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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入監服刑，母親帶球改嫁，母親

不堪繼父長期施暴，拋棄他離家出走，男

孩記憶中自出生懂事後，每餐都在挨餓，

每天都需要跪在地上向繼父乞求食物，他

缺乏安全感，不信賴任何人，中學起身心

開始脫序，翹課逃家違規衝撞制度情事天

天上演…

這樣的案例近年來層出不窮，但絕對

不會自動跳出，除非有人發現且願意勇於

通報、有人受理介入、有人積極處理，而

且，往往靠單一組織無法盡其功，做到全

面性的完整服務。網絡合作這些年來喊價

式的被述說與責求，但落實到操作面究竟

狀況與成效如何，我想就一個資深的實務

工作者角度，來談談這個議題。

壹、自我檢視

首先，談合作之前，每個人都需要先

自我檢視以下幾點：

一、傳統性別意識的影響
身處 21 世紀，我們也許自以為先進，

沒有性別歧視的言行思維，但深究下去真

是如此嗎  舉個例子：面對不同性別服務

對象的外遇、喪偶或離婚議題，我們的觀

點與態度會是一致的嗎？還是我們對男性

依舊比較包容，認為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

人都會犯的錯誤？而女性因讓她的男人戴

綠帽，一輩子就該被數算舊帳，難以翻

身？男性少了配偶似乎被認為應該趕快找

人來照顧其生活所需，而女性卻似乎應該

在咀嚼自己的失敗或不幸之餘，謹守單身

身份或貞節牌坊？多少人依舊深受傳統思

維影響服務輸送？

二、固有專業階級的框架
小時候，家中長輩會拿老師、警察、

醫師…來嚇唬所謂不乖的孩子，長大後當

這些人成為合作的網絡對象，再加上司法

位高權重領高薪的專業失衡現象，社工是

否被壓得喘不過氣，或被自己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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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得失了專業自信與表現？而忘卻彼此是

在不同的專業領域，提供個案更全面的服

務？但願我們在服務輸送中都不輕看自

己，但問夠不夠用心、真誠與專業。

這些年來，創設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法

律與制度的專業人士，以社工專業背景居

多，因為理解社工的作為，更期待法律可

以一步到位幫助個案，因此舉凡網絡功能

尚未彰顯的，就責求社工補位，於是有多

部法規均提到：必要時，社工得到場協助…

之類的條文，而非要求警衛司法各界，在提

供專業服務時，必須要理解被害人的社會

心理歷程以及創傷反應與需要，甚至如何

避免自己在接觸過程成為個案的創傷來源。

三、專業霸權與傲慢
我們的服務對象，通常是社會底層、

被打趴在地的弱勢者，他們對資源資訊的

理解與運用，本來就相對薄弱，對於公權

力的介入也存在某種程度的畏懼，社會工

作既是一門藝術，就有無限可能，加上工

作過程必須掌握的程序與進度，是否會讓

服務提供者因為催促個案行動，以致有心

無意的展現了專業霸權或傲慢，複製了性

別暴力防治極力對抗的權控？在工作中不

僅要省思破除對威權的畏懼，更要避免成

為對網絡或個案耍使威權的人。

四、工作界線與自我設限
我們總希望與世界之間架設出一個

剛剛好的距離，但關係建立希望快、服務

提供希望快、個案能力提升要快、結案速

度也希望快，同時，卻也希望與個案保持

相當的安全距離，特別是心理層面的，這

中間呈現出很弔詭的現象與幾近不可能的

任務。遭受性別暴力的個案多有人我界限

的議題，網絡提供服務更應示範良好的界

線，不管是會談的時間長短  註 1、聯繫

的方式與頻率、服務內容的提供幅度等，

不應因人事時地的不同，失去一致性，而

致個案在進退間失據。

容我直說，近年來年輕的工作者多數

呈現出一種難以名狀的「時尚性」：在付

諸行動前把所有可能性都先設想完整、擺

在眼前嚇自己，然後因為擔心真的發生不

好的結果，因而裹足不前，細究討論間常

聽到「如果我怎樣…，可能會怎樣…」的

說詞，因而原地踏步不敢行動。鼓勵後進

邊行動邊修正，勇於嘗試不畏懼犯錯，在

歷險中建立正向經驗值。

談工作原則、方法與技巧是輕易且安

全的，但現在的工作者似乎找不到為何而

戰、為誰而戰的動力與願景，所以接下來，

每個人都該花點時間自我對話與探索：我

為什麼在這裡？我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

當認清相關元素之後，前進就不再會是障

礙了。

貳、願景

一、   
我總夢想改變這個世界，讓它變得更

好，我總夢想下一個走到面前的被害人跟

他們的寶貝，眼底可以不再有恐懼與淚水，

我可以單單為了這個夢想奮鬥，而且絕不

因打擊輕言放棄；深信性別暴力防治非我

不可，但更清楚性別暴力防治只有我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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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根本是缺一不可，所以要不斷述說，

