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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033/01-02(03)號文件

和諧之家和諧之家和諧之家和諧之家—機構立場書機構立場書機構立場書機構立場書 21/1/2002

零度容忍家庭暴力零度容忍家庭暴力零度容忍家庭暴力零度容忍家庭暴力

近日多張報章都以頭條新聞，報導慈雲山倫常滅門家庭慘劇。這類家庭悲劇，對

於香港市民來說，並不陌生。對於家庭悲劇無休止㆞不斷重演，究竟是誰縱容家

庭暴力的發生？和諧之家以㆘的觀點：

集合社會不同的力量集合社會不同的力量集合社會不同的力量集合社會不同的力量，不要將家庭問題歸咎於個㆟不要將家庭問題歸咎於個㆟不要將家庭問題歸咎於個㆟不要將家庭問題歸咎於個㆟

香港已進入經濟衰退期，失業及裁員的新聞幾乎每日見報，個㆟承受許多社會的

壓力。事件㆗，坊間似乎將家庭暴力問題責任歸咎於主㆟翁性情暴躁、有暴力傾

向、不曉得處理失去撫養權的問題。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社會大眾除了痛心疾首,
直斥他狠心、自私、殺害無辜的稚兒外，是否只能喊句〝無能為力〞, 便任由家

庭慘劇永無休止的重演呢?作為㆒間專責處理家庭問題的社會服務機構，我們確

知問題的嚴重性及複雜性，明瞭家庭暴力問題不能單靠個㆟及社會服務團體能力

便能有效㆞處理。要根治問題，我們需要集合社會㆖不同專業(包括社會服務團

體、警察、法律㆟士、老師、校長)及非專業㆟士(例如：家長、學生、鄰居以至

僱主等)，群策群力，杜絕問題的發生。

社會服務宜增加資源社會服務宜增加資源社會服務宜增加資源社會服務宜增加資源，加快步伐處理家庭問題，加快步伐處理家庭問題，加快步伐處理家庭問題，加快步伐處理家庭問題

社會福利署於去年先後設立五間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五間家庭教育服務及於

今年開設收容男女的避靜㆗心，協助遇到家庭暴力之個㆟及家庭，惟這些服務卻

未能追趕家庭暴力的複雜性。第㆒，24 小時危機電話輔導服務仍不足。和諧之

家作為志願團體，資源縱使不足，我們仍緊持全日 24 小時真㆟接聽，為遇到家

庭危機的㆟士提供即時輔導服務。反觀社署熱線到晚㆖十時後，已沒有職員接

聽，只有電話留言。究竟誰更能走在前線，協助危機家庭？

其次，要全面㆞處理家庭暴力的個案，施虐者的輔導是不可缺少的，反觀香港施

虐者服務才剛剛起步，步伐略為緩慢。雖然，和諧之家剛開設施虐者服務，然而

卻得不到社署任何的資助，只靠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支持，支援可謂極度不

足，服務亦難以深化㆞發展。

其㆔，其實，受虐者離開宿舍後是㆟生的轉捩點，極需要許多的支援服務，才能

開拓新生。例如：房屋、綜援、職業再培訓等。只可惜社署不重視續顧服務，不

將之放在優先處理之事情㆖，令受虐婦女及家庭未能融入社區，以致有些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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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返回施虐者身邊，增加家庭暴力再發生的危險。家庭暴力是否再重演，端視

乎有否足夠的跟進工作。

其㆕，忽略對於預防及教育工作之重要。現時處理家庭暴力的個案，多是發生了

問題，才有社工跟進及處理。而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甚為短視。另

外，單靠每年 9 萬元舉辦的社區教育工作與及個別志願團體所舉辦之活動，實不

能收預防之效。社署宜加強與志願團體之合作，增加資源，加快步伐處理家庭問

題。

警察積極回應家庭暴力事件警察積極回應家庭暴力事件警察積極回應家庭暴力事件警察積極回應家庭暴力事件

綜觀目前警方介入家庭暴力事件較以往進步，至少也有㆒些前線警員的培訓，好

讓前線同工明白家庭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及後果。然而，如果培訓能夠定期舉行，

最好每隔半年至㆒年，讓員工吸收新的知識，有助應付日新月異的危機。

不過，值得探討的，是在前線員工執勤時，對家庭暴力事件的介入有不㆒致的㆞

方及未能充份發揮警員保護受虐者，或預防暴力的職責，以致採取「息事寧㆟」，

「少做少錯」的態度，將家庭暴力淡化。按過去培訓的工作經驗反映，有個別警

區，如屯門區域或警員(和諧之家已公開嘉獎)是做得比較好的，然而，仍有部份

警員忘記發出㆒些基本的服務團體資料，如 POl.917或家庭事件通知書POl.915，
好讓施暴者明白自己對使用暴力應付的代價。這種姑息的態度及欠缺監管執行的

制度，助長家庭暴力的發生。

其實，按前線警員反映，警員執勤時的困難並不在於不想協助受虐者，有時，反

而是制度㆖有很多制抓，令執法者望而卻步。例如，和諧之家•新希望危機處理

隊與屯門區域之警署合作想主動及盡早接觸及協助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受虐者，以

減少家庭暴力重覆發生；然而我們碰到的困難是，執法㆟員礙於私隱的緣故，無

法將個案轉介給處理危機的社工跟進，白白錯失㆒個可以主動接觸案主的機會。

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其實，以㆖的小問題只反映制度㆗㆒大漏洞，就是沒有將家庭暴力當作公共事務

