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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650/00-01(10)號文件

和諧之家回應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和諧之家回應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和諧之家回應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和諧之家回應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2001年年年年)

和諧之家創辦於 1985 年，為遭受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虐待的單身或攜有子女的

婦女提供短暫庇護服務，㆒直努力提高社會㆟士對家庭暴力事件的關注。新家庭

社區教育及資源㆗心於 1992 年正式投入服務，致力於公眾教育及宣傳，倡議建

立平等、互重、互愛的兩性關係及停止家庭暴力的訊息。

根據本會經驗，㆒直以來均有受虐婦女表示在日常生活㆗遭受到丈夫或前夫的不

斷騷擾，那些騷擾不但引起受虐婦女的不安，就如《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報

告書)摘要㆗第 1 章第㆒段指出那些行為由初期祗屬令㆟煩厭、驚恐演變成危險

與暴力，或可能引致他㆟死亡的行為，甚至於禍及她們的親友，大大阻礙她們的

交際及對外的㆒切的活動。我們深信那些纏擾行為若及早得到法律的制約，可遏

止暴力的蔓延，可減少對受害㆟甚至纏擾者的傷害。

和諧之家的立場和諧之家的立場和諧之家的立場和諧之家的立場

和諧之家極力贊成立法保障受纏擾行為滋擾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本會歡迎政府發

表《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及作出公開諮詢。

(㆒㆒㆒㆒) 現行法律顯然不足夠遏止有關案件及提供對受害㆟足夠的保障現行法律顯然不足夠遏止有關案件及提供對受害㆟足夠的保障現行法律顯然不足夠遏止有關案件及提供對受害㆟足夠的保障現行法律顯然不足夠遏止有關案件及提供對受害㆟足夠的保障

《報告書》指出事實真相，反映受虐婦女所遭遇到的困局。就《報告書》

第㆕章裡說明《家庭暴力條例》的不足，對『不會或已不再與纏擾者同居，

便不能要求法院行使司法管轄權』，根據本會的數字顯示(99-00)，分別有 38%

及約 18%的婦女在離院後選擇與夫離婚或與配偶分居。而當㆗有大部份的

婦女表示仍遭受配偶不斷的騷擾；按部份離院較長的受虐婦女表示，在已辦

理離婚手續後仍同樣遭遇前夫的不斷滋擾。這些纏繞個案都有㆒些特徵，就

是對於誰是纏繞者均非常清晰，只是在目前未能將纏繞行為刑事化的限制

㆘，未能將纏繞者繩之於法。

此外，『報告書』又指出『騷擾行為可以在其他親屬之間出現』的事實，據

本會受助者的表示，丈夫會到親友居所或到其工作間作出無理的要求與滋

擾。甚至會到協助受助㆟的服務單位作出滋擾行為，如家庭服務㆗心、學

校、醫院、保障部、庇護㆗心、警察局等。就目前的法例，除了報警備案外，

似乎就束手無策，更遑論可以減少或停止那些令㆟不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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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㆓㆓㆓) 及早推行及早推行及早推行及早推行《纏擾行為條例》《纏擾行為條例》《纏擾行為條例》《纏擾行為條例》

本會認為在《家庭暴力條例》未修訂前應及早推出本條例，以確保受虐婦

女及其他受害㆟的安全得到合理的保護，補現行法例的不足。

(㆔㆔㆔㆔)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家庭暴力條例》的必然性《家庭暴力條例》的必然性《家庭暴力條例》的必然性《家庭暴力條例》的必然性

此外，就『報告書』對《家庭暴力條例》的建議修訂，本會是極之贊成，這

是對停止家庭暴力事件的較長遠方法之㆒。再加㆖該條例由 1986 年使用至

今已有十㆕年之久，香港發展迅速，條例已不合時宜，確實有修改的必要。

(㆕㆕㆕㆕)贊成施加刑事制裁的建議及加強執法者的訓練贊成施加刑事制裁的建議及加強執法者的訓練贊成施加刑事制裁的建議及加強執法者的訓練贊成施加刑事制裁的建議及加強執法者的訓練

本會對第六章新訂罪行建議『施加刑事制裁來補足民事的不足』㆒項深表贊

同，尤其提及『如不及早制約纏擾行為，這種行為可能會愈趨頻緊，侵擾程

度愈加嚴重，甚至有可能釀成暴力事件。』與及『為防止纏擾行為演變為暴

力事件，警方的介入是有必要的。』要有效執行以㆖法紀，本會認為有確保

警員素質之必要。因為，倘若纏繞法例通過，執行纏繞條例的執法者將被賦

與權力及酌情權以決定是否檢控、拘捕及調查等行為，若沒有清晰界定警員

/ 執法者的權利、責任及職權，實在令㆟擔心會否有少部份執法者濫用職

權，又或者在「怕麻煩」的情況㆘而不執法。因此實在有清晰界定警權的必

要。

就本會過去在推行專業培訓對家庭暴力事件關注的經驗㆗，為確保新訂罪行

的有效發揮，在警員的培訓㆖必須有足夠訓練，確保他們有足夠及正確的知

識與能力作出合適的介入。

(五五五五)監察機制的設立監察機制的設立監察機制的設立監察機制的設立

除訓練以外，清晰的執行指引及監察機制也是必要的。建議與此同時設立投

訴機制，讓得不到合適協助的市民能有正確途徑作出投訴，㆒方面可督促警

員依法行事，另㆒方面可讓受害㆟獲得合理的法律保護。

(六六六六) 加強保護受害㆟措施加強保護受害㆟措施加強保護受害㆟措施加強保護受害㆟措施

在現行的機制內，受騷擾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可向有關當局申請禁制令。

在申請需時及未獲得禁制令之時，我們建議應從受害㆟的角度去提供援助，

加強支援措施，如多派警方㆟員，以確保受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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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贊成強制性輔導條文贊成強制性輔導條文贊成強制性輔導條文贊成強制性輔導條文

本會建議向觸犯騷擾罪行的㆟裁定接受強制性輔導，這樣不單及早向有關

㆟士作出輔導，改善其心理、精神的狀況，並且早㆒步防止家庭暴力的重

演。

(八八八八) 加強各部門合作與溝通加強各部門合作與溝通加強各部門合作與溝通加強各部門合作與溝通，致力遏止纏繞罪行，致力遏止纏繞罪行，致力遏止纏繞罪行，致力遏止纏繞罪行

在起訴被裁定觸犯騷擾罪行的被告時，過程㆗不同的部門必須通力合作和

聯繫，始能有效㆞遏止纏繞罪行的出現。因此，希望有關部門，不論警方、

法律援助署、私㆟執業律師、社會服務機構、非政府機構、商業機構及業

主立案法團等，都要加強彼此的合作，多作檢討，加強溝通的渠道和機會，

達致遏止纏擾罪行的出現。

(九九九九) 加強大眾教育及條例的宣傳加強大眾教育及條例的宣傳加強大眾教育及條例的宣傳加強大眾教育及條例的宣傳

「預防勝於治療」，有關當局應透過不同的機會和場合，向大眾市民宣傳有

關法例條文的內容及其重要性和影響。落實可提昇各階層㆟士對纏繞條例

的認識，尤其是公民的權利及責任，這可以減低及阻嚇纏繞罪行的出現，同

時又可保障受害者的權益。

a:blue回應纏繞行為研究報告書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