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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辦理轉型正義業務 

112 年度推動成果 
壹、 前言 

依行政院 112 年 7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112 年至 115

年）」(下稱本方案)，各主責機關年度辦理成果(該年度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應於次年度首次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下稱本會報)提出報告，並公布於機關網站。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辦理情形已於本(113)年 4月 11日本會報第 4次會議報告，爰依本方案規定公布

相關辦理成果如後。 

 

貳、 本方案願景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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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情形 

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照顧療癒

政治受難

者及其家

屬之政治

暴力創傷 

照顧療癒政

治受難者及

其家屬之政

治暴力創傷 

全國照顧服務據

點設置。 

設置 4處據點，

服務受益人數

120 人，密集照

顧 25人。 

1、 已設立 4 處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支持服務據點（下

稱據點），分別提供以下區域個案服務，範圍擴

及全國各區： 

1. 臺北據點：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

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2. 臺中據點：臺中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3. 臺南據點：臺南市、雲林縣、嘉義市、嘉義

縣。 

4. 高雄據點：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2、 區域服務據點提供政治受難者及家屬之服務如

下： 

1. 提供諮詢窗口：提供有關本部政治暴力創傷

療癒與照顧服務、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權益回

復或其他轉型正義工作相關資訊之諮詢服

務。 

2. 辦理據點活動：依受難者及家屬需求，辦理

各類型社群活動，促進受難家庭間之互動，

提升渠等之人際連結與情感支持，及促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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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眾與受難家庭間之社會對話，並提升社會及

民眾對政治暴力創傷、轉型正義之認知與共

識。112 年度總計辦理 87 場次，共 2,242 人

次參與（包含受難者 241 人次、受難者家屬

890人次，及其他民眾 1,103人次）。 

3. 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由個案管理人員定期提

供關懷與情緒支持、建立信賴關係、促進服

務對象社會連結，並評估渠等整體需求，據

以連所需之照顧、急難救助、生活扶助、心

理諮商與治療資源，及協助威權統治時期國

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申請相關事宜。

112 年度總計服務 178 名個案，電話關懷

1,548人次，當面訪視 701人次；並協助權利

回復基金會，至各地據點辦理 4 場次共 73 人

次賠償金支票發放，親送支票 12人次。 

4. 提供補助資源：針對於上開服務個案，於個

案管理人員為其連結既有長照及社福體系資

源後，針對仍有不足者，提供補助資源。112

年度總計提供 61名個案補助。 

全國照顧服務據

點工作者支持。 

提供各據點團

體或個別督導

為提升協助據點工作者提升專業知能，本部已提供

工作者以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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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資源，每年支

應至少 60 小

時。 

1、 團體及個別督導經費：提供各據點（含原民服務

方案）每月 1次團體督導，每次 2小時，每位工

作者個別督導 8 小時。全國 5 方案總計提供 230

小時。 

2、 設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下稱管

理中心），建立跨據點交流平台，辦理跨據點交

流會議，提供培訓、個案研討、原住民族主題課

程等資源，輔導各據點建立跨專業團隊，提供以

個案為中心的服務。已辦理 9 場次，總計 21 小

時： 

1. 112 年 5 月 17 日跨據點交流(線上 2 小時)：

主題－據點服務原則及經驗分享。 

2. 112年 7月 5日跨據點交流(線上 2小時)：主

題－據點服務經驗分享。 

3. 112年 8月 2日跨據點交流(線上 2小時)：主

題－據點服務經驗分享。 

4. 112年 8月 20日原住民族主題教育訓練(線上

2 小時)：主題 1－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受難者

與家屬需求調查與分析、主題 2－高一生及

其族人們的白色時代、文化敘述與土地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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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5. 112 年 9 月 1 日跨據點培訓課程(線上 3 小

時)：主題－心理諮商轉介實務工作。 

6. 112 年 9 月 17 日原住民族主題教育訓練(2 小

時)：主題－原住民族政治受難的社群交織

性。 

7. 112 年 10 月 3 日跨據點培訓課程(實體 3 小

時)：主題-戰後台灣的威權體制。 

8. 112 年 10 月 22 日原住民族主題教育訓練(線

上 2 小時)：主題 1－太魯閣族的歷史創傷－

土地的流與轉、主題 2－療遇從有你也有我

的關係開始－談「以助人為展開」的關係。 

9. 112 年 11 月 14 日跨據點培訓個案研討會(實

體 3小時)。 

3、 偕同管理中心訪查各據點及原住民族方案執行情

形及專業支援需求： 

1. 112年 9月 18日訪查高雄據點。 

2. 112年 9月 27日訪查臺南據點。 

3. 112年 10月 2日訪查臺北據點。 

4. 112年 10月 11日訪查臺中據點。 

5. 112年 10月 24日訪查原民方案。 

建立政治暴力創 1 式，須包含需 1、 已依各據點訪查結果、112 年度成果報告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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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傷療癒與照顧個

