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年執行「嘉義市政府駐台灣嘉義地方法院家庭暴力事件服務

處」業務成果摘要： 

 

執行成效 

（1） 服務案量為 282 位個案，其中本年度新接個案有 268 案，上年度

（98）以前的舊案有 14 案。以服務人次觀之，共計提供 976 服

務人次，包含新接個案計有 881 人次，上年度（98）以前的舊案

計有 95 人次；已經達成計畫預期效益 800 服務人次之目標。(請

連結 檔案「99 年度家暴事件服務處統計報表」)。 

（2） 實施保護令撤回/撤銷之強力安全評估諮詢服務，計有 24 件，強

力安全評估施測率為 71%。本年度依評估後危險程度增加追蹤的

期程，中高危險程度者追蹤三個月，低危險程度追蹤兩個月；追

蹤期間皆未有暴力再發生的跡象。 

（3） 各項宣導推廣服務已逾 8,800 人次，遠超越原估計約 3,000 人次

獲得家暴防治工作的服務資訊的預期目標。 

（4） 7-8 月辦理三場新住民生活法律講座，受益人次 70 人次。11 月

辦理「從『理解』開始：打開專業的秘密語言」座談會，增進司

法與家暴網絡的溝通管道，受益人次為 24 人次。持續與嘉義地

方法院、社政、警政、衛政及各個網絡單位合作本方案相關會議，

開發並連結資源，發揮宣導倡議的角色功能。 
 

99 年家暴事件服務處執行成果一覽表 

 人次 /  場次 內容 

個案服務 服務量 282 位 

新接個案 268 案 

98 年舊案 14 案 

共計服務 976 人次 

 

各項督導 30 次 內外督與方案督導會

議 



專業訓練 專業訓練 12 場次，參訓總時

數累計為 160 小時 

含中心自行辦理之訓

練與參與外部訓練。 

行政聯繫 2 場次 與市府業務聯繫會議 

11 場次 家庭暴力個案危險分

級管理網絡聯繫月會 

2 場次 嘉義市政府家庭暴力

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業務聯繫會議 

活動辦理 合計辦理 7場次，受益人次

為 1034 人次。 

含三場新住民生活法
律講座、跨領域專業人
員座談會、配合法院
「與民有約」時間辦理
兩場業務宣導、社區設
攤宣導活動等 

業務宣導 約 7,800 人次 
含學校/社會網絡/網
路宣導 

 

創新作為 

（一）積極辦理家暴防治網絡座談會，促進家暴網絡單位間的對話與交 
流。 

有感本(99)年 9 月嘉義地方法院新到任家事法官對於家暴防治體

系的功能與角色頗為陌生，對於家暴案件加害人處遇裁定有所疑慮，

恐不利於家暴防治整體效能發揮。故本會於 11 月 3 日積極辦理「從

『理解』開始：打開專業的秘密語言」，當日計有 3 名嘉義地方法院

家事法官與 21 名嘉義市家暴防治網絡專業人員參與。透過溫馨輕鬆

的方式進行溝通，及專家學者的解說中，增進了專業間的相互理解與

認識，提升彼此對家庭暴力多元樣貌的敏感度，並且對體系內的工作

模式達成理解與共識。 

（二）敦聘專家學者進行方案成效評估，檢視方案服務成果。 

鑒於本方案已持續近六年，這六年中歷經不斷的修正與檢討，慢

慢發展出一套服務流程，今年為檢視本方案的特色與可再提升的方

向，透過個案服務調查表與網絡間的回饋，進行今年度的方案成效評



估，作為明年度工作服務模式的修正。特別就本(99)年結案者與使用

諮詢服務 5 次以上者進行施測，以了解服務對象對於家庭暴力事件服

務處業務的看法，進而提升服務的精緻度與專業度(施測結果說明請

見備註: 個案服務感受調查結果摘要)。 

（三）增長對聲請保護令撤回/撤銷案件被害人的追蹤服務期長，維護被

害人安全。 

本年度在確實執行撤回/撤銷案件強力安全評估服務後，發覺到透

過撤回/撤銷保護令分數高低的篩選，延長個案追蹤的時間，不僅有助

於個案更易評估自身風險，甚至提醒個案檢視兩造目前互動的情形。

而加強其服務的深度，讓個案更學習到如何維護自身安全，及後續求

助的管道，有效增強個案後續求助的意願及能力。 

 

