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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政策參考，簡單摘譯外國文獻；如欲完整理解文獻

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前述資料來源，為進一步研究。 

壹、本篇文獻簡介 

  美國實務上針對女性被害人對性侵害指控所產生的「信譽折扣」現象，其

中不乏是源於偏見。面對此現況，該篇文獻作者藉由審查法律上相關規範與相

關的學術見解，並分析美國警察、檢察官處理性暴力犯罪時，對於被害人證詞

可能出現的懷疑態度，將「信譽折扣」現象作全面性的介紹，並提出立法建

議。 

貳、本篇文獻之內容概要 

一、信譽折扣（Credibility Discounting）： 

  信譽是透過可信度與合理性建構而成，故「信譽折扣」應可理解為兩要

素在司法實務上，對辦案人員的主觀認知所造成的危機，即可信度和合理性

降低。又在實務運作上，若司法體系對證言產生「信譽折扣」的現象，則可

詮釋為該證詞在司法實務的運作上，其證明力下降。 

  二、美國實務現況 

  「信譽折扣」現象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被定性為一個中性詞彙，

但作者認為，於實務操作時，此現象卻是伴隨偏見而生，故而有詳加探討之

必要。作者藉由簡述美國實務現況來說明「信譽折扣」如何對女性被害人產

生負面的影響，並透過實際案例，將前述困境以更具體的方式呈現，詳情分

述如下： 

（一）警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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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見解認為，根據美國司法機構提供的數據可得知，絕大多數性侵

害案件的被害人不期待警方能有所作為，故舉報比例甚低，其中，少數族

裔、同性戀社群的比例與整體數據相較又更低。 

  其次，實務上雖要求警方須嚴守中立性立場，但在一般案件的處理

上，透過被害人的指控，往往由嫌疑人可能構成犯行的預設立場進行調

查；惟獨於性侵害案件，美國警方卻一反過往的辦案態度，傾向質疑被害

人的證詞，前述狀況降低了警方蒐集證據的積極度，甚至以不值得調查為

由於初期階段草率地結案。 

  除此之外，美國警方針對性侵害案件中，屬於熟人犯罪的類型大多存

有預設立場。認為被害者的指控可能是出於報復或欲掩飾外遇，縱非上述

理由，被害者所遭受的傷害相較陌生人犯案也較小。整體而言，作者認為

美國警方在偵辦此類案件時，輕視了熟人犯罪的嚴重性，亦拒絕耗費時間

成本針對可證明的指控為調查。 

（二）檢察體系： 

  作者的另一個見解指出：即使根據警方所調查的證據，被告可能存在

相當程度的犯罪嫌疑，檢察官亦傾向作出不起訴處分。本文獻作者指出，

檢察官作成不起訴的決定通常是出自於個人的懷疑和對被害者證詞的不信

任，以致於檢察官可能擔心被害人的證詞無法取信於陪審團，而傾向對這

類存有「懷疑」的案件，採取較為保守的策略，亦即是給予不起訴處分。 

  因此，檢察官可能會藉由預設陪審團會如何評估被害人的證詞，並以

此充滿偏見之框架來合理化其作成不起訴處分的理由。實務上，檢察官可

能會援引審判時，陪審員所「可能」會提出的疑問，例如在熟人犯罪時：

「為什麼她同意在約會之後回到他的房間？」「為什麼她同意和他一起看情

色電影？」以這類問題作為不起訴處分的論證基礎──當然，以上都是信

譽折扣所帶來的不利效應。 

（三）實際案例簡述： 

  2010年 5 月於舊金山發生一起性侵案，被害人為女性，其於酒吧中獲

得一杯陌生男子給予的啤酒，暢飲後不久即失去意識。被害人隔日發現自

己身處於該男子的家中，且下體出現疼痛的症狀，她馬上意識到自己遭下

藥性侵，於是立即報案並進行驗傷。隨後於等待案件調查期間，被害人因

不認識加害人，故嘗試於網頁上搜尋可能為加害人的大頭照，並交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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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希望能協助調查進行。然警方卻提出不合理的條件，要求被害人主動

去勾引嫌疑人，透過約會等親密行為來確認其身分，否則警方有權減少對

該性侵案的調查；並以責怪被害人的態度，藉此合理化怠於調查的現況。

案發兩年後，案情仍無任何進展，而後，舊金山警方被發現對被害人為女

性之性侵案件，長期存在積案的情況。 

（四）案例評析： 

  本案被害人後續雖是針對警方之消極處置提起訴訟，主張警方對驗傷

調查程序的不作為。惟透過本案例警方處理案件的態度，可以發現警方面

對性侵害案件之女性被害人作成指控的態度，是如何形成「不值得調查的

原因」，即如何出現「信譽折扣」的現象。 

  作者指出，舊金山警方傾向認為此性行為發生的責任應由被害人承

擔，鑒於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是偶然相遇相識的關係；被害人是與犯罪嫌

疑人共飲，且飲用過量；被害人對其受下藥性侵的指控遭受到警方的強烈

質疑。對於警方而言，上述理由降低了被害人指控的真實性，另外，前述

態度也影響了警方對案件處理的態度，舊金山警方最終仍選擇了終止調查

該案。  

（五）小結 

  從法律規範到實務的執法情境中可知，美國實務上似乎存有一種既定

的思考模式，執法人員透過此模板去檢視性侵案被害人的指控。換句話

說，執法人員已事先預設某行為是出於特定原因，變相地否定與懷疑被害

人陳述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但前述的思考模式大部分都源自偏見，故被害

者的指控內容套用於其中後，往往會導向對被害人不利的處境。如舊金山

2010 年性侵一案，可推論警方將該性行為發生的原因定調為一夜情，被害

人可能係對性行為結果感到後悔才作出指控，而非行為當初即違反其意

願。 

三、作者短評與展望 

此文獻作者認為需要建立一個制度，藉此查驗「檢警對被害者指控所持

既定態度」是否合理。作者認為，可以利用舊金山警方如何形成「不調查原

因」的理由，作為分析素材，進而強化此類辦案流程可能存在歧視的論理基

礎，藉此將「信譽折扣」現象從學術理論述提升至法律層次，甚至可將之納

入憲法上不平等保護的主張，藉以除去被害人於訴訟上遭受的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