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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社會各個角落存在許多弱勢團體，特殊境遇婦女就是其中的一群。包

括單親媽媽、未婚懷孕少女、受暴婦女以及重大傷病的女性等等。過去我國政府

有針對特殊境遇婦女立法訂定扶助條例，以保障其經濟安全；然而此公共扶助政

策尚缺乏有系統的分析與研究，因此本研究來對此進行分析探討。目的：本研究

想了解特殊境遇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之歷年人數、人次、金額補助趨勢變化情

況，並探討各年代與國籍別、縣市別之相關性。方法：分析 2006 年至 2013 年社

會福利統計年報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資料庫，利用 SPSS 20 版統計軟體

進行描述性及推論性統計分析，以研究對象之人數、人次、金額等做描述性統計

分析；推論性統計則以 t 檢定（T-test）統計方法探討各國籍、縣市之間是否有差

異；曲線估計（Curve Estimation）來分析家庭扶助服務之長期趨勢。結果：研究

結果顯示，五項家庭扶助服務的利用人次中，最高至最低依序為子女生活津貼、

緊急生活扶助、兒童托育津貼、傷病醫療補助、法律訴訟補助。2006~2013 年間，

在緊急生活扶助方面由平均 2.9 次降至 2.6 次，呈現顯著下降趨勢。而在國籍別部

分，本國原住民使用家庭扶助服務人次則於 8 年間從 3130 人次增至 7212 人次，

一共增加了 4082 人次（R²=0.680; p=0.012）。外國籍特殊境遇婦女部分，利用家庭

扶助服務人次由 2006年的 807人次增長至 2013年的 2326人次（R²=0.638; p=0.017）。

結論：政府應針對國籍為非本國一般民眾的特殊境遇婦女，提供更多經濟上的補

助以保障其家境生活。並應審視當前特殊境遇婦女所遭逢之困境及其需求，提供

最適切的扶助服務，以達到福利政策的落實。 

關鍵字：特殊境遇婦女、家庭扶助服務、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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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年來經濟的不景氣以及婦女離

婚率的增加（吳慧靖，2009），讓許多

單親家庭的婦女無法負擔生活上龐大

的家計壓力，還有遭受家暴、丈夫遺棄

的婦女，這都是社會上的特殊境遇婦女。

政府在民國 89 年通過「特殊境遇婦女

家庭扶助條例」，該條例第一條規定本

法立法目的在於「加強照顧婦女福利，

扶助特殊境遇婦女解決生活困難，給予

緊急照顧，協助其自立自強及改善生活

環境」，政府應對於生活遭遇實際困難

之婦女提供實質之援助，以改善其生活

環境，避免因一時之經濟因素而遭遇更

大之不幸（立法院法律系統，2013）。

因而對於特殊境遇婦女在緊急生活扶

助、子女生活津貼、子女教育補助、傷

病醫療補助、兒童托育津貼、法律訴訟

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等方面，給予法律

上之保障。然而，這些生活扶助之保障

與補助，是否能真正滿足特殊境遇婦女

經濟上之需求？ 

    為了養育子女，單親家庭的婦女需

要尋求補助或貸款來維持生計，但是在

申請特殊境遇婦女創業貸款，卻面臨重

重之障礙（林奼君、李淑容，2007）。

在生活福利方面，包含居住安排、經濟

就業、子女就學、法律諮商等需求，均

有賴政策實行來給予補助（任麗華、傅

凱祺，2006）。此外，關於特殊境遇婦

女（包括家庭暴力受害婦女、未婚懷孕

婦女）之身心健康、產檢及預防保健利

用服務，亦是醫療衛生保健服務應該要

關注的層面（王索美等，2011）。根據

內政部統計處統計資料「99 年單親家庭

狀況調查統計結果摘要分析報告」顯示

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扶助社會福利措

施上，單親父母認為最需要的社會福利

措施有健保費減免、傷病醫療補助，分

別為 51%及 20%（內政部統計處，2013）。

根據中央健保局統計資料顯示，101 年

12 月弱勢民眾安心就醫方案受惠對象

中，特殊境遇家庭受補助者，共計有 8

萬 5000 人（中央健保局，2013）。然而，

特殊境遇婦女往往為了家庭經濟及兒

女教育，常常忽略了自身健康；且弱勢

婦女與單親家庭更應是社會所需關懷

的一群，其生活健康狀況更是衛生福利

領域所應關注的議題。希望經由福利政

策的落實讓弱勢婦女得以在生活扶助

上獲得實質的協助（詹火生，2011）。 

    單親媽媽、受暴婦女、原住民與新

移民女性、未婚懷孕婦女等特殊境遇婦

女經常需要一肩扛起撫養子女和負擔

家庭經濟的責任，且收入水平艱辛的婦

女，在懷孕期間會比一般婦女有較高的

患病率，研究記錄顯示因為生活困苦而

會影響懷孕期間的不良健康後果。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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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懷孕母嬰健康的問題將是社會

