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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過去 20多年來，香港家庭福利會一直致力協助遇到暴力問題的家庭。
雖然部分婦女及兒童能在婦女收容所暫時棲身，但很多受虐婦孺仍然

只能留在家中，默默承受家庭暴力的傷害。本意見書旨在探討這些婦

女及兒童的需要、闡釋本會的觀察所得、檢討現有服務是否足夠，以

及提出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建議。本意見書亦會集中探討男性施虐者

的問題，並闡述本會如何協助他們處理其施虐行為。我們致力扭轉本

港的暴力文化，希望能把暴力家庭面對的危機轉化為康復、成長及發

展的機會。

備受備受備受備受虐待配偶虐待配偶虐待配偶虐待配偶問題困擾的香港問題困擾的香港問題困擾的香港問題困擾的香港家庭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家庭的需要

I. 婦女及兒童婦女及兒童婦女及兒童婦女及兒童

婦女及兒童經常成為虐待個案的受害者，他們在面對這些慘痛經

歷的過程中各有不同的需要。為受虐者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士必須

正視受虐者的下列需要：

A. 安全感 受虐者需要安全感。他們希望受到保護，害怕再

受到虐待。

B. 情緒支援 必須令受虐者認同，暴力問題的責任出於施虐者

身上，而不應由受虐者承擔。同時，受虐者往往

會因受虐的創傷而引致極度恐懼、焦慮、情緒低

落及混亂，故此須協助受害者面對這些情緒，並

指導其處理暴力對身心的影響。此外，處理兒童

在情緒上的需要亦同樣重要。

C. 適應生活 受虐者須適應生活上的轉變。創傷後因壓力而出

現失常的情況十分普遍，徵狀包括受虐過程經常

在腦海重現、夢魘及恐懼。

D. 感同身受 受虐者需要同輩支持並建立社交網絡……

E. 實質需要 受虐者需要經濟及法律上的協助。很多受虐者需

要解決住宿及子女就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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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去留決定 受虐者需要決定，打算繼續與丈夫生活，還是選

擇分居或離婚。受虐者作出決定時，往往會考慮

到子女的利益、丈夫成功改過的可能性、受虐者

本身能否自食其力，以及其他外在因素，例如財

政問題、親友反應或會否遭人歧視等。

G. 管教方法 受虐者須照顧子女，並須處理其去留決定所產生

的問題及後果……

H. 未來計劃 受虐者既要面對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又要計劃自

己及子女日後的生活。

II. 施虐者施虐者施虐者施虐者

即使出現暴力問題以致婚姻面臨破裂，男性施虐者可能仍然希望

維繫婚姻關係。在此情況下，施虐者需要接受輔導而不應孤立自

己。在輔導男性施虐者的過程中，應為他們提供支援及意見，以

及糾正他們的施虐心態。男性施虐者須為本身的施虐行為承擔責

任，並須學習處理憤怒情緒的技巧及管教子女的技巧。他們或許

也需要託兒服務。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部分施虐者是可以改變

的，即成功令施虐者停止暴力行為 (在只以家庭成員為施虐對象的
施虐者中，約佔 70%)。有些施虐者在接受輔導服務後卻依然故我
(這些施虐者通常表現出反社會行為及性格問題等，約佔 30%)。由
於大部分男性都不會主動尋求協助，也不輕易接受傳統的輔導形

式，因此可能有需要採用新近引進的小組輔導模式，以及舉辦小

組活動。

香港家庭福利會提供的服務範疇香港家庭福利會提供的服務範疇香港家庭福利會提供的服務範疇香港家庭福利會提供的服務範疇

非政府機構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方面一直扮演重要角色。部分機

構開設婦女收容所收容受虐婦女，又舉辦心理教育講座以收防患於未

然之效。另有部分機構為男士、婦女及兒童設立治療小組、為離婚男

士開設男士中心、提供壓力管理課程，以及安排輔導及小組服務等。

過去 20年來，香港家庭福利會致力研究家庭暴力的現象，並為有
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

1980年初 香港家庭福利會進行一項婚姻研究，察覺到家庭暴力

的問題。

1985年 香港家庭福利會的總幹事召開連串會議後，終於設立

了和諧之家，成為首個為受虐婦女開設的收容中心。

努力不懈 香港家庭福利會為面對暴力問題的家庭提供個案輔

導、提倡有關壓力管理和性教育的家庭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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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至今 為面對壓力的人士開辦健康身心小組。

