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施暴的人會受到什麼處罰？ 

受害者除得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申請保護令外，施暴的人有 

可能會面對刑事或是民事之責任。 

1.刑事部分： 

 (1)受害者所受到之傷害若屬輕傷，例如：打耳光、以拳 

重擊、拉頭髮、將受害者猛力推撞牆壁，尚未至刑法 

第十條之重傷程度，依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 

施虐者將被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必須注意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傷害罪，屬 

告訴乃論之罪，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必須自知悉犯 

罪行為人之時起六個月提出告訴，否則即不得再行提 

出告訴。另外，告訴乃論之罪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 

之前均可撤回告訴，因此，倘若施虐者與受害者在訴 

訟過程中達成和解，受害者還是可以撤回告訴。 

 (2)施虐者若基於重傷故意將受害者傷害至重傷，也就是 

說其傷勢到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眼或二眼之視能；或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或毀敗語能、味 

能或嗅能；或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或毀 

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或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 



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的程度，譬如打斷了手，無法復 

原，造成手部功能終生喪失，就構成重傷罪。重傷害 

之刑度相當高，施虐者將被處以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之有期徒刑。  

(3)施虐者若以言語或肢體上之動作恐嚇受害者，例如： 

持刀恐嚇“你敢跑走試看看”；或是揚言對你娘家不 

利，造成受害者之恐懼；會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 

恐嚇危害安全罪，施虐者將被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4)有些施虐者甚至會將受害者殺死，這就會構成刑法第

二百七十一條殺人罪，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  

(5)另外，有些施虐者是以性攻擊或性虐待之方式侵害受害 

者，此時，即使施虐者與受害者為夫妻，彼此之間有敦 

倫之義務，但夫也沒有權利用強迫的方式要求妻為性行 

為，不然還是會成立刑法上的傷害、妨害自由、妨害性 

自主等罪。 

 2.民事部分： 

 (1)受害者可以選擇不離婚而離開： 



     受虐婦女因為無法忍受丈夫的暴力而離開家庭，法律

上將此認為“有正當理由”而可以拒絕履行同居義務 

，所以受害者要注意的只在於搜集足夠的證據以證明

不履行同居義務是有“正當理由”的。  

(2)受害者也可以選擇離婚： 

   受害者可依據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規定，請求裁判

離婚，其中比較相關的是第三款規定“夫妻之一方受

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也就是我們通稱的“婚姻

暴力”或“家庭暴力”。只要受暴力之一方能夠證實

受有嚴重、難以忍受的暴力虐待，法院就會判准離婚 

。  

（3）那受害者有小孩的監護權嗎？ 

 法院在審酌子女監護權歸屬時，其實要看的不只是監 

護權人的經濟能力，還要就子女年齡、性別、健康、

人數、意願及人格發展的需要，以及父母之品行、生

活狀況、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或是父母與子

女過去之生活狀況等加以評估，所以受害者雖然在經

濟狀況不如加害者寬裕，但在爭取子女監護權方面不

見得一定不利。至於爭取到子女之監護權後，受害者



可能又會擔心自己的經濟能力不足以負擔子女未來的

生活教育費用，其實，小孩是父母兩個人的，教養子

女是父母權利也是義務，因此，受害者可以要求未任

監護權之一方一起負擔子女之生活教育費。  

(4)受害者還有其他管道求償嗎？  

依據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及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侵害 

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可以請求財產 

上及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 

為施虐者的暴力行為，受有財產上或精神上的損害時，

可以向施虐者請求損害賠償。但應注意的是，損害賠償 

的請求權同樣有時效上的限制，換言之，如果受害者自 

被施虐時起兩年內不向施虐者請求的話，損害賠償請求 

權將受到限制。一般來講，此一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在

刑事傷害部分起訴後以附帶民事訴訟提出，省下裁判費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