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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智能障礙者因適應環境能力不足、人際關係欠佳、解決問題的能

力缺乏，加上自制能力薄弱，很容易成為性侵害犯罪的受害者。 

依據國內外的研究文獻指出，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的性別比例中，

女性的受害者高達九成以上；此外，性侵害加害者多數均是受害者所

熟識的人，包括父母、兄長、親戚以及師長等。雖然，這幾年國人逐

漸重視智能障礙者的權益，政府也投下大筆的人力與物力加速發展特

殊教育，並極力推展各項特殊教育相關措施，以使智能障礙者的受教

權獲得保障。然而，社會上對智能障礙者侵害仍屢見不鮮，迄待瞭解

其犯罪被害情形，以研擬妥適對策因應。 

為此，本研究針對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之情境因素等相關

問題進行研究。除深入瞭解性侵害犯罪者關於犯罪目標之選擇歷程與

情境因素外，並試圖探索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之被害情境及問

題需求，並根據研究所得資料提供政府有關政策面、行政面、實務面

之具體因應策略。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文獻探討、質性訪談等方法，針對女性智能障礙者遭

受性侵害之情境因素進行研究。除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比較分析

外，並對女性智能障礙性侵害之犯罪者進行深度談訪，以深入瞭解性

侵害犯罪者其犯罪的動機、犯罪的手法、選擇犯罪目標之過程、犯

罪當時的情境歷程與案發後之感想等項。 

本研究是嘗試從對女性智能障礙者進行性侵害並入監服刑的

受刑人身上了解犯罪當時的情境歷程，因此關於本研究的受訪者取

樣方式係先發函臺北、臺中及高雄等三所法務部目前指定專區收容

性罪犯的監獄，針對因性侵女性智能障礙者而入獄服刑之受刑人，

先經篩檢選出符合本研究意旨之個案共十二人為研究個案並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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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現象學派典型模式進行立意取樣、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並進

行深度訪談。本研究係採取質性研究深度訪談，進行本研究設計。 

 

參、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12位的受訪個案中，有9位的受訪者表示與被

害人間彼此認識，彼此間的關係為鄰居、同事或父女，比例甚高。因

此，對女性智能障礙者實施性侵害行為者，初步發現以熟識者的侵害

為多。 

   在性侵害行為發生前，加害人對於被害者有智能障礙的情形是否

知情之議題上，本研究發現有一半受訪者在實施性侵害行為之前，對

被害人有智能不足或智能障礙之情形是肯定知悉或有所懷疑。而對這

些受害者，多是抱著智能障礙者應該比較好騙所以『有機可趁』的投

機心態，利用或製造與受害人獨處的機會，以金錢或食物作為誘餌，

而實行性侵害之行為。但是也有也高達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在從事性

侵害行為當時並不知道被害人有智能不足的情形，都是等到被害人或

其家人對這些受訪的加害者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訴後，加害者才知道

被害者有智能障礙的情形；且這些受害者都是輕度智障。 

    在性衝動的引發議題上，受訪的性侵害加害者中有迫半數（五

位）是因為察覺被害者有智能不足的情形，在獨處或有利情境配合

下引發性衝動；另外有二位受訪者是因為被害人主動的引誘而引發

性衝動；有一位受訪者是因為看了色情刊物後先引發性慾，並在之

後發現被害人一人落單而遂行其性衝動的慾望；另有一位受訪者是

因為酒精對自控力的削弱，並看到被害人洗澡出來沒有穿衣服的情

境而引發性衝動；也有受訪者是因為與被害人獨處的情境而引發性

衝動。 

在受害者是否有反抗之議題上，有超過半數（7位）受訪者表示

被害人在被侵害時是沒有反抗的；而有反抗情形的個案中，有二位表



 4 

示侵害行為的停止確實是因為被害人的反抗反應，另一位受訪談者則

表示因為受害人的抗拒反應不強烈，所以以為被害人是不好意思，因

此沒有停止性侵害行為。 

12位受訪者中有高達9位受訪者為性侵害行為的時間點是在中

午或下午2-3點，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午或剛過中午的時段，

應該是女性智能障礙者的保護者（例如家人、朋友），保護監督密度

較弱的時段，這可能是因為一般人對於犯罪的時間點，包括性犯罪在

內，都會傾向認為應該晚上比較危險，比較沒有人注意到白天潛藏的

危機，就認為大白天應該不會有這樣的犯罪事情會發生而疏忽保護或

陪伴。但是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有甚高比例的性侵害加害人，

是選擇大白天的中午或下午時段對智障女性從事性侵害行為。 

 