1995年至今 創辦全港首個為男性施虐者而設的治療小組。

1998年至今 創辦全港首個為男性施虐者、女性受虐者及目擊暴力

事件的兒童而設的平行小組。

1999年至今 為虐待子女的母親設立治療小組。

1999年至今 為受虐兒童設立治療小組。

2001年 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服務，透過外展服務接觸危機家

庭。

2002年 倡議將 3月 8日定為 “白絲帶日 ”，在香港推廣 “對家庭暴
力零容忍度 ”的信息。

本會為男性施虐者提供治療服務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邀請他們

加入治療小組。每個治療小組由 8至 10名男性施虐者組成，每星期聚會
一次，為期 8週。小組由兩名資深社工出任小組統籌人，透過建立社交
環境，讓施虐者得以釋放自己，從而瞭解本身的施虐心態。治療重點

是讓施虐者認知施虐心態、指出現行心態帶來的問題、協助他們面對

問題，以及提供解決辦法。如能改變施虐者的施虐心態，例如 “你應服
侍我 ”、 “我的需要比你的更重要 ”等，施虐行為可望得以改變。在小組
治療的過程中，互相扶持是重要的一環，有助互相學習，以及改變參

加者對事情的看法。小組以分享、技巧訓練及家課形式進行。

治療小組的宗旨是協助這些處於危機當中的高危受助人，希望能

防止慘劇發生，以及令施虐者停止使用暴力。負責帶領治療小組的社

工必須善於運用技巧並具備敏銳的觸覺，才能發揮到治療小組的作

用。社工須接受多項培訓，包括輔導技巧、危機評估、認識暴力問題、

如何擬定安全計劃、處理兒童情緒、學習為改變施虐心態而作出認知

行為介入的知識及技巧，以及控制憤怒情緒的技巧等。此外，保障社

工及參與者在輔導過程中的人身安全亦十分重要。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觀察觀察觀察觀察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求助時間 !  男性施虐者    當妻子及子女因家庭暴力而離家
出走的時候。

婦女    當她們對暴力行為感到忍無可忍，或不懂
得如何面對暴力行為的時候。

!  擔心子女人身安全。



4

接 受 治 療 前 對

暴 力 行 為 成 因

的看法

!  男性施虐者通常會以種種原因，指自己的施虐行為

合理，亦會為其施虐行為辯護，而且不會如實形容

自己的施虐行為。此外，他們會把暴力行為歸咎於

妻子，認為妻子觸怒自己。

!  妻子可能認為自己曾觸怒丈夫，而且如果自己決定

離開家庭，便會成為家庭破裂的罪魁禍首。

有 效 的 治 療 模

式

!  家庭暴力輔導服務主要以個別個案輔導的形式進

行，但進行小組治療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

!  香港家庭福利會舉辦的男性施虐者治療小組的資

料顯示，78.6%的參加者停止暴力行為 (相對美國只
有 54至 60%)。施虐者的心態亦有改變，變得較能控
制憤怒的情緒，以及對自己有更正面的評價。

對 兒 童 造 成 的

影響

兒童經常是被忽略的一 。他們一般會面對雙重虐

待，首先是目睹父親虐待母親，繼而自己亦受到虐待

(研究顯示，在曾經目睹虐待過程的兒童中，有 50%也
同時受到虐待 )。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安全問題 為免引起負面後果，大部分婦女對讓社工接觸她們的丈

夫均感到非常害怕。丈夫經常阻止妻子與 “外界 ”接觸。
他們寧可對夫婦之間所出現的問題避而不談或選擇逃

避，最終甚或離婚收場。然而，男方日後或會再婚，並

重蹈覆轍，再次出現暴力行為，令施虐行為永無休止。

男 性 對 社 工

的觀感

大部分男性都是在妻子或子女離家出走後才與社工接

觸。他們認為社工是促使妻子離家出走的罪魁禍首。這

令社工在約見男性施虐者方面困難重重。

邀 請 男 性 施

虐 者 參 加 治

療小組

雖然治療小組證實行之有效，但卻極難以邀請男性施虐

者參加治療小組。部分男士的工作時間冗長，根本無暇

出席治療小組所安排的活動。時間上的安排確實非常重

要。很多時候，他們熬過了夫妻關係瀕臨破裂的關鍵時

刻之後，便不會再在治療小組出現。由於香港並無強制

規定施虐者須接受輔導，以致鼓勵施虐者接受治療的工

作難以推行。

培訓 為社工、警方、教師、護士等提供有關危機評估方面的

培訓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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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無 建 立 非