衛生福利政策所需考量的（Braveman et 

al., 2010）。 

    在一個科技文明進步的國家中，健

康及社會的工作應幫助弱勢婦女制定

相關扶助辦法、條例來達成她們對醫療

保健的期望（McCoyd, 2010），尤其是

懷孕婦女的胎兒具有先天性疾病，特殊

境遇婦女們更需要醫療研究管理以及

醫 療 補 助 來 克 服 所 面 臨 的 難 關

（Chauhan et al., 2013; Head et al., 

2012）。在法律訴訟部分，由於她們較

缺乏法治層面的學識，常常在肇生法律

事故後而無後援，會希望經由合法法律

途徑以獲得應有的權利或賠償（Duty et 

al., 2012）或是面對官司產生的訴訟金

額能有一定的補助（Zwecker et al., 

2011）; 在社會問題層面，特殊境遇婦

女的家暴受虐以及生育撫養權訴訟糾

紛更是層出不窮。很多未婚懷孕少女在

遭受性侵或是受暴婦女被施予暴力所

造成身心理的傷害甚至會引發 PTSD 創

傷後壓力症候群，對其往後身處的生活

環 境 不 啻 是 一 大 阻 礙 （ Larsen & 

Fitzgerald, 2011）。由於未婚媽媽在未做

好為人母的角色準備時便懷孕，在孩子

的留養以及托育的過程中便會備感壓

力（邱淑美，2012）。另外在孩子撫養

權官司中，單親媽媽在經濟上的劣勢常

會導致法律訴訟的敗訴，甚至影響到支

付基本的法律訴訟金額。 

    人工流產墮胎也是受害婦女的一

項悲哀（Palmer, 2011），既無明媒正娶

也沒有經濟能力而做出迫不得已的決

定。此問題有涉及許多社經文化層面的

介入來立法保障她們的權益，還有包括

產婦醫療保健與法律官司訴訟的協助，

都有待政府去提供相關補助及資源 

（Kaur, 2012）。此外，以美國為例，統

計指出女性單親的就業率為 55.8%，相

較於男性單親 76%以及雙親家庭中男

性 91.7% 和 女 性 60.7% 還 要 低 

（Manning & Lichter, 1996）。由此可知，

單親女性所需背負的經濟壓力相比其

他完整家庭會較為沉重。 

我國特殊境遇婦女除了在醫療費用方

面，生活扶助、法律訴訟、子女托育等

層面也都需要政府提供補助金額。另外

根據統計特殊境遇婦女人數從 2002 年

間的 109,598 人次成長到 2011 年的

163,660 人次，家庭扶助服務總金額從 2

億4仟多萬元攀升到4億2仟多萬元（衛

福部，2013）。面對特殊境遇婦女逐年

上升的人數與家庭扶助服務補助金額

需求，如何改善現況將是衛生福利部的

政策實行方針值得審視的重要問題。因

此本研究目的在於了解特殊境遇婦女

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之歷年人數、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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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補助趨勢變化情況，並探討各年代

與國籍別之相關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料，分析 2006

年至 2013 年衛生福利部社會福利統計

年報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資料

庫，此資料庫係網路公開資料，可自由

點選下載。研究對象為 2006~2013 年使

用家庭扶助服務之特殊境遇婦女。並利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進行資

料處理與分析。描述性統計方面，以次

數及百分比呈現研究對象使用五項家

庭扶助服務（緊急生活扶助、傷病醫療

補助、法律訴訟補助、子女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之人數、人次、金額等；

推論性統計則以 t 檢定（T-test）、 曲線

估計（Curve test）等統計方法來探討各

國籍間的差異趨勢變化。 

 

研究結果 

        特殊境遇婦女歷年利用家庭扶助

服務之人數如表一，總服務人數 2006

年為 11805人、2007年為 13070人、2008

年為 13358人、2009年為 15768人、2010

年為 19072人、2011年為 19409人、2012

年為 16536 人、2013 年為 15197 人，其

中在利用各項扶助服務的人數中，以子

女生活津貼為最多，每年都至少佔了總

服務人數 50%以上，其次依序為緊急生

活扶助、兒童托育津貼、傷病醫療補助、

法律訴訟補助。

 

表一、歷年特殊境遇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人數之情形 

  

 

年代 

扶助服務別 

總服

務人

數 

緊急生活 傷病醫療 法律 

訴訟 

子女生活 兒童托育 

n (%) n (%) n (%) n (%) n (%) n (%)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1805 

13070 

13358 

15768 

19072 

19409 

16536 

15197 

2949 (25.0) 

3836 (29.3) 

4360 (32.6) 

5149 (32.7) 

5551 (29.1) 

