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親密關係暴力 
    親密關係暴力可大致分為肢體、言語、精神、財產、限制自由以及性暴力。無

論性別與性傾向，所有人都可能面臨這樣的窘境。面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則就是零

容忍，並在第一時間尋求警消、醫療與法律資源，保障人身、健康與法律的安全。 

二、辨識風險較高的伴侶特質 
    親密關係暴力的核心概念是權力與控制，其中所表現的特質與行為皆是為了彰

顯在關係中的權力，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進而期望伴侶的順從，並達到控制的目

的。控制背後反映的其實是對關係的不安、不善表達與不知如何滿足需求的無力，

尤其在關係緊張與意見衝突時，最容易觀察到下列特質。 

1. 情緒變化大且強度高 

    心情似乎只有極好與極壞，翻臉如同翻書。不順從對方時，脾氣來得又快又

急。伴侶情緒陰晴不定，讓自己時時提心吊膽，深怕會做錯什麼引得怒火。 

2. 控制與剝奪自主 

    也許伴侶會以關心與愛為由，規範你的穿著與作息、時時掌握你的行蹤，又

或是限制你的交友甚至金錢與人身自由。在他身邊讓你感到自己彷彿只是個沒有

感情的附屬品，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只能配合對方的需求。 

3. 頻繁外顯的攻擊行為 

    可能藉由肢體傷害、言語羞辱、威脅與性暴力等方式攻擊他人，對象不一定

是自己，也有可能是物品或是身邊的親友，甚至陌生人與動物。對方的憤怒如同

野火蔓延，自己不知何時也可能變成被攻擊的對象。 

三、預防與安全      

    嚴重的親密關係暴力好發於爭吵、分手與得知對方結交新對象的時間點，簡而

言之，就是其中一方判斷關係不再有可能的那個瞬間是最危險的。面對可能的衝

突，雙方都應該做好預備。 

1. 避免兩人獨處 

    應當在雙方都覺得安全、信任的狀況下才適合獨處。而發展關係的初期以及

面臨分手的末期都屬於不穩定的階段。此時有親友陪伴其實好處多多，無論是衝

動還是遭遇危險時，都有人可以拉自己一把，避免傷人或被傷害的憾事發生。 

2. 察言觀色與離開現場 

    如先前所述，關係面臨破裂時的風險是最高的。若對談中發現彼此爭吵有加

劇的跡象，可以在爆發前尋找機會離開現場。此時務必避免言語刺激或暫時安

撫，確保自己安全離開是最重要的。 

3. 盡量在法律上保護自己 

    爭吵再怎麼紛擾也僅是當下，進入漫長的法律程序後也許才真正消磨心志。

各自舉證下，如何保護自己也是關鍵。身體傷害是最直接有力的證據之一，因此

當下取得驗傷證明是重要的。反之，若想避免官司纏身，也許一開始就避免動手

傷害對方才是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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