暴力文化

香港並無訂立任何反暴力政策，亦無建立非暴力文化。

各有關方面須致力推廣這種文化。有些人將 “控制 ”和 “關
懷 ”親人混為一談，亦有人誤以為使用暴力是正確行為。

跨部門合作 基於《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或其他原因，很多警
方人員 (即使並非大部分 )都不願意主動將虐待配偶個案
轉介予非政府機構處理。他們寧可要求有關人士自行向

非政府機構尋求協助。然而，鑒於欠缺直接轉介的機制，

很多涉及家庭危機的個案均未獲處理。由於此乃社會問

題，故此實在必須加強跨部門的合作。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為男性施虐者提供為男性施虐者提供為男性施虐者提供為男性施虐者提供小組治療小組治療小組治療小組治療

倘若不為男性施虐者提供治療，根本無法有效減少暴力問題。不

論受虐婦女希望繼續維繫婚姻關係抑或離開家庭，糾正男性施虐

者的施虐心態，都有助提高受虐婦女的安全感。治療小組有助停

止暴力行為。

原因及建議提供的服務：

a. 根據海外國家的經驗所得，就協助男性停止使用暴力而言，

小組治療較個別治療更為有效。

b. 小組治療既可剔除標籤效應，同時亦能加強支援作用及提高

成本效益。據本會的臨床經驗所得，男性施虐者通常會在首

兩次小組治療中承認自己曾經作出施虐行為。反之，透過個

人輔導進行治療，通常需時較長。

c. 建議：為男性施虐者設立治療小組，以協助他們停止使用暴

力。各機構應為男士廣泛提供有關處理壓力的支援小組、舉

辦有關控制憤怒情緒、衝突管理及處理悲痛情緒的課程、為

面臨離婚的男士設立輔導小組，以及為面對衝突的夫婦設立

支援小組，從而為這些人士及早提供有效的輔導服務。

2. 加強為面對危機的家庭加強為面對危機的家庭加強為面對危機的家庭加強為面對危機的家庭 (特別是男性施虐者特別是男性施虐者特別是男性施虐者特別是男性施虐者 )提供積極的外展服務提供積極的外展服務提供積極的外展服務提供積極的外展服務

原因及建議提供的服務：

a. 壓力導致衝突，而衝突則導致暴力。現時，社會福利署轄下

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為那些將家庭問題訴諸暴力的 “個
案 ”提供治療。該課的工作，對制止暴力行為實在相當重要，
而且亦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此外，“壓力 ”及 “衝突 ”這兩個介入
階段，亦是非常重要的介入點。為這些面對危機的家庭提供

積極的外展服務，可令預防工作事半功倍。



6

b. 傳統上，男性的求助模式相當被動，而本地文化亦然。有見

及此，我們有需要主動 “敲他們的門 ”，向男士伸出援手。積
極推廣為男性度身訂造的輔導計劃及小組治療，是吸引他們

求助的不二法門。

c. 應採取主動接觸男性施虐者的方式，在他們的妻子離家而去

時主動與他們接觸。此舉可確保施虐者能夠獲得支援，而非

單靠 “孤立 ”他們來避免他們再將問題訴諸暴力。男性施虐者
常見的一種施虐模式，就是向配偶／家人施加暴力或威脅他

們，以期強迫他們返家。妻子越想避開，施虐者便越想得悉

她們的下落，而這亦增加了施虐者將問題訴諸暴力的可能

性。透過向施虐者灌輸正確信息，教導他們採取非暴力方法

處理親密關係，藉此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實在非常重要。

d. 制訂評估工具，以便及早識別面對危機的家庭。

3.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監護兒童監護兒童監護兒童監護兒童工作中工作中工作中工作中的婚姻調解服務的婚姻調解服務的婚姻調解服務的婚姻調解服務，特別是涉及子女監護權爭，特別是涉及子女監護權爭，特別是涉及子女監護權爭，特別是涉及子女監護權爭

