，協助家暴受害者，工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問題對於工會而言是

影響甚大的。政府、雇主、工會、服務提供者及合作夥伴等需要共同努力，提供

更多、更大的展獲，並加快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