遊說所有人關心加入，這是我堅持杵在性

別暴力防治圈的夢想，希望與晚進分享，

更期待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力量，問你的心，

你的愛在哪裡，你的力量就在那裡。

二、關鍵人物
第五項修練  彼得聖吉，2018 一書

中提及的「共同願景、團體學習、系統思

考、自我超越與正向思考」等五項修煉，

對防治網絡個人及團體是很好的提醒，

當團體願景越一致，團隊行動會更趨近；

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專業課程絕不嫌

少，但方式通常為講師單一授課，較少學

員的實作演練與互動學習，以致缺少跨領

域或跨轄間的經驗分享；而在服務實務中，

工作者更應避免見樹不見林的思考模式，

建立以家庭中心、社區基礎的系統觀點，

自我提醒正向思考、不斷自我超越。

三、自我形塑
聖經說「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

同行」，我們只能在行公義好憐憫中，盡

可能作到謙卑與個案同行。諸多個案展現

抱怨與歸責的特質，我們從其獲得的負能

量，有時也讓我們陷於抱怨與究責當中，

應在消化沉澱資訊之後，整理出個案問題

的導因與需求的樣貌，從而想出解決策略。

性別暴力防治既是網絡合作，就宜多

看、多聽、多問、多嘗試，多方找尋屬於

自己的心靈導師與標竿模仿對象，學習別

人的精神態度，從而形塑自己的正向特質

與專業能力。

參、人際關係

一、互動
不停嘴的說話只會讓我們聽到自己

本來就知道的事，傾聽才是給人最好的禮

物，如何在傾聽中作到下列五點，將會讓

人際互動更臻完善 

一 盡其所有可能的欣賞或肯定對方。

 二  試圖關心或了解對方。

 三  放鬆享受這一次的互動交流。

 四  想要在互動中有所學習。

 五  希望自己有所貢獻，不管是

舒緩對方的情緒，抑是提供協助或慰藉

   ，2009。

每個人既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家庭及

教育背景、生活環境互異，觀念態度當然

有所差異，因此溝通過程難免互不理解甚

至摩擦衝突，但如果彼此願意傾聽，即便

最後仍不能接受對方的觀點，但也能更了

解彼此的想法，並尊重其間的差異。

二、關係
俗話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

有關係」，你想要找的重要關係人通常需

要透過幾層關係或打幾通電話才能找到 

工作推動實難閉門造車，更需主動出擊建

立關係，不管是研習訓練場合主動遞名片

認識人，抑或服務推動過程中，積極與網

絡聯繫建立合作，即便是自己的個性或觀

念較為內向或封閉，仍應勉強自己為之，

最好的實踐方式就是「與人為善」，練習

每天至少對一個人講安慰、祝福、讚美或

造就充權的話，或在別人的需要上積極提

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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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推 動 宜 聚 焦 在 3、

