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哎唷，不要這樣啦。」
事實上，當台灣男性⾯臨性騷擾，拒絕的⽅
式⼗分溫柔，且極少激烈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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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與⽂化會加劇性騷擾情節
例如：同儕的訕笑、種族貌相、與
酒精催化。

2.對⽐王麗容(2012)的調查結果,
加害者不限於男性以及陌⽣⼈，⼥
性與親近友⼈也可能是加害者。

3.男性受害者開始有意識,但犯罪⿊數
仍然很⾼，舉報者甚少。

4.男性也有「積極性柔弱」
(Affirmative weakness)的回應策略

5.每個⼈的經驗都⼗分獨特,難以發展
出很具體的性騷擾定義

《我國性別暴⼒現況調查之研究期末報告》
表⽰男性遭受性騷擾的⽐率為 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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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燦煐(2011)提出性騷擾受害者的「積極性柔弱」(affirmative weakness)
因應策略,⽤以形容⼥性受害者在⾯對騷擾⾏為時「被動消極」的拒絕⽅
式。包含敷衍了事、陽奉陰違、轉移話題......等等。在這看似被動消極的
舉動下，卻是受害⼥性經過思考，有意識地選擇⼀種讓⾃⼰能夠不陷⼊
尷尬和危險處境的⽅式。在我的研究中,可以看⾒男性也使⽤了相同委婉
的⽅式來應對騷擾⾏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