5307 (27.3) 

5537 (33.5) 

5459 (35.9) 

1204 (10.1)

170 (1.3) 

243 (1.8) 

227 (1.4) 

241 (1.3) 

134 (0.7) 

156 (0.9) 

138 (0.9) 

291 (2.5) 

216 (1.7) 

128 (1.7) 

101 (0.6) 

150 (0.8) 

150 (0.8) 

115 (0.7) 

85 (0.6) 

6066 (51.4) 

8291 (63.4) 

8047 (63.4) 

9811 (62.2) 

12928 (67.8) 

13624 (70.2) 

10522 (63.6) 

9257 (60.9) 

1295 (11.0)

557 (4.3) 

580 (4.3) 

480 (3.0) 

202 (1.1) 

194 (1.0) 

206 (1.2) 

25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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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顯示出歷年特殊境遇婦女每

年利用服務次數的狀況，平均每人每年

利用家庭扶助總服務次數約為 7~8 次。

子女生活津貼與兒童托育津貼部分，每

年均高於平均總服務次數；而緊急生活

扶助、傷病醫療補助及法律訴訟補助則

低於平均總服務次數。針對各項扶助服

務進行曲線估計的檢定，可發現在緊急

生活扶助的利用次數方面，2006到 2013

年間，由 2.9 次降至 2.6 次（R2＝0.860，

p 值＝0.001），顯示出特殊境遇婦女每

人每年利用此項家庭扶助服務的次數

有逐漸下降的趨勢。

 

表二、歷年特殊境遇婦女每年利用家庭扶助服務次數 

  年代 Curve test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R² P 值 

總扶助

服務 

8.4 7.9 8.0 7.6 8.4 8.4 8.4 8.6 0.256 0.201 

緊急生

活扶助 

2.9 2.9 2.8 2.7 2.7 2.7 2.7 2.6 0.860 0.001 

傷病醫

療補助 

1.4 4.0 2.8 3.8 4.0 1.6 1.3 1.3 0.165 0.318 

法律訴

訟補助 

1.1 1.0 1.0 1.0 1.0 1.0 1.0 1.0 0.333 0.134 

子女生

活津貼 

12.6 10 11.0 10.2 10.6 10.8 11.5 12.3 0.026 0.703 

兒童托

育津貼 

9.3 15.8 10.2 11.6 32.9 11.1 12.2 10.6 0.003 0.894 

 

    本研究對象之國籍可分為本國一

般民眾、本國原住民、大陸港澳籍以及

外國籍。以 2013 年為例，可由圖一看

出本國一般民眾使用的人次比例佔了 9

成以上（92%），本國一般原住民（5%）、

大陸港澳籍（1%）以及外國籍（2%）

則相對少了許多。表三則為歷年特殊境

遇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人次國籍別

趨勢分析，其中本國原住民利用家庭扶

助服務人次從 2006 年的 3130 人次增加

到 2013 年的 7212 人次，共增加了 4082

人次，R2 為 0.680，P 值為 0.012；外國

籍特殊境遇婦女部分，利用家庭扶助服

務人次由 2006 年的 807 人次增長至

2013 年的 2326 人次，R2 為 0.638，P 值

為 0.017。研究結果顯示本國原住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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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特殊境遇婦女均在利用扶助服 務人次的態勢上，呈現顯著的成長情形。

 

 

圖一、2013 年特殊境遇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人次之國籍比較 
 

表三、歷年特殊境遇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人次國籍別之趨勢分析 

國籍

別 

年代 Curve test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R² P 值 

本國

一般

民眾 

93916 97985 100641 113070 146631 149247 125869 120319 0.477 0.058

本國

原住

民 

3130 3080 3089 3709 8301 8347 7178 7212 0.680 0.012

大陸

港澳 

1005 1022 1566 1460 2402 2476 2193 1270 0.304 0.157

外國 807 1525 1853 2256 2870 3590 3810 2326 0.638 0.017

 

      圖二顯示歷年每人使用之家庭扶助

金額，其中平均總服務金額以趨勢線條

呈現，金額約為 20,000 元。而緊急生活

及法律訴訟兩類服務，均高於平均總服

務金額。其中法律訴訟補助金額為最高，

除了 2006 年外，其餘年份大多超過

40,000 元；子女生活與傷病醫療則是每

年都低於平均總服務金額，又以申請傷

病醫療補助之金額為最低，每年均未超

過 10,000 元；而兒童托育津貼的利用金

額之情形則較為不固定。

 

120319
92%

7212
5%

1270
1%

2326
2%

本國籍一般民眾 本國籍原住民 大陸籍 外國籍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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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歷年特殊境遇婦女每人利用各項家庭扶助服務之金額 

 