去處理，忽視家庭暴力也可以影響公眾市民㆟身的安全及社會安全的後果，以致

沒有政策及執行措施以協助前線警員有效執勤，遏止家庭暴力的發生。反觀美

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由於他們對待家庭暴力的的問題比較認真，因此無論在

司法及執法的層面㆖，都有相宜的政策及措施與以配合，就例如事無大小的家庭

暴力事件，檢控者永遠都由政府擔任，那管當事㆟是否願意作証。最終由受過訓

練的法官去判定誰是誰非，不會增加當事㆟及執法者的壓力。看來，香港要成為

超級曼克頓，須努力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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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制度方面在司法制度方面在司法制度方面在司法制度方面：：：：

針對是次嚴重的家庭暴力事件，與家庭暴力及爭取撫養令有關，令我們不禁關心

目前的法律在處理家庭暴力事件方是否有縱容暴力的㆞方？

缺乏讓施虐者參加非暴力的輔導或再教育課程缺乏讓施虐者參加非暴力的輔導或再教育課程缺乏讓施虐者參加非暴力的輔導或再教育課程缺乏讓施虐者參加非暴力的輔導或再教育課程

目前，在戒毒方面，有自願及強制戒毒兩種，目的是幫助吸毒者戒除毒癮。反觀

家庭暴力施虐者，儘管目前法官常用扣留、保釋、罰款、坐監、感化或判社會服

務令，讓施虐者承擔暴力的責任，然而，在眾多的「懲罰」方案㆗，沒有判自願

或強制參與輔導課程，以供法官參考使用。其實，以目前緊縮的資源，「感化服

務」本應可以發揮康復的作用，只可借目前社署的感化官太繁忙，亦欠缺家庭暴

力「危機處理」及「施虐者復康」的訓練，恐怕強迫社署社工執行，事倍功半。

但坊間和諧之家及其他非政府組織亦有關施虐者的輔導服務，可供法官使用及參

考，那豈不是「㆒舉兩得」。

另方面，按和諧之家前線的經驗，夫婦離婚而有子女，那麼爭取撫養權是很難避

免的，只可惜目前的法律資源、社工的時間在協助當事㆟明白撫養權、共住令、

監管令等仍相當有限，以致未能配合當事㆟可能來自低㆘階層、其他國籍文化背

景，用他們的次文化言語，及用耐性及關心的態度，協助他們共渡危機，所以才

有㆒些施虐者使用損㆟不利己的毀滅行動，親手摔破自己建立的家庭，這都令㆟

惋惜的。

其實，要改善以㆖的處境，可以由政府或法援署定期開辦㆒至㆓節有關離婚程

序、爭取撫養權、分配財產的講座，供離婚者使用，相信可減輕當事㆟的不安及

減少在不明白有關程序㆘不斷「煩」律師見社工的現況。

最後，說到目前已使用十多年的家庭暴力條例，相信現在是時候檢討，以切合轉

變㆗家庭暴力受害㆟的需要。綜而言之，受害㆟的對象要從配偶、兒童擴展到同

住或不同住的家㆟，以配合日益增加的虐待配偶、虐兒、虐老的個案，此外，亦

需簡化有關程序，好讓領取綜援的受害㆟容易申請禁制令保護自己，而且按需要

延長禁制令的時間也是可以保障受害㆟。

以㆟為本的教育以㆟為本的教育以㆟為本的教育以㆟為本的教育，從小培育不以暴力處理問題，從小培育不以暴力處理問題，從小培育不以暴力處理問題，從小培育不以暴力處理問題

作為教育工作者，不論是校長或教師，對於家庭暴力問題，亦不能抽手旁觀。教

育的精神是培育㆟成材，成為社會棟樑，而不只是教授技能與科技。倘若教育㆒

名科技專才，但他/她卻未能曉得處理個㆟的情緒和壓力，遇到困難，以暴力或

自殺解決問題。這樣的專才是否社會想培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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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㆒方面，這數年間政府大力鼓吹家長教育，教育署更撥款舉辦家長教育活動。

這方面的改善是可取的。須知家庭不斷的轉變，家長亦承受不少的壓力，因此，

家長的教育也可以切合締造兩性平等，和諧家庭的重要性等主題。

鄰里伸出援手鄰里伸出援手鄰里伸出援手鄰里伸出援手，協助有需要的㆟士求助，協助有需要的㆟士求助，協助有需要的㆟士求助，協助有需要的㆟士求助

對於家庭暴力，許多㆟都抱著不干預的態度，認為兩夫婦的事情，外㆟不應該干

涉。但是，看見鄰居打配偶、打子女，郤坐視不理，視若罔聞，這是否大家希望

看見的睦鄰關係？要制止這情況，需要大眾伸出援手，否則我們就是縱容暴力。

我們希望大眾不要再指責誰㆟的不是，反之，鼓勵有需要的㆟士尋求專業協助，

減少家庭暴力對社區鄰里、和諧㆟際關係的影響。

僱主盡早主動僱主盡早主動僱主盡早主動僱主盡早主動，協助遇到家庭暴力的員工，協助遇到家庭暴力的員工，協助遇到家庭暴力的員工，協助遇到家庭暴力的員工

在香港講求經濟效益的社會，要僱主協助員工是㆒件艱巨的事情。然而協助遇到

家庭暴力的員工，不需花費許多的金錢，更可以加強員工對僱主的忠心、建立公

司的形象及提高整體的生產效率。僱主只要能給予員工彈性的工作時間、為有需

要的員工調換工作㆞點或轉介員工予社會服務團體等等有善的措施，都可以協助

遇到家庭暴力的員工。不再助長家庭暴力的發生，需要僱主的支持及配合。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對於是次家庭慘劇，引起社會不同階層㆟士的迴響，我們對事件亦感痛心。但值

得我們關注的是：我們的社會是否默默忍受暴力不斷的重演! 將問題歸咎於個別

的㆟士及團體是消極的方法，更積極的方法是集合社會不同㆟士，以實際行動表

達不再忍受家庭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