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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進會推動教內防治性騷擾之路 

2012年： K小姐撰寫《教會，你能為性侵犯受害人討回公

道嗎？》投稿至時代論壇 

2013年‧6月：制定本會《防治性騷擾政策》 

2014年‧10-12月：《教會內性騷擾及性別意識問卷調查》 

2017年‧8月-2018年‧4月《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

擾經驗》 

 







《不再沉默—收集教
內被性騷擾經驗》 
研究報告及獻議 

收集期間：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 
填寫問卷人數：59位（有效問卷為55份） 

深入訪談人數：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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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節錄） 

•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年期由近一兩年至廿一年或以上
不等； 

•受害人被性騷擾的方式依次為「不受歡迎的身體接
觸，例如：「觸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體」
（33%），「强逼進行性行為」（17%），「引起
性聯想的評語、玩笑或提問」（5%）等； 

•性騷擾發生的地點包括牧師或傳道人的寓所、教會
場地或辦公室、機構辦事處及公共地方，場景包括
各式教會活動、家訪、教會海外行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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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之結果分析 

•教會的架構：階級分明又同時關係緊密如家人 

•參與教會的人：願意表露脆弱的群體 

•教會的信仰論述：被斷章取義使用 

•教會的群體文化：和諧合一 

•教會的性別論述：性別定型 

•受害人在尋求幫助時遇到的困難：二度傷害 

•受害人期望教會如何處理：正視問題、建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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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教內性騷擾行徑的一些例子： 
 
涉及性的言論或笑話； 
大談自己的性生活，或不斷追問別人的婚姻狀況或性
生活； 

以祈禱或關心為名借故靠近，做出令人不自在的身體
接觸，例如未經同意為某人按摩或摩擦其身體，或侵
犯空間如站太近等； 

色迷迷的看著別人或其身體部位； 
以上帝之名追求某人而不顧對方意願； 
以信仰理由合理化不恰當的身體接觸、甚至侵犯； 
 

 
 







向教會的獻議 

1. 盡早制定及落實防治性騷擾
政策 

2. 鼓勵教牧、信徒領袖及平信
徒參與「防治性騷擾」訓練 

3. 所有長時間的集體活動必須
加強「零性暴力」的意識 

4. 加強性別意識教育 

5. 敏銳於群體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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