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善導會 

法院社工服務 
 

施虐者輔導服務 
意見書 

(2008 年 5 月 30 日) 
 
 

近年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問題甚表關注，政府亦在這個問題上積極回應，除

了加強前線警務人員處理家暴問題的技巧和警覺，亦增撥資源於兩年前成立施虐

者輔導先導計劃，現在亦就這項服務進行諮詢。本會對政府的努力深表歡迎。而

本會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違反法紀的人士，當中亦有部份是家暴的施虐者，特別在

本會法院社工服務中，更處理過不少被檢控或獲簽保守行為的施虐者。本會認

為，在處理家暴問題上，為施虐者提供輔導至為重要；基於我們在前線工作上的

經驗，我們亦想藉這個機會從另一個角度提出，除了鼓勵 (甚或是強制)施虐者

參加輔導計劃外，如何更有效為施虐者提供輔導服務，從而達至停止暴力，改善

家庭問題的最終目標。 
 
 
處理施虐者的困難 
 
逃避面對問題、拒絕社工協助 
 
    處理施虐者其中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他們逃避面對自己的施虐問題，將矛

頭指向對方。面對社工介入其家庭問題時，他們往往對社工的協助採取抗拒的態

度。故社工除了輔導受虐者外，難以對施虐者進行深入輔導。 
 
與被虐者關係對立、難以與社工建立互信 
 
    當施虐者面對警方調查的時候，不論最終是否被起訴，他們也最關心如何保

障自身權益，因而與被虐者形成一個對立關係。在接觸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時，

他們也普遍認為社工是站在受害者的一方，故難以與社工建立一個互信和合作的

關係。對社工而言，也面對平衡夫婦雙方拉力的困難。 
 
 
以踏入司法制度作為介入點輔導施虐者 
 
面對危機，求助動機增強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面對被警方調查，案件被帶上法庭處理，對施虐者來說

是一個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施虐者要面對不熟識的法律程序，心理壓力增加，

受助和接受改變的動機也會加強。若然在這個時候能夠為施虐者提供適切的服

務，則可以較有效作進一步的深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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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另一位社工輔導施虐者 
 
    根據我們的經驗，在施虐者面對危機的時候，安排另一位社工去協助他 (而
非協助被虐者的社工)，則施虐者會感到社工較明白他的需要和困難，因而較願

意與社工建立互信和合作的關係，繼而輔導的果效也會較大。 
 
 
法院社工服務 
 
如何協助施虐者 
 
    本會的法院社工服務已建立超過 20 年，主要為面對刑事問題的候審人士和

家人提供輔導服務，以減輕他們在處理應訊事件上的壓力和焦慮，並提昇守法意

識。社工會駐守各裁判法院，以外展方式接觸候審人士。另外，有不少服務對象

在被警方調查期間已接觸本服務的社工並開始接受輔導。 
 
    在處理家庭暴力的案件上，社工會向施虐的被告講解法庭程序和他所面對的

後果，在紓緩其壓力之餘，社工亦會重點與當事人檢討他犯事的原因，尋找改善

方法並停止暴力行為。 
 
與本會家庭服務一賽馬會樂天倫中心合作 
     
    本會在賽馬會的資助下，建立了另一項主力協助犯事者及其家人的服務，名

為賽馬會樂天倫中心，服務重點是處理犯事者的家庭問題。在上庭程序完結後，

縱然施虐者只獲安排簽保守行為，法院社工的同工也可按需要將個案轉介給樂天

倫中心的同工，為施虐者進行長遠的跟進輔導，協助他改善其暴力問題。而樂天

倫中心的同工亦會與協助受害人的社工 (如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保持聯絡，在

互相補足的情況下共同協助夫婦改善其婚姻問題。 
 
 
法院社工在處理家暴案件上的經驗 
 
服務數字 
 
    在本服務所處理涉及侵害人身罪行的案件中，有 36%是家庭暴力的案件。此

外，4 名社工在各裁判法院一個月也會處理約 220 宗家庭暴力案件的查詢，平均

每位社工每天也會處理 3 宗，當中以觀塘法庭處理的家暴個案和查詢為最多。 
 
施虐者的問題和需要 
     
    從我們協助施虐者的前線經驗中，絕大部份被帶上法庭的施虐者都是丈夫，

而太太則是被虐者。而在我們的接觸之下，卻發覺很多施虐者的問題和需要都被

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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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歧視和忽略 
 
    很多丈夫都反映，社會大眾一般對施虐者也存有誤解，不論警方或社工在處

理案件的過程中也着重於保護被虐者 (太太)，偏幫太太。他們感到被歧視，故

也不願與警方或社工合作。 
 

不被接納和聆聽 
 
    丈夫出現暴力行為，其實背後可能另有苦衷，但他們卻感到沒有人願意站在

他們的角度，體諒他們的難處，傾聽他們的感受，以致他們心底的核心困難不能

獲得有效的疏導和處理。 
 

本身也是受害者 
 
    我們也曾處理不少個案，丈夫長期被太太精神和身體虐待，但在保護婦孺的

香港社會中，丈夫基於面子而拒絕報警，最後忍無可忍才以武力回應，卻換來定

罪或守行為的下場，在整個上庭經歷中丈夫感到投訴無門。另外亦有些個案，丈

夫的暴力行為並不嚴重，但太太堅持要告丈夫，不容許丈夫簽保守行為，從而希

望日後獲得離婚的好處。 
 

不明白法律的程序和權責 
 
    我們亦發覺很多草根家庭的丈夫，其實對法庭的程序也不明白，又不知道有

案底或守行為的嚴重後果。若然在這個階段有社工可以在旁解釋和協助，則他們

的警覺和守法意識得以提昇，而法律制裁對家暴案件產生的影響也得以有效發

揮。 
 
 
總結 
 
    綜合我們在前線上的經驗，我們認為政府除了設計施虐者輔導計劃 (例如強

制施虐者參加)外，更需要增加資源，在施虐者面對被警方調查開始，安排另一

位社工對施虐者提供服務，從而在互相補足的情況下，協助有暴力問題的家庭；

另外亦能夠作出有效介入，為施虐者提供深入輔導，以協助他們停止暴力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