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471/06-07(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471/06-07(01)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28/11/2006) 

 

和諧之家就為家暴受害者提供住屋意見書 

從近日多宗家庭暴力慘劇、以至有無辜的小孩子被殺害，反映家庭暴力實在

是一個計時炸彈。能順利到庇護中心求助的婦女，比起留在家中啞忍的婦女，算

是比較幸運的一群，然而，庇護中心只能提供短暫住宿服務，在婦女/兒童危急

的情況下，解決燃眉之急，長遠來說住屋的問題是大部份受虐婦女要急於解決的。 

政府目前為家庭暴力受害者及離婚人士（有需要者）提供「有條件租約計劃」

或「體恤安置」的住屋協助，原則上應該可以舒緩受虐者在住屋的困難，減少他

們的徬徨。 

然而，就著「有條件租約計劃」或「體恤安置」的內容及執行事宜，本會有以下

建議，誠盼政府考慮。 

1) 受惠率偏低，反映措施或未能讓有需要者受惠 

就入住和諧之家庇護中心 2005-06 的數據顯示，在入住的 212 名婦女中，除

了 40.1%（85 人）回家與丈夫復合外，能成功受惠體恤安置只有 7 人（3.3%），

成功獲得有條件租約計劃只有 2 人（0.9%），反映能順利受惠於「有條件租

約計劃」或「體恤安置」很少，只有 4.2%（共 9 人），未能廣泛地支援家庭

暴力受害者的住屋需要。此外，有些受虐婦女能獲得社署租金津貼以另覓居

所的，當中亦只有 46 人（21.7%），由此反映，真正受惠於當前由社署提供

的房屋資源（以上三種）的受虐婦女合共只有 57 人*，供不應求的情況嚴重。 

2) 申請需時，未能解決實際需要 

根據入住和諧之家庇護中心婦女的經驗反映，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或「體

恤安置」需時，未能於合理時間內為受害者提供協助。由於庇護中心宿位有

限，我們只可提供最多三個月短暫居所。然而，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或

「體恤安置」的過程一般都超過三個月，未能配合短期庇護中心的服務，迫

使婦女作出不情願的選擇，例如入住條件較差的私屋、或因分戶不成功，被

迫放棄分戶或公屋戶，只可選擇暫時租住私人樓宇，使她們受更多無形的壓



力，精神上的負擔百上加斤，此舉反映目前住屋的支援服務措施未能配合婦

女的真正需要，解決實際住屋問題，保護她們免受家暴傷害。 

3) 政策欠缺明確指引，住屋協助措施太過依賴社工轉介及認同 

現時求助者需透過社署社工或綜合家庭社會服務中心社工的推薦，才能申請

住屋協助，申請人不可以個人身份直接向房署作出申請，故家庭暴力受害者

能否得到住屋協助，取決於個案社工的評估及行使酌情權。然而，一直為人

詬病的，是政策欠缺明確指引，亦沒有足夠的透明度讓申請者表白自己對房

屋的需要，就算有時表白了現時住屋的困難，例如遭人歧視、住客排斥、或

小朋友的不適應等……但這些困難不等於能被了解及考慮，更遑論被接納或

認同。社工的審批/推薦的程序實有必要增加透明度及明確指引，提高社工同

業對家暴受害者住屋需要的敏感度，以達到有效及一致地處理審批/推薦的程

序，尤其是有關「有條件租約計劃」的安排。 

4) 放寬擁有業權人士之申請限制 

根據現時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條款，與配偶共同擁有私人物業或居屋

的求助人在社署的推薦下也可提出申請，然而，房署卻會根據法庭頒令申請

人已放棄物業擁有權才考慮其申請，言下之意，家庭暴力受害人必須放棄業

權或賣出物業才被考慮其申請，那管結果是成功或失敗，此舉只會增加求助

人的關卡，這樣，不但延誤有關個案安全的保障，更可能間接迫使使受助人

放棄申請，把自身的安危作賭注。本會期盼政府能放寬擁有業權人士之申請

限制，如於法庭未頒令其物業安排前，已著手處理其申請或批出短暫性的「有

條件租約」；或向有需要人士發放暫時性的社署租金津貼等舒緩措施，把家

庭暴力受害人的安全放作首要考慮點。 

5) 社署社工與房署工作員角色不清，延遲申請程序 

亦有入住和諧之家庇護中心的婦女反映，在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或「體

恤安置」的過程中，因社署社工與房署工作員角色不清，使兩個單位會互相

推卸責任予對方，使申請人往往需要周旋於兩個部門之間。這樣不但延誤了

申請時間，亦會增添身心疲累的受虐婦女的精神壓力。 

6) 潛藏的危機 

我們留意到最新的潛藏危機，就是只要發生過家暴事件，而未能得到適切的

跟進，如房屋安排，以致增加受虐婦女與丈夫同住所隱藏的危險性。就好像

現今樂富康強苑三母女慘死事件。因此，按和諧之家去年入住數字的反映，

有不少的婦女仍與丈夫同住（40.1%），又或有婦女取得禁制令回家（0.5%），



又或有些婦女因為配偶答允離開而回家（9%），這些個案的潛藏危機絕不可

忽視，不單跟進的社工/專業人士要留意安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婦

女作出適切而彈性的房屋徙置，以保障受暴力影響(包括兒童)的安全。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有以下的提議： 

1. 改善有關申請程序，縮短申請時間、增加酌情權的透明度、釐清不同工作

員角色及權責。 
2. 設專人工作小組檢討現行機制的不足 
3. 更彈性處理有關公屋公戶及調遷的處理，如果當中牽涉家庭暴力問題 
4. 彈性處理擁有物業權人士的申請，使當事人不需作出放棄物業的重大考

慮，以提升她們求助的動機，把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安全放作首位 
5. 加強社區教育，讓受助者了解有關資源及減少社區人士對單親人士的歧

視。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0072 與和諧之家總事王鳳儀女士或社區教育及資源

服務主管葉長秀女士聯絡。 

*註：在入住的 212 名婦女中，除了內文所提及的 140 人外，餘下婦女的安排如

下：回家，配偶應允離開(19 人)；回家，取得禁制令(1 人)；自力另租居所(16
人)；與父母/親戚同住(14 人)；與朋友同住(13 人)及其他安排(9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