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關係停看聽 

財務不安全與經濟暴力，迫使遭受親密關係暴力婦女留在受虐關係，或面對貧窮與無家可歸的困境。許多女性並未意識到自己正遭受經濟

暴力。 

以下是加害人在經濟上虐待現任或前任伴侶的典型行為。您可以利用這份由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珮玲教授所發展的臺灣本

土第一份親密關係經濟暴力量表（IPEV），讓婦女們了解自己遭受經濟暴力的類型與狀況。 

在此誠摯感謝王珮玲教授授權現代婦女基金會運用親密關係經濟暴力量表（IPEV），讓更多專業人員得以協助更多受暴婦女，了解自己遭受

施暴者經濟暴力的處境，從而共同討論發展如何經濟自主，錢進自由！ 

請邀請您服務的婦女，儘可能回想她的伴侶或前伴侶，在過去一年間有多常有下列行為？請婦女從 1 至 5 選擇最符合她們情況的答案－ 

1=從未，2=很少，3=有時，4=經常，5=總是如此。  



 

親密關係經濟暴力量表 
Intimate Partner Economic Violence Scale（IPEV） 

 

本表目的： 

評估遭受親密關係經濟暴力的狀況，幫助專業工作人員瞭解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處境，作為擬訂輔導措施與生活重建之評估資料，

以協助被害人脫離暴力。 

 

使用說明： 

1. 本表使用者為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專業人員 

2. 適用之評估對象：以遭受親密關係暴力之女性被害人為主。 

 

 

填寫說明：過去一年之間遭受伴侶對您的經濟暴力行為，每一題勾選最符合的選項。（以下題項之「他」指被害人親密伴侶，包括

配偶、前配偶、同居伴侶、前同居伴侶、男友或前男友） 

 

面向 題  項 1-從未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如此 

經濟

控制 

1.做一些舉動，讓你沒有自己的錢      

2.規定你如何用錢，不讓你自己做主      

3.要求知道你如何花錢      

4.要求你必須將買東西的收據、發票或零錢交給他      

5.不讓你有錢去買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物、衣服或雜物等      

6. 你有銀行帳戶，但由他控管你的銀行存摺與使用      



 

面向 題  項 1-從未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如此 

經濟

剝奪 

7.未告知或未經過你的同意，就從你的錢包、帳戶拿錢      

8.強迫你必須給他錢、或給他 ATM 提款卡、信用卡使用      

9.偷你的錢、財物      

10.要你去跟家人或朋友借錢，但他不還債      

11.說服你借錢給他，但他不還你錢      

12.花掉或拿走你要拿去付房租或生活各項開銷的錢      

13.拿你的東西或家中共有的物品去典當。      

14.他自己跑去跟你的親戚或朋友借錢，但要你去還錢      

阻止

工作 

15.做一些事(例如不讓你出門、不帶小孩…等)，以阻止你去工作      

16.要求你辭掉工作      

17.威脅你必須辭去工作      

財務

獨斷 

18.不讓你知道任何家中財務訊息      

19.做何重要的財務決定時，不事先與你商量      

20.他有賺錢，但都用在自己身上，不與你共同分擔家中的開銷      

其他  

 

  



 

經濟暴力 

指施暴者阻止對方取得金錢或其他財務資源，以控制關係的一種策略；經濟暴力向來是加害人拿來控制伴侶的一種手段。 

而「關係中缺乏財務決定的合作與討論」，是用來判斷婦女是否遭經濟暴力的關鍵指標。 

 

 

經濟暴力的類型 

經濟控制：施暴者用各種方式，限制或監督被害人使用經濟資源。 

經濟剝奪：施暴者用各種方式，奪取婦女的經濟資源。 

阻止工作：施暴者用各種方式，如：威脅、限制或阻撓婦女工作及取得資源。 

財務獨斷：施暴者不讓婦女知悉家中財務狀況，或獨斷經濟資源。 

 

 

 

專業人員如何運用親密關係經濟暴力量表？ 

專業人員評估受暴婦女受暴情況時，可以使用此表，了解過去一年其遭受伴侶經濟暴力各面向發生的態樣與頻率，了解其全貌與嚴重性，讓

婦女更了解經濟暴力。 

1.先了解婦女遇到題項中哪些類型的經濟暴力 

  ＊若勾選第 1 題至第 6 題的題項較多：表示加害人對婦女有較多項經濟控制的狀況。 

  ＊若勾選第 7 題至第 14 題的題項較多：表示加害人對婦女有較多項經濟剝奪的狀況。 

  ＊若勾選第 15 題至第 17 題的題項較多：表示加害人對婦女有較多項阻止工作的狀況。 

  ＊若勾選第 18 題至第 20 題的題項較多：表示加害人對婦女有較多項財務獨斷的狀況。 



 

 

2.再問看看婦女是否有 20 題以外的經濟虐待狀況，並了解脈絡與細節。 

3.請切記分數不是重點。若婦女每題都是 1 分，也不代表她沒有經濟暴力的狀況。 

4.問問看婦女這些情況中，她是否自主？這些財務決定她是否有同意權？或是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5.再問問看婦女：你對現在處境的感受是什麼？ 

6.擬定財務安全計畫：根據婦女經濟暴力量表和會談的結果，和婦女共同擬定財務安全計畫。 

專業人員針對被害人的處境，可思考下列服務策略：提升對經濟暴力內涵的認知、財務素養與知能的敎育、經濟賦權方案、準備性就業服

務、支持性就業服務、創業服務等等。（摘自王珮玲、顏玉如，2018：王珮玲、陳姿樺，2017；杜瑛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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