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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釋囚康復政策和服務意見書成年釋囚康復政策和服務意見書成年釋囚康復政策和服務意見書成年釋囚康復政策和服務意見書

1. 背景

1.1 香港善導會成立於 1957年，是一間專責協助曾違法和刑釋人員康復，
回饋社會的福利機構。我們的服務經費分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香港

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各界熱心人士捐助。

1.2 本會為徹底幫助刑釋人員，定期派社工到監獄探訪在囚人士，同時也
到各區法庭接觸違法人士，並主要在港九各區提供不同的社區康復服

務設施，直接幫助服務對象解決出獄後所面對的社會適應問題和各種

生活困難，使他們能改過更生，重投社會。

1.3 我們服務網絡包括在監獄提供釋前輔導服務、在社區提供的輔導處服
務、法院社工服務、精神康復中途宿舍、一般宿舍、職業培訓和就業

安置、社區教育、義務工作和康樂中心等。在 2001/2002年度，本會接
觸和提供服務予超過 7710名刑釋人員。

1.4 本會認同社區組織協會(以下簡稱社協)數月前所作出的有關成年釋囚
康復服務研究報告資料，也支持該會一些建議，並已去信社會福利署

署長和懲教署署長表達本會的意見。以下是本會回應社協研究報告的

建議，供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參考。

2. 成年釋囚康復政策的建議

2.1 本會同意社協研究報告指出，成年短刑期釋囚缺乏在康復政策上之照
顧和未能獲得足夠援助，以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2.2 報告指出刑釋人員的迫切生活需要為「經濟援助」、「就業」和「住宿」。
以上結果與本會受助者資料和 2000年由懲教署出版的「釋囚需要研究
報告」吻合。

3. 加強更生人士社區康復服務回應

3.1 為將釋放的短刑期囚犯提供更生計劃

不少刑釋人員在回歸社會時處境傍徨、面對一籃子如住屋、就業和經濟

等問題，極需社會援手。提供更生計劃將有助他們解決出獄後在過渡期

的基本生活需要，幫助他們重新建立生活。在過去多年，本會與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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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合作，定期探訪監獄，會見在囚及行將釋放囚犯，並共同擬定出獄

後的康復計劃。根據我們的工作經驗，有需要的刑釋人員多於出獄數天

內到本會輔導處求助。由於資源限制，本會未能完全滿足他們在出獄後

的基本生活需要，其中包括於過渡期提供足夠經濟援助、即時住宿安排

和合適就業培訓等。不少刑釋人員對本會缺乏服務資源實況，感到失望

和往往放棄出獄後接受輔導和跟進服務。我們期望能與各機構和政府部

門攜手合作，共同為刑釋人員制訂合適的更生計劃，保障他們出獄後的

基本生活權利，避免陷於饑餓和露宿街頭的困境。

3.2 出獄後經濟需要

本會不完全認同社協建議設立一個「更生人士援助金」，但認為剛出獄

人士需要獲得首個月的經濟援助，以解決困難和基本生活保障。這筆款

項可由社署綜援金或包括在本會每年服務經費資助內。現在，本會輔導

服務中心為刑釋人員提供每天 40 元援助金，解決他們在申請公共援助
而需要等候一個月期間的部份生活所需。由於資源所限，我們祇能為每

位受助者提供平均約兩星期援助金。部份刑釋人員更因未能繼續獲本會

援助而退出康復計劃，影響他們重新建立生活。本會建議除提供適量的

出獄經濟援助外，更需設立「就業培訓津貼」，支付他們參加職業培訓

和生活技能訓練有關費用和支出，加強他們的就業機會，重過自立生

活，避免最終淪為長期依賴綜援過活。

3.3 出獄後即時住屋需要

目前，刑釋人員有住宿需要均可申請入住本會所設的 6間宿舍。我們祇
能提供 122個宿位，而平均輪候宿舍人數每用約 150人至 200人，輪候
時間超過一個月。此外，本會因應他們的需要，轉介他們入住其他單身

