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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向晴軒 

預防和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意見書 

(回應「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報告」) 

 

I )  城巿規劃及社區建設 

     在發展及規劃未來新巿鎮的建設時，城規會應與其他部門，例

如環境及交通、文化及康樂、食物及衞生福利、民政事務等部門組

成發展及規劃諮詢架構，在建議的規劃階段，須借鑑過去發展規劃

欠佳所引起的新巿鎮問題，例如屯門、天水圍，以避免重覆犯上規

劃錯誤問題。且要就著建議，進行廣泛諮詢。聽取不同民間組織、

專業團體和社會服務機構對未來新巿鎮的規劃和社區建設的意

見，以便規劃出一個適合巿民安居樂業的完善社區。 

     在現時的社區內，社會利福署、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應設立

常設檢討機制，並就著地區需要而不時加以改善現有的規劃、設施

及社區服務。在過程中，需邀請不同社區組織就地區需要和問題，

提出加強社區建設及服務配套等的建議作為參考，以改善現有社區

規劃及建設工作。 

 



II ) 地區福利規劃及服務提供和協調 

     地區福利專員可作為協調者，透過地區福利委員會討論和制定

地區福利規劃和社區建設等事宜。在制定策略時，須透過客觀數據

和地區層面的諮詢和討論，以界定地區需要的優先次序。福利專員

在機構之間須作出協調，協調是須要考慮機構的專業性和可供調動

的資源，並按地區的劃分而作出適切的安排，而非因為外在壓力及

在沒有周詳的諮詢、討論及計劃下，隨意調撥區內組織的資源，因

而引致服務失去方向。 

     福利專員應定期向地區福利委員會作出年度報告，分享其協

調、組織及推動等工作的成效。 

     建議社署和民政事務總署共同合作成立全港及地區資料庫，並

將有關資料公開上網，例如人口與經濟狀況，社會各種問題等，讓

社會人士及服務組織在制定福利策略時可作參考。 

     地區福利委員會或非政府機構可自發性組織起來，機構之間應

有更緊密的聯繫，就一些重大危機或突發議題，例如家庭暴力，就

著預防和處理交流經驗和探討如何合作與分工，並嘗試將社區建設

的議題或目標溶入現有的服務。另外，地區內可組織一個常設的危

機應變小組，在專員的推動下，可儘快回應區內的危機事故，以便

作出建議和推行。 

 



III) 家庭支援服務 

家庭危機個案的處理是需要有足夠並專門的培訓和經驗，因

此，絕不適宜隨時調動一些沒有足夠處理家庭危機個案的社工處

理。況且，每一種服務類別現時都面臨資源人手短缺的問題，若

服務隨時搖擺不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麼除了社工沒法

專注所要提供的服務外，恐怕所要負責的服務也會衍生問題，這

會造成兩面不討好的局面。 

     現時，資源不足引致未能全面回應社區及家庭的種種危機，社

署應就涉及提供家庭危機服務的機構或單位，制訂最基本合理的人

手比例編制，並確保處理家庭危機的社工已擁有一定程度的年資和

經驗。在規劃家庭危機服務的人手比例時，應以保障巿民生命為大

前題，因此不能單以資源和是否附合成本效益來計算，以顯示政府

的承擔。 

       而地區其他的服務單位，例如青少年社區及老人服務，可於其

服務單位內向其服務對象，提供不同形式和層次的家庭暴力預防及

處理，也不失為支援家庭和鞏固社區支援網絡。 

 

IV) 政策 

! 在制定福利藍圖的長遠規劃時，應重點回應家庭暴力的問題，

並以公共健康的角度設立零度容忍，預防及打擊家庭暴力的政



策，以表明政府對家庭暴力的立場。 

! 建議新移民在移居香港時仍可擁有為其三年的內地戶藉，性質

屬過渡性，假若適應不到香港的生活時，便可以回內地生活而

不須被逼繼續與施虐者同住。 

! 應預留一定的資源，以作回應危機事故時可作調動。 

 

 V) 法例 

! 政府應參考海外及各界的意見，因為沒有戶藉問題而對「家庭

暴力法例」作出修訂，例如定義通用範圍等。 

! 透過倣效警司警戒令及法庭判令施虐者輔導計劃，來協助施虐

者停止暴力行為。 

 

VI) 家庭暴力：處理機制及協調工作 

 監察及執行： 

     關注暴力工作小組應升格為更高層次的中央家庭暴力監察及

執行委員會，成員是誇局、誇部門、誇界別與誇專業。主席可考慮

由食物及衞生福利局局長擔任，且由不同工作小組組成，例如與司

法及法律界的協作小組。目標包括： 

! 須定時檢討評估工具，並制定和按需要修訂程序指引，以加強

評估的準確性及程序的成效； 



! 設立監察及評估機制，以確保執法者及專業人士按程序指引工

作； 

! 協助不同專業在介入時的協調工作，例如依據什麼準則轉介至

專責部門作出支援或跟進，當中包括警方轉介施虐及被虐者至

服務機構接受輔導； 

! 召開死亡及嚴重個案的誇專業個案檢討會，以作日後工作改善

的參考； 

! 對法例及政策修訂作出建議； 

! 與地區多作交流和討論，以檢討整體服務提供、規劃和資源運

用，並向政府作出改善的建議。 

 

VII) 臨床工作 

! 評估：社工及有關專業人員，例如執法者等應有足夠的培訓和 

 經驗，如何使用制定的評估工具，包括施虐者、被虐者和子女 

 等。 

! 輔導方法：輔導對象包括施虐者、被虐者和子女。建議前線社

工都應首先以保障安全、停止暴力為先，然後在安全及暴力已

停止的情況下，才進行婚姻輔導。 

! 多專業個案會議：建議將多專業個案會議制度化，以便不同專

業人士可就評估及處理的方法提出更全面的關注和介入。 



! 強化執法者的角色：建議所有前線人員都必須接受處理家庭暴

力的培訓工作，警方必須按指引調查、拘捕及提出檢控。如被

虐者不願作證，若証據足夠，例如其他環境証供、驗傷報告等，

也應繼續有關的程序。另外，警方應提升保護兒童調查組的行

動至處理家庭暴力個案。讓前線執法人員更專業地處理家庭暴

力的工作。 

! 專業培訓：加強執法者、專業人士或服務提供者的專門培訓，

加深對家庭暴力的認識和了解，並強化有效的介入方法和前線

員工的督導工作。 

! 社區善後工作：社區如發生重大家庭暴力事故，事後不同部門

必須為區內居民或學校提供事後解說，壓力創傷後的心理輔導

並鼓勵互助互勉的精神，也可讓巿民更關注預防家庭暴力的問

題。 

 

VIII) 預防教育及培訓工作： 

! 以公共健康的角度來鼓勵、推動在不同地區、組織、機構、社

區推行預防家庭暴力的宣傳及公民教育，以提升巿民的意識和

警覺性。 

! 就有關家庭暴力的工作邀請院校進行研究和調查，並提出改善

服務的倡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