、 之上，每天利用自

己意志力及效率最高的時候付諸行動  羅

耀宗譯，2017，性別暴力防治的最高目

標是安全社會與和諧家庭，優先順序則是

預防暴力、終止暴力，因此所有的生產力

就應集中在創建修訂法律制度、培訓專業

人員、救援扶助受害者及其家庭、輔導改

變或加害人防制、大眾預防宣導等項目之

上，所有的產出行動均對準目標前進。

肆、網絡合作

一、方法與原則
性別暴力防治是一個跨專業跨領域跨

機構的工作，所謂隔行如隔山，對於自己

不懂的事應抱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的態度謙卑請益，另外，唯有誠心有

禮的求助，方能得到回應，因而擴充資源，

受助之後謹記誠摯道謝，更要在別人的困

頓中適時關心禮尚往來；網絡合作建立一

致性的態度是極其重要的事，不應朝令夕

改或忽冷忽熱，最重要的是讓自己退一步、

創造共贏的心態與作為，讓個案、自己與

網絡都是贏家，並把榮耀榮譽歸給網絡團

隊，只將榮幸留與自己，若能建立這樣的

心態與言行，與網絡合作已成功一半。

二、認知與態度
網絡合作過程中難免會有難以容忍或

不可預期的事件發生，如何快快的聽、快

快的想，自我操練理性分析、超強說服力

及倡導創造力，用寬容的心面對毀謗與反

對的言論，然後練習慢慢的說，說感動人

的個案故事，用統計數據分析問題、研擬

對策及分工合作提議。同時，在服務提供

過程與受助者及其家庭建立連結，敦促其

為自己負責的範疇與進度。

三、風險控管
風險控管架構包含評估、移除、避

免、降低及接受風險，前四點暴力防治工

作者並不陌生，也或多或少推動著，但接

受危險存在，因違反人性需求與期待，實

難誠實面對，但仍應居安思危，協助個案、

服務網絡個別工作者與團隊接納風險的存

在，進而創造充滿鬥志的工作氛圍，彼此

相挺、共同合作、共同分擔風險，然而，

萬一發生意料之外的不幸事件，也能節制

對自己與別人的責難，互相支持勉勵，放

下焦慮沮喪的負面情緒，記取教訓周延服

務網，繼續往前推進。

四、合作倡議
所謂倡導除了無中生有之外，無非

就是改革或突破現狀，托斯卡尼艷陽下

2003 一片的女主角說「所有的創意一開

始都是由一個爛點子開始的」，有人想出

了亮點，有人願意傾聽，有人願意討論並

付諸行動，然後邊跑邊整隊修正計畫。

倡議策略可依實況需求，分為聯盟、

中立與敵對等方式，聯盟策略在於基本共

識，以規範或道德來建立共同價值標準，

並以分享感人故事煽動情緒來引起共識；

中立策略在乎訴諸功利，倚賴溝通協調或

討價還價，用時間與耐心促進了解，並形

成彼此同意的新觀點；敵對策略則是在權

力不對等或一方不願協調的狀況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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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強制或挑起糾紛，有計畫的在可控制

條件下引發衝突  姚淑文，2013。

五、倡議原則
網絡合作倡議原則包含下列幾點 

 一  團隊合作  教育訓練是建立團隊

合作的共同概念與專業知能之最佳方法，

但運用方式宜多採用討論分享、實務操作

演練。

 二  溝通協調  包含溝通協調的原

則、對口、方法、形式、結果與運用等，

沒有人一開始就是談判高手，如果沒有規

則可循、沒有練習機會，不願意放棄一些

既得利益，彼此退讓向著對方靠攏，溝通

協調就容易陷入泥沼，難以脫困。

 三  激勵  記功嘉獎、公開表揚、運

用網絡共識營或跨縣市觀摩活動…等正式

方式，或是非正式的聯誼活動或網路社群

互動方式，讓網絡遠離工作壓力圈，在紓

壓的環境中，尋求合作默契與共同利基。

 四  擴大視野  透過大師或前輩的指

導與分享，進行專業反思批判與重塑，以

及價值與願景的重新學習及建立，打開長

期服務後塵封的心，或擴充自己的服務視

野與見解。

 五  權力運作  權力運作最難的並不

是分享權力，而是割捨或放下權力，這當

中需要強大的內在反思與力量，所謂貪官

之惡、清官之酷，兩者都不樂見，更需自

我惕勵彼此共勉。

 六  了解差異  包含個人層次的個

性、人格特質與專業養成，還有組織層次

的權責與利害關係之瞭解，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不為降伏但求理解後的合作。

 七  開放的環境  性別暴力防治網

絡似乎不見得是社交高手，人際互動成熟

度有待提升，然而若能建立鼓勵討論、研

究分析、適時反應的安全環境與開放性氛

圍，對網絡的倡議合作自然加分。

 八  伙伴關係  去除專業、層級與心

態的傲慢與霸權，特別是公部門的工作者

更要留心，是否因為民間團體是採購委辦

單位，因業務督管的需要而視其為伙計，

失卻了合作伙伴之間應有的尊重與關係。

九 資訊分享 舉凡創發的制度辦法、

研發出的標準作業流程或相關評估表單、

研究報告…等，能夠與其他單位互通有無。

中央對地方的考核評鑑，因為涉及名次等

第，是否反而限制了縣市間的分享與交

流？宜對勇於研發創新且可行性高的相關

制度辦法，以獎勵表揚的方式鼓勵分享。

十 資源共享 舉凡經費、設施設備、

人力，甚至是辦公空間的共享，均足以促

進彼此的合作關係緊密度。

 十一  時間的配合  倡議不見得一

次奏效，有時需要時間醞釀等待，有時需

要拉開彼此距離，鬆口氣讓子彈跑一回，

回過頭來再坐下來談，最忌諱的是拒絕溝

通、拒絕接受任何新事物新觀念。 姚淑

文，2013。

伍、資源運用

一、資源評估
評估個案需求並提供適當資源資訊，

是服務工作極為重要的一環，越清楚資源

種類與供給來源，並且能夠持續開發、連

結與維繫資源的服務提供者，越得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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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完整的服務；同時，越知悉運用社會資