未來展望 
（一）製作「法庭之旅」影帶，協助保護令聲請人與未成年子女出庭為

證時，了解法庭環境與程序事宜，減低其不安情緒。 
在實務經驗中，當保護令聲請人面對訴訟事宜，或者未成年子女需出

庭為證時，均面臨當對於法庭不熟悉時，內心易產生恐懼與惶恐不安的情

緒。因此本處為了減低保護令聲請人與未成年子女出庭時的不安，結合『天

主教善牧基金會小羊之家』之「兒童法庭之旅」資料，修正為符合本方案

的實務工具，並運用於 100 年度陪同出庭前的會談工具。 

（二）、修正工作服務模式，針對高危險個案及保護令核發個案進行追

蹤，協助制訂安全計畫，減低受暴頻率與維護自身安全保護機制。 
    基於家暴事件服務處的服務特性，難以發展外展工作，且服務處 
本身的目的除了訴訟程序的陪伴之外，主要仍是針對人身安全事宜進 
行服務，因此透過既有的工作服務模式，或者依據撤回/撤銷保護令 
追蹤的時程，針對已獲得保護令者擬定確切的人身安全計畫，不僅讓 
個案瞭解如何去執行保護令，也能增強個案維護自身安全的方法，進 
而學習兩造溝通方式與減低受暴的頻率。 

(三)、延續 99 年度辦理家暴網絡座談會的模式，增進司法與家暴網絡間

的溝通機會。 
    為增進與司法的溝通管道，明年可延續 99 年度辦理的座談會模 



式，透過家暴議題的討論與實務上的分享，不僅讓雙方瞭解彼此業務 
內容，更能適時解答對於議題的疑惑，讓司法更貼近家暴網絡的實務 
面向，也減少對彼此間的誤解，創造更具價值的服務網絡。 

(四)、結合機構資源進行校園宣導工作。 

鑑於 99 年度並未與學校進行相關宣導事宜，為了讓學生們更貼 
近家庭暴力的實務狀況，擬定明年度結合善牧嘉義市單親個管中心， 
透過志工的培訓，期待以戲劇方式至國小校園宣導家庭暴力的觀念， 
讓學校老師及同學，更認識家庭暴力所帶來的影響，增進師生們更懂 
得維護自我的人身安全。 

 

備註 

個案服務感受調查結果摘要 

本調查主要為了解個案使用過家暴事件服務處的看法。研究對象訂為

99 年度 1-11 月由本處提供主動且連續性服務並已「結案」者，以及連續

五次以上服務「諮詢個案」者，作為母群體；個別以電話/面談的方式完

成服務滿意度調查表。本調查總計需施測人數為 52 位，經成功完成施測

者計為 40 位。問卷調查內容涵括「在接受家暴事件服務處服務後的感

受」、「有關社工員的服務態度」、「有關於服務場地」三部分；而感受程度

分數計法為 1-5 分，依序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以下為各題項的分析結果： 

表個案服務感受調查表-三大題項平均數分析 

 
在接受家暴事件服

務處服務後的感受

有關社工員

的服務態度

有關於服務場

地 
個數 40 40 40 
平均數 4.3210 4.5625 3.5917 

※分析說明：由上表資料顯示，個案於「在接受家暴事件服務處

服務後的感受」整體的平均數為 4.32；「有關社工員的服務態度」

平均數為 4.56；「有關於服務場地」平均數為 3.59。由此可知，

社工員的服務態度平均值最高，代表著個案對於社工的專業

性、親和力與同理心感到認同，且給予極高的評價；而服務場

地部分平均值最低，亦表示個案對於場地環境隱密性，或者是



否能夠安心陳述家暴經歷，會感到質疑與擔心的。因此為了更

提升本處的服務品質，除了致力提升服務的專業度及秉持「善

牧「一個人的價值高於全世界」的理念外，會談環境的改善尚

需努力向法院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