人士宿舍和露宿者中心。一般而言，個別機構均有既定的入宿遴選過

程，為申請者提供入宿評估，以決定他們是否適合宿舍生活。根據我們

的工作經驗，本會受助者往往基於個人操守、性格和社會適應等問題，

未能符合入住單身人士宿舍的條件。我們建議按刑釋人員個別需要安排

多元化住宿服務，包括臨時庇護所、刑釋人員短期宿舍和單身人士宿

舍，為他們解決住宿和個人特別需要。刑釋人員宿舍的運作是著重康復

更生。本會宿舍設立基本生活守則，目的是鼓勵住宿者保持生活規律，

重過積極人生。為此，我們提供個人輔導及其他支援服務，如小組工作

及康復活動等，促使他們建立新生活。

本會需增設數間刑釋人員宿舍，解決每月約 150名刑釋人員未能即時獲
住宿安排的情況。自去年開始，社署已積極與本會聯絡和合作，希望在

各區物色適當單位，發展成為刑釋人員宿舍。但由於設立宿舍需要經過

地區諮詢程序，本會有很大的困難獲得地區人士的支持，這方面需要社

會福利事務委員及各區議員協助。

3.4 就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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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刑釋人員在年齡、低學歷和低技能的限制上面對更大失業問題。我

們期望社會能投入更多資源，為他們提供技能培訓，重新就業，使他們

重過新生活。本會支持為刑釋人員於監獄提供適切社會需要的課程，如

電腦、語文、飲食業等，讓他們在獄中裝備自己，提高出獄後的就業機

會。

兩年前，本會成立職業發展服務和明朗服務公司，為刑釋人員提供就業

培訓和工作崗位。在 2001/2002年度，我們為 1600名刑釋人員提供就業
輔導服務，約百分之四十參加者獲得培訓和就業機會。我們以自負盈虧

方法設立公司，發展清潔、裝修和運輸等行業，為刑釋人員製造就業機

會。此外，本會採取個別聯絡僱主，向他們推介刑釋人員就業，逐漸建

立僱主支持網絡，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以上計劃由於經費所限，祇能間歇性以項目資助形式小規模地推行，未

能全面幫助所有待業的刑釋人員。我們期望社會能一視同仁地為失業的

刑釋人員投入穩定資源，在社工協助解決刑釋人員各項問題時，也能提

供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持續就業培訓課程，提升他們工作技能而重新就

業。

4. 社區支援

4.1 至於刑釋人員在社區的支援上，其實是極為不足。過去一年來，自懲
教署設立「社區參與助更生」計劃後，擴大宣傳，協助社會人士了解

和接納刑釋人員，更為刑釋人員提供社會服務和康復機構資料冊子，

使他們出獄後能尋求合適的援助服務。懲教署更與本會合辦助更生熱

線服務，為刑釋人員提供各方面諮詢服務。在這方面我們期望能加強

服務效果，鼓勵有需要的刑釋人員和他們的家人尋求援助。

4.2 近年來，本會著重推動刑釋人員與公眾人士共同參與義務工作，服務
社群，從而爭取社會人士對刑釋人員的了解和接納。會方更聘用合適

的刑釋人員為朋輩輔導員或職員，貫切對刑釋人員一視同仁的示範作

用。

5. 服務障礙和前瞻

5.1 其實，數年來本會都不斷嘗試為刑釋人員增設服務，例如計劃擴展輔
導服務中心到新界各區，增聘臨床心理學家和增加宿舍等。但過去十

多年來，社署未能在這方面投入足夠資源；另一方面，社區諮詢程序

構成本會在社區設立服務設施的一個最大障礙。自林鄭月娥署長上任

以來，深感這方面服務資源不足，答允協助本會發展各項服務，例如

尋求合適地點設立宿舍，而在服務運作上協助本會發展「一站式」的

綜合服務，使刑釋人員能有效地獲得各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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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們期望在未來日子，能加強與社會福利署、懲教署和社區上各個康
復機構合作，倡導為刑釋人員優先調配社會資源，提供即時和全面的

社區康復服務，促進他們自力更生，成為守法公民，為香港社會穩定

繁榮作出貢獻。

香港善導會

二!!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