討論 

    本研究分析2006~2013年特殊境遇

婦女利用家庭扶助服務之境況，使用服

務的人數、人次及金額，歷年有成長的

趨勢，表現弱勢族群婦女需依賴政府補

助的程度日益增加，與國外學者有相似

的研究發現。根據Schwartz-Soicher等人

在2011年的研究，表示配偶受到監禁而

導致形成單親家庭的婦女，對於刑事司

法的諮詢與社會福利機構的幫助也日

漸增多，希望藉由政府的幫忙來減輕單

親家庭的經濟風險。此外，近年國外經

濟衰退後所產生的就業問題，讓許多單

親媽媽面臨就業機會不足的困境

（Eamon & Wu, 2013）。依據國內文獻

的探討，得知雙親家庭貧窮率為5.3%，

女性單親家庭貧窮率為26.5%，男性單

親家庭貧窮率為12.1%，女性單親家長

的貧窮率是雙親家庭的5倍、男性單親

家庭的2.2倍。顯示單親家庭婦女必須依

賴福利補助以改善家境，金額上的奧援

也能減輕撫養子女上的身心壓力。（馬

淑蓉等，2013）。 

    由於長期經濟狀況不佳所背負的

身心壓力，進而容易引發疾病。中年婦

女在家庭遭受經濟困難後，間接去影響

自尊心理，因此常有抑鬱症的產生

（Wickrama et al., 2012）。因貧致病，

因病致貧的惡性循環下，將會成為社會

中的的一大問題。故我國政府不但在有

全民健保的幫助下，依然有訂定特殊境

遇婦女傷病醫療補助的政策，希望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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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金額上的扶助，來減輕患病家庭的負

擔。除了醫療方面的問題外，近年婦女

受暴事件也屢見不鮮，對於政府在官司

層面的訴訟費用補助及法律問題諮詢，

也都是弱勢婦女所需依靠的（Adams et 

al., 2012; Heflin & Butler, 2013）。據調

查，特殊境遇婦女家庭扶助補助可以解

決的問題，生活經濟佔 88.3%、訴訟問

題 45%、托育費用 25%、醫療費用 23.3%。

雖然扶助條例雖然多，補助項目也多達

7 項，但是緊急生活扶助僅能暫時度過

難關，除了法律訴訟外，其他補助金額

也比較低。且 59%的受訪者認為此扶助

條例並不能幫助解決生活困境（賴瑪利，

2004）。即使現今政府均有針對不同弱

勢族群訂定扶助政策，然而實質上的成

效卻不如預期。例如經濟狀況不佳的外

籍配偶大多對政府提供服務一無所知，

導致服務資源取得不易（陳琇惠、林子

婷，2012）。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接

受政府補助的國籍中，本國籍一般民眾

使用的比例佔了 9 成以上，而原住民或

非本國籍相加還不到 1 成，且原住民與

外國籍特殊境遇婦女歷年利用家庭扶

助服務的人次趨勢也漸增。 

    由於本研究為社會福利統計資料

庫之分析，受限於較少的研究變項，僅

能針對現有變項進行統計分析，無法進

一步探討特殊境遇婦女其人口特質（如：

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等等）與家

庭扶助服務利用之相關情形。 

 

結論 

    本研究主要分析社會統計年報

「2006~2013 年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

務」，研究對象主要為女性，研究結果

發現，特殊境遇婦女其國籍為非本國籍

一般民眾的群眾對於家庭扶助服務的

利用人數、人次日益漸增，且雖有政府

的扶助條例與金額補助，但仍有部分外

國籍婦女無法直接有效申請使用。此外，

單親家庭在經濟蕭條後，更迫切希望能

得到公部門的援助。為此政府應針對國

籍為非本國一般民眾的特殊境遇婦女，

採取全家式服務，繼續加宣導資訊，整

合資源避免服務重疊，放寬經濟補助之

相關資格條件。上述結果可作為未來探

討特殊境遇婦女之困境及其需要，及制

定福利政策之標準與適切性之參考，以

達到實質上福利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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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re were man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woman 

in hardship was one of a group of them. Including single mothers, unmarried pregnant 

girls, battered women and so on. However, this was still a lack of public support 

policies of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social statistics data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family assistance services of 

woman in hardship over the years. These service items included number, people, and the 

amount of subsidy. In addition, exploring trend changes, and the relevance of each 

other’s nationality and counties. Methods: The study used 2006-2013 Act of Assistance 

for Family in Hardship database to women of numbers, people, and so do the amount of 

descrip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Inferential statistics places T test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counties; 

Curve estimation to analyze long-term trends in family assistance service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family assistance services for five categories,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order, is the child living allowance, emergency life support, children’s 

nursery allowance, medical subsidy, and subsidy of litigation. 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dress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country of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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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on-citizens in general, to provide more economic benefits to protect their family 

life. And provide the most appropriate support servic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policies. 

Keywords: Woman in hardship, assistance for families services, long-term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