源的個案，在面對與脫離其困境，相對的

有較高的可能性。

資源的供給可來自於政府部門、宗教

團體、國內外的公益組織團體、民代辦公

室、企業或社區、善心的個人等，資源的

內容包含現金、實物、勞務等形式，供應

對象依提供單位的規劃不一，可能是普遍

性，也可能有選擇性，後者如經濟弱勢者、

失親無依兒少等。工作者在評估資源時，

應一併評估資源的功能屬性究為支持性、

補充性、替代性、保護性或是綜合性質，

同時了解資源取得的時效性及未來繼續提

供的持續性，然後在評估個案所需之後，

整合並提供適當資源，因為，各種資源之

間不見得互相理解甚至分工合作，以至於

產生重疊或排擠的可能，近年來開始發展

的資源銀行，就身肩了整合管理各樣資源

供給，並將資源導入需求者手中，達成良

性循環機制的目的。

二、資源運用
資源的屬性計有經濟、實物與勞務

等形式，可能是單一形式，也可能是混合

形式提供，經濟可能是一次性補助，也可

能持續相當時日；實物涵蓋的範圍琳瑯滿

目，依提供者的設計規劃不一而足，包含

各式生食或熟食、生活用品、教育用品、

交通工具等物資，以及短中長期住居場

所…等，至於勞務服務範圍更廣，舉凡食

衣住行育樂等向度，常見的包含課後照顧

服務、醫療照護、交通接送、法律或心理…

等諮詢服務、住居環境的修整清理等，勞

務服務也可能因使用者的需求而被創發或

提供，並持續擴充著。

資源之間有時也存在著衝突或競爭，

如  社區理事長與里長個人之間、社區發展

協會與住戶管委會之間、明星社區與一般

社區、在地化或專業化智能、資源是由下

而上抑或由上而下、弱勢族群或特定產業

的利益，如何整合需求與供應，化衝突競

爭於分工合作，仍是個值得努力的進行式。

陸、結語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

任」，是許多服務提供者對自己的期許，

與網絡合作一開始因為專業養成各異、專

業語言不同，舉例而言，即便同是社工背

景，公部門與民間單位在經費、人力、服

務規模幅度、民眾期待…等，就存在著極

大的差異，因此難免各自捍衛所屬專業，

不希望被干涉，加上缺乏合作經驗，得以

互相瞭解建立默契，過程中產生諸多磨合

上的困難，甚至互不信任，以致有各司其

職各行其政不如歸去的觀念與抱怨；我們

每天都不斷嘗試在生活與工作中，抓一

個恰恰好的距離，這樣的界線是安全舒適

的，有的人因而不動如山，以不變應萬變，

有的人則持續不斷衝撞中，因為唯有如是

努力嘗試，才不至於有遺憾。

有個網絡故事說道  小女孩與小男孩

在公園玩耍，一邊盪鞦韆一邊笑開懷，玩

累了就一起坐在石椅上休息，這時候，小

女孩像發現新大陸一般的對小男孩說 「我

知道你的背為什麼是駝的了」，身體障礙

駝背的小男孩聞言，笑容迅速自他的臉上

消失，他心裡想著 「原來她跟所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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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要訕笑我的畸形與殘缺」，他縮著

身子守衛著受傷的心，等著被攻擊，這時

候，小女孩發亮的臉微笑著說 「你知道

嗎  那裏面一定是一對還沒被上帝打開的

天使翅膀 」

多少時候，我們希望自己可以像小男

孩一般，被珍視被呵護著，就從這一刻起，

讓我們互相提勉，成為那個專講安慰、祝

福、造就、讚美充權的小女孩，共勉之 

( 本文作者為現代婦女基金會南區工作站主

任吳淑美 )

關鍵詞：自我檢視、願景、人際關係、網

絡合作、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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