議的個案議的個案議的個案議的個案

建議提供的服務：

a. 由於夫妻關係往往在離婚／分居期間陷入低潮，因此曾有虐

待配偶紀錄的家庭在這段期間特別容易出現問題。有見及

此，有關子女監護權爭議的個案必須積極跟進。為保障母親

及子女的利益，應盡快規定施虐者須在監督下才可探訪受虐

母親及子女，並須主動為這些施虐者提供跟進服務。

4. 警方／醫院及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以改善轉介個案的程序警方／醫院及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以改善轉介個案的程序警方／醫院及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以改善轉介個案的程序警方／醫院及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以改善轉介個案的程序

建議提供的服務：

a. 據本地一項研究顯示，婦女在採取行動離開丈夫前，通常已

忍受為期大約 6年被配偶虐待的婚姻生活。因此，及早識別並
介入危機家庭可發揮重要作用，能防止施虐者、婦女及子女

日後要面對家庭慘劇。一如部分個案所見，飽經虐待的婦女，

最終可能會憤然殺人或患上抑鬱症。

b. 警員有需要接受評估家庭暴力危機的培訓，並盡量令施虐者

同意由社工跟進他們的個案。最佳方法就是參照處理虐兒個

案的做法，由警方與社工合作處理個案。據觀察所得，倘若

男性施虐者經警方轉介，邀請他們出席首次會晤的成功機會

較大。

c. 可考慮將社工及警方人員合組成一支工作隊伍，處理經呈報

的虐待配偶個案，以便及早進行評估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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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衝突處理服務衝突處理服務衝突處理服務衝突處理服務，以，以，以，以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在在在在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家庭及學校、家庭及學校、家庭及學校、家庭及學校等等等等出出出出

現的衝突現的衝突現的衝突現的衝突

建議提供的服務：

a. 所謂 “預防勝於治療 ”，及早預防是減少家庭暴力問題的不二
法門。所需服務包括舉辦治療小組及心理教育課程。這些課

程以預防及教育為目的，旨在減少社會衝突，以及提高公眾

對在香港推廣非暴力文化的意識。如要糾正大家對家庭暴力

所持的錯誤觀念，以及在香港推廣 “對暴力零容忍度 ”的文化
等，社區教育均相當重要。本身曾是施虐者的人士，亦可協

助推廣這個新文化。

b. 有需要積極提供服務，協助不願求助的高危家庭。由於壓力

及衝突是暴力行為的先兆，故此可在工作地點和學校舉辦課

程或提供培訓和小組治療。此外，亦有需要設立內部研究機

制，以監察服務成效等。

6. 定立定立定立定立 “白絲帶日白絲帶日白絲帶日白絲帶日 ”以推廣以推廣以推廣以推廣 “對暴力零容忍度對暴力零容忍度對暴力零容忍度對暴力零容忍度 ”的文化的文化的文化的文化

原因及建議提供的服務：

a. 海外國家定立 “白絲帶日 ”，旨在提高公眾對兩性平等的社會
良知，以及培養 “對暴力零容忍度 ”的文化。

b. 香港家庭福利會建議將即將來臨的 3月 8日定為 “白絲帶日 ”，
藉此在香港推廣 “對暴力零容忍度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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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家庭福利會
(本會為註冊之有限公司 )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 Incorporat ed  wi th  Limi ted  Liab i l i t y)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施虐者家庭暴力行為及治療方法」研究「施虐者家庭暴力行為及治療方法」研究「施虐者家庭暴力行為及治療方法」研究「施虐者家庭暴力行為及治療方法」研究

為了加強對家庭暴力問題的了解，香港家庭福利會聯同香港大

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向曾參加過曾參加過曾參加過曾參加過1995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0 年年年年
間由該會家庭暴力輔導小組計劃舉辦間由該會家庭暴力輔導小組計劃舉辦間由該會家庭暴力輔導小組計劃舉辦間由該會家庭暴力輔導小組計劃舉辦「蛻變㆒「蛻變㆒「蛻變㆒「蛻變㆒、㆓、㆓、㆓、㆓、㆔」之、㆔」之、㆔」之、㆔」之「怒「怒「怒「怒
亦有道」治療小組的亦有道」治療小組的亦有道」治療小組的亦有道」治療小組的男性施虐者男性施虐者男性施虐者男性施虐者進行深入研究進行深入研究進行深入研究進行深入研究。