肆、研究建議 

一、鑑於熟識者為性侵害加害人的高比例現象，本研究認為在性

侵害犯罪的防治宣導上，除了原來宣導必須提防陌生人外，

更要進一步強調，熟識者也可能成為一匹伸出狼爪的加害

者，特別是對女性智障者更有其甚高之潛藏危險。 

二、女性輕度智能障礙者因為理解能力與生活自理能力均尚稱足

夠，因此可以再強化對自身性自主決定權及人身安全保護知

識的訓練。例如在學校的教育課程中，可以設計預防性侵害

內容的短劇，透過話劇的方式讓輕度智能障礙的女同學可以

知道，對於自己隱私及性自主決定權的保護應該如何實行。

在遇到有陌生人或熟識者有侵犯自己隱私或性自主的情形

時，應該要趕緊向親友或師長求助。此外也應該加強宣導，

並讓女性輕度智能障礙者瞭解性自主權及身體尊嚴不能用

物質籌賞作為交換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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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研究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之被害情境，如多數遭

性侵之個案沒有反抗、加害者習用金錢或食物引誘等犯罪手

法，這些研究所歸納而出之被害情境因素，對於未來預防女

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的迫害，將能提供社工人員及第一

線從事性侵害防治工作的實務工作者（例如各縣市警察局婦

幼隊、家暴與性侵害防治中心之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參考。 

四、對於中、重度的女性智能障礙者而言，因為她們的理解能力

與生活自理能力都顯著低於一般人，因此對這樣的女性智能

障礙者要訓練他們可以提昇自己的防禦能力確實會面臨困

難。因此，對於中、重度的女性智能障礙者，本研究認為應

該要強化其監督保護機制，例如當家中有這樣個案的情形

時，社會局應該主動不定期派社工人員訪問實際照顧中度或

重度智能障礙者的照護者，除了宣導保護智能障礙者的性自

主權益外並給予求助管道、性教育知識等資源之協助；在學

校中，則應該由照護的老師對這些中度或重度智能障礙的女

學生加強觀察，若學生有出現異常狀況時（例如出現焦慮、

不安、哭泣、自殘等情形，或有月經遲延的狀況），負責照

護的老師應及早介入瞭解；而在社區鄰里中，若有鄰居屬於

中、重度的女性智能障礙者，里長平日就可以舉辦宣導活

動，鄰居之間也應該發揮守望相助、遠親不如近鄰的道德

心，特別注意這樣女性的情形，若遇有陌生人或熟識者企圖

搭訕將這樣的個案帶離個案住家附近時，應該馬上通知個案

的家人。 

五、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智障者被性侵害案件是發生在白天，

甚至多是在中午前後，這樣的研究發現與傳統上我們認為性

侵害加害者都會偷偷摸摸的在夜晚從事性侵害加害行為大

相逕庭。因此本研究認為，在性侵害預防的策略上，應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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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宣導『白天也會有狼人出現』及『智障者的保護不分

時段』的觀念。 

六、一般對於智障者存有『智障者有身心的缺陷，無人會加害於

智障者』、『智障者比一般人更容易產生衝動行為，包括性

衝動，因此任何性接觸終將會被智障者所接受，而不致引發

其不舒服的反應』、『智障者在性方面也有缺陷，所以不會

遭到性侵害』等錯誤的觀念，而加上智能障礙者容易出現過

度依賴與服從、多缺乏適足的性教育及人際關係，致使智能

障礙者容易成為性侵害的高危險群。因此本研究認為，預防

宣導上應該要改正一般人對於智能障礙者關於性方面的的

錯誤觀念，讓一般社會大眾能瞭解女性智能障礙者的行為特

質，避免因為錯誤的觀念而讓女性智能障礙者容易變成性侵

害的被害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