案管理模式草

案。 

求評估架構、

個案服務流程

及跨專業協作

機制。 

中心彙整資料，建立模式草案 1 式。將持續依個

案服務實務經驗滾動修正，並提供未來新設據點

之承接團體依循辦理及發展在地特色。 

2、 模式草案重點內容包含： 

1. 個案外展及開案服務流程。 

2. 跨單位聯繫管道與窗口。 

3. 個案評估架構與表單。 

4. 各地跨專業資源及人才名單彙整。 

5. 個案服務資源需求及類別彙整。 

6. 據點活動主題與類型規劃。 

訂定密集照顧補

助流程及標準草

案。 

1式 1、 本部為加強對政治暴力受難者及家屬之密集照顧

服務，並周全相關補助案件之會計作業，特委託

管理中心於 112 年 8月，邀集法律、長期照顧、

心理諮商相關專家學者召開會議，並徵詢各據點

之建議，訂定補助作業要點草案 1式。 

2、 草案重點包含，補助項目及標準、申請單位、申

請程序、審查程序、補助原則、補助執行相關規

定、經費請撥與核銷等。 

3、 刻正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

項」、本部衛生及社會福利相關之補（捐）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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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業要點等規定，及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醫事司、

長期照顧司、社會及家庭署、會計處及法規會等

單位意見，修訂前揭草案內容。 

發展原住民族政

治受難家庭照顧

服務模式草案
1。 

1式 1、 本部為提供可回應原住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創傷療

癒服務，委託專業團體發展政治受難家庭照顧服

務模式，承作團體依據 112 年度方案執行經驗，

已訂定模式草案 1式。將持續依原住民族部落服

務實務經驗滾動修正，運用於推展部落療癒工

作。 

2、 模式草案重點內容包含： 

1. 部落政治案件特性及發展脈絡彙整。 

2. 部落社群網絡與關係建立策略。 

3. 原住民族療癒工作團隊架構及協作模式。 

4. 原住民族療癒工作者專業需求與培育。 

5. 原住民族療癒工作跨專業資源彙整。 

辦理政治暴力創

傷療癒工作者培

訓。 

2梯次 本部委託管理中心辦理工作者培訓課程： 

1、 初階培訓 1梯次： 

1. 日期：112年 9月 20日、9月 21日。 

                                                      
1 針對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及家屬之個案服務，規劃於 112年以試辦方案發展服務模式，並自 113年起將原住民族個案服務納入全國據點設置規劃辦理，爰 113-

115年不另列分年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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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2. 形式：實體及線上課程同步進行。 

3. 參訓人數：150人。 

4. 課程主題／講師／時數： 

(1) 戰後台灣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廖斌洲／2

小時。 

(2) 認識政治暴力創傷相關之精神症狀與創傷

後延性／陳俊光／2小時。 

(3) 政治暴力創傷／黃雅羚／2小時。 

(4) 受難者敘事見證／呂昱、彭仁郁／2 小

時。 

(5) 政治暴力創傷實務工作／施又熙／2 小

時。 

(6) 政治暴力創傷實務工作經驗分享／楊敦翔

／2小時。 

2、 進階培訓 1梯次： 

1. 日期：112 年 10 月 25、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11月 9日。 

2. 形式：實體課程。 

3. 參訓人數：28人。 

4. 課程主題／講師／時數： 

(1) 台灣轉型正義／周婉窈／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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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2) 轉型正義與人權-從國際人權、公共衛生等

視角看轉型正義之必要性與可能的作法／

李柏翰／3小時。 

(3) 台灣轉型不正義的結構性根源：過去、現

在、未來／謝易宏／3小時。 

(4) 政治受難家庭 vs 面對身心症狀與睡眠／

陳俊光／3小時。 

(5) 受難者複雜圖像：創傷心靈地景臨床工作

／彭仁郁／3小時。 

(6) 家庭互動與家庭關係：評估與演練／蘇益

志／3小時。 

(7) 家訪實務演練：家訪危機處理實務推演／

彭仁郁、郝柏瑋／3小時。 

(8) 疑似失智個案家訪實務演練：多元評估模

式實際演練／李會珍／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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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宣導與研究工作成果 

一、 辦理與轉型正義相關之重要社會溝通、宣導及教育訓練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112年 10月

11日、10月

18日、11月

8日、11月

15日 

《創傷與復原》讀書會 

1. 議題：認識政治暴力創傷 

2. 方式：讀書會 

3. 對象：一般民眾 

4. 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台灣圖書室文化協會（衛福部補助）。 

5. 成果：4場次（各 3小時），計 39人次參與。 

6. 成效：透過讀書會之深入導讀與分享交流，使參與民眾理解政治

暴力創傷經驗感受及意涵；活動期間於臉書發布 3 篇紀錄貼文，

總計觸及 2,097人次。 

112年 10月

14日至 16日 
2023綠島人權走讀 

1. 議題：認識轉型正義、認識政治暴力創傷 

2. 方式：營隊（三天二夜），包含受難者見證、主題課程、不義遺

址參訪、小組討論。 

3. 對象：社會議題工作者 

4. 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主辦（衛福部補

助）。 

5. 成果：營隊學員計 15 人，參與活動包含受難者見證 4 場次、主題

課程 2 場次、白色恐怖綠島園區參訪 2 場次、戶外走讀 2 場次、

小組討論 3場次， 

6. 成效：藉由活動的安排，讓參與者與受難者及家屬直接交流，並

與組員、隨隊講師密集討論，得以對威權歷史深入瞭解，並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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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受政治暴力創傷經驗，產生共感與連結。 

