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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識

【司法常識】 

家庭暴力，法院可頒防暴令 
 

 

 
 

 

 

 
 葉雪鵬（      ） 

 

案例說明： 

前些日子，一家平面媒體報導一則有趣的新聞，讀來令人莞薾，值得與大家分

享。新聞的內容是指：基隆市有一位在卡拉ＯＫ店任職的葉姓小姐，在工作中認識

一位經常來店消費，在當地報關行任職的林姓男子。結識之初，葉女並不知林某為

有婦之夫的人。後來得知後，林某又誆她：自己雖已結婚，但與妻子感情不睦，目

前已經分居，這些話讓葉姓女子有了想像的空間，便與林某交往，二年前雙方進而

成為同居人，林某仍然一再騙她，自己會與妻子離婚，要與她結婚。葉女雖然聰明

過人，但在林某甜言蜜語的哄騙下，甘願成為他的「小三」。 

葉女與林某相處日子一久，林某便收起裝出來的「溫柔」，顯露出隱藏的凶暴

個性，稍不如意，就對葉女拳腳交加。 

去年的十一月間，林某因為不滿葉女不接他的電話，竟然在街頭就對葉女拳打

腳踢，然後還拉她回到同居處所繼續毆打，使葉女的頭部、臉部、臀部與手肘等處

都受到挫傷。葉女也不是省油的燈，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並略知一些維護權益的法

律知識。這次受到令她痛心的傷害，再也不願忍受，馬上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不

料，法院准她聲請的《暫時保護令》，卻依照林某的戶籍住址，向他的家中為送

前最高法院 
主任檢察官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卷  第七期 

46 
中華民國一○一年七月十六日出版 

達。這紙保護令上，詳細記載葉女與林某交往同居與受到林某毆打的情形，都被林

某的妻子一覽無遺，這才瞭解丈夫在外面有了同居的女人，難怪丈夫近來經常出現

一些離譜的現象，像下班後不接手機，夜不歸宿。 

案例分析： 

一個女人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親愛的丈夫身旁多出了第三者，林某的妻子當然

沒有例外，馬上根據送上門來的資料，對葉姓女子提出妨害家庭的告訴。葉姓女子

也不甘示弱，對林男提出傷害的告訴。後來林妻與葉女見了面，葉女向林妻告白

說，自己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不只是防備林某再次傷害，林某受到保護令的限制，

無法再找她了！這樣對林妻的婚姻，也是一層保障，為了不想將事情鬧大，她已撤

回對林某傷害的告訴。林妻經過深思後，覺得葉女這段話不無道理，而葉女曾經離

過婚，單身撫養一個小孩，處境值得同情，同為女人何必苦苦相逼，決定在開庭的

時候也當庭撤回妨害家庭的告訴。後來是否如她所想撤回告訴，媒體沒有後續報

導，就這兩位女人過招來看，處處都顯露出她們的高度智慧，兩個有智慧的人碰在

一處，相信結局必定是完滿的。 

這裡暫不理會兩個女人的戰爭，先來瞭解一下什麼是法院頒給葉女的保護令？

我國這些年來經濟雖然突飛猛進，人民生活獲得徹底改善，看看街頭巷尾到處都是

自用的小汽車，便可得到證明。不過，人民的素質卻未能隨著生活的改善而大幅提

昇，暴力事件仍然有增無減，尤其是家庭暴力盛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多數是家

庭成員中居於弱勢的婦女與兒童，這些很難向外發聲的人，亟需要法律加以保護。

政府有鑒於此，在民國八十七年間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專事保護弱勢的家庭

成員，防止家庭暴力行為的發生，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以及保障他們自由選擇安

全生活的方式與環境的尊嚴。由於顧及的層面繁多，內容分為民事、刑事，父母與

子女間的措施以及預防與治療等等的程序與措施，洋洋灑灑，可說是巨細無遺。無

法在短短的篇幅中一下子全說清楚，這裡只是選擇葉女所採取保護自己的〈保護

令〉來作說明。 

保護令在這法中全名是〈民事保護令〉，簡稱為保護令。為什麼會被冠上「民

事」兩字？由於這一階段程序的進行，屬於溫和的民事規定，冠以「民事」是避免

與所規定的刑事程序混淆。民事保護令依這法的第九條規定，分為通常保護令、暫

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三種。其中的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依第十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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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被害人出面來聲請的，誰是家暴事件的被害人？當然指的是受到家庭暴力侵害

的人。不過，能成為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必須是與家庭有一定關係的成員，這法的

第三條也對家庭的成員，依據身分、血緣、親等的關係，定出可以適用的成員範

圍，包括：「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

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

親或旁系姻親。」以上列舉的家庭成員們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可以適用的範圍。 

由上述法條來觀察，所謂家庭成員，並不以住在同一屋簷下為限，只要是法條

規定的家庭成員，都要受到保護，所以侵入離過婚的前妻現在的住所，對她施暴或

騷擾，已不與他同住的前妻就是被害人。這案例中的葉女，是基於現有同居關係的

身分，聲請保護令獲准。可以看出承辦的法官對個案就是持這種看法。 

家庭成員間有受到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的行為。被害人就可以用書面，也就

是聲請狀，敘述需受保護的理由向當地的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檢察官、警察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受理案件上，發現被害人有受保護的需求，也可以

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法院受理案件後應進行不公開的審理。在審理中為保護被害人，得依聲請或依

職權先行核發暫時保護令，審理終結後，認被害人確有受到家庭暴力的事實而且有

必要時，應核發通常保護令：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

力，或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的聯絡行為等等。 

相對人如有違反保護令的情形，依這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成立違反保護令

罪，要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0 年 7 月 22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