研究對象資料研究對象資料研究對象資料研究對象資料
1. 由 1995 年至  2000 年間，該會家庭暴力輔導小組計劃共
舉辦了  4 個治療小組，共服務了  34 位男性施虐者，而其㆗
17 位參加者曾參與深入研究。

2. 大部份參加者主要由家庭服務社工、學校社工及被虐婦女

收容㆗心轉介。其㆗只有  2 位男士自願參加。

3. 組員年齡介乎  30 至  55 歲，平均年齡為  43.5 歲。小學
程佔52.9% 、㆗學程佔  23.6% ，而大學程則佔  23.5%

4. 組員從事行業有工㆟、技工、售貨員、商㆟、紀律部隊及

教師，其㆗有  29.4%待業。超過㆒半組員的伴侶是家庭主婦
(58.8%)。所有組員都有子女。

求助原因求助原因求助原因求助原因
大部份組員不會主動尋求協助，除非遇到以㆘情況：家庭

變故、承受很大壓力、失業及經濟困難。主要求助原因為：希

望太太返回自己身邊、需要支援及協助、徵詢意見、改善家庭

關係、學習控制憤怒情緒及管教子女技巧。

使用暴力的情況使用暴力的情況使用暴力的情況使用暴力的情況
使用暴力的種類包括：言語  / 心理虐待  (70.6% 屬㆗等至

嚴重程度 )、身體虐待 (58.8% 屬㆗等至嚴重程度 ) 及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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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  (5.9% 屬嚴重程度 )。 70.6% 組員屬至嚴重程度的施虐
者。

組員表示使用暴力的因由組員表示使用暴力的因由組員表示使用暴力的因由組員表示使用暴力的因由
大部份組員覺得他們的男性㆞位及尊嚴被受挑戰，主要使

用暴力原因為：情緒不穩定、家庭變故及工作壓力。

「蛻變㆒「蛻變㆒「蛻變㆒「蛻變㆒、㆓、㆓、㆓、㆓、㆔」之、㆔」之、㆔」之、㆔」之

「怒亦有道」男士施虐者治療小組「怒亦有道」男士施虐者治療小組「怒亦有道」男士施虐者治療小組「怒亦有道」男士施虐者治療小組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 學習控制憤怒情緒

2. 以和平手法解決親密關係之間的衝突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1. 78.6% 組員停止使用暴力
2. 組員表示改變了施虐的想法、改善了控制憤怒情緒的能

力，及對自己有

效正面的評價

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
1. 個㆟心理因素

76.5% 組員覺得工作及家庭壓力非常大。組員當㆗有
23.5% 失業，而 41.2% 面臨經濟困難。 58.8% 組員情緒不穩
定。 29.4% 組員在童年時組員曾目睹家庭暴力。 23.5% 有嗜
酒的習慣。

2. ㆟際關係因素

41.2% 組員很少與朋友談及家庭衝突的問題。76.5% 經常
與配偶有衝突，他們都承認對配偶嫉妒 (11.8%)、缺乏安全感
(23.5%) 及無信心  (23.5%)。29.4% 組員曾與姻親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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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家庭暴力危機評估

%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 17)

個㆟心理因素個㆟心理因素個㆟心理因素個㆟心理因素
壓力 76.5
情緒不安 58.8
情緒低落 47.1
童年曾目睹家庭暴力 29.4
嗜酒問題 23.5
失業 23.5
經濟問題 41.2
童年被忽略 17.6
與其他㆟發生衝突 17.6
賭博 11.8
認同暴力 0

㆟際關係因素㆟際關係因素㆟際關係因素㆟際關係因素
很少與朋友 41.2
「無㆟明白及支持我」 41.2
與配偶發生衝突 76.5
缺乏體諒別㆟的心 0
男性主導 17.6
操控他㆟ 17.6
缺乏安全感 29.4
缺乏信心 23.5
嫉妒 11.8
與姻親發生衝突 29.4
用威迫手法使配偶順從 17.6

兩性角色兩性角色兩性角色兩性角色
覺得女性權力過大 23.5
作為男性的壓力 29.4
兩性敵意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