112年 10月

20日、12月

7日、12月

11日 

「女也－白色恐怖下的噤聲

之聲」 

1. 議題：認識政治暴力創傷—女性受難者經驗 

2. 方式：表達性藝術工作坊 

3. 對象：高中（職）學生 

4. 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悅萃坊主辦（衛福部補助）；斗南高中、

精誠高中、台東女中協辦。 

5. 成果：3場次（各 2小時），計 107人次參與。 

6. 成效：透過戲劇行動、多媒體影像等元素，促使高中學生了解白

色恐怖女性受難者面臨的暴力侵害、出獄後的社會壓力與孤立。

參與者於活動中透過創作行動，表達自身的發現及給予受難者的

支持，開啟對話與相互看見的空間；活動參與者對活動之整體滿

意度達 4.85分（1-5分）。 

112年 10月

25日、11月

8日、12月

19日 

相遇·相癒—政治暴力創傷

知情校園工作坊 

1. 議題：認識政治暴力創傷 

2. 方式：工作坊 

3. 對象：大專院校學生 

4. 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主辦

（衛福部補助）；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東吳大學人權學

程、東吳大學政治系、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協辦。 

5. 成果：4場次（各 2小時），計 121人次參與。 

6. 成效：協助參與者認識政治暴力創傷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並指

認威權體制與自身的連結，觸發感受、提升投入相關議題之動

機；活動回饋問卷顯示，超過 86%參與者同意工作坊有助渠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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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政治暴力創傷之影響。 

112年 11月

7日、11月

28日、12月

9日、12月

22日 

二二八家屬分享會 

1. 議題：認識政治暴力創傷－受難家屬經驗 

2. 方式：受難家屬見證分享。 

3. 對象：一般民眾 

4. 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台灣共生青年協會主辦（衛福部補助）。 

5. 成果：4場次（各 3小時），計 74人次參與。 

6. 成效：各場次均有受難家屬自發參與，向分享者提問、交流；學

員背景統計顯示，有來自超過 10 所不同大專院校/高中之學生參

與；於社群平台發布之活動紀錄，總計觸及 7,533人次。 

二、 辦理與轉型正義議題相關之研究 

受託機關(構)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 

（衛福部補助） 

「敘事、鄉鎮、公共性— 

探索一條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的新路徑」計畫 

1. 研究目的：發展「敘事化」與「社區化」政治暴力創傷

療癒途徑。 

2. 研究內容：透過在故鄉凝聚群眾基礎，形塑一套與威權

時期國家所打造的「汙名敘事」不同的「替代敘事」，

讓民眾重新認識、思考、評價相關事件，也讓政治犯、

家屬、民眾重新連結，藉此修復關係與療癒傷痕。 

3. 研究方法：選取至少 2 個地區，循「建構案件替代敘

事」、「將替代敘事在地公共化」、「受難者及家屬與

在地重建關係」、「受難者及家屬公開分享與回饋」、

「修復與療癒的重新詮釋」等 5 步驟試行，據以彙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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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機關(構)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說明 

階段工作方法。 

4. 研究結果：於嘉義朴子、台中環山部落、金門金城、桃

園中壢等 4 地區執行，並修正提出四階段工作方法建

議。 

5. 於轉型正義業務推動之運用：團隊之操作經驗及所提出

之工作方法，可提供本部各支持服務據點參考運用於在

地服務。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衛福部補助） 

「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受苦經

驗空間轉化研究」計畫

（112-113跨年度計畫） 

1. 研究目的：進行政治暴力受難者主體經驗之時間性與空

間性之論述。 

2. 研究內容：透過第一期之文史資料分析、第二期之訪談

分析及第三期校史與行動研究，探討於場域空間與歷史

脈絡下，創傷經驗本質及轉化歷程。 

3. 研究方法：以「詮釋現象學」為三階段文本資料的分析

方法，採用「情緒地理學」概念，聚焦探究的創傷經驗

轉化之時間性與空間性特性，並以「批判性敘事分析」

的六步驟操作資料分析，形成對文本綜合性的論述與理

解。 

4. 研究結果：已提出 112年度「文史資料分析」報告。 

5. 於轉型正義業務推動之運用：112 年度蒐整之花蓮張七

郎案例資料，可供花蓮受難者服務之實務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