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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歡迎推行「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對於抑止施虐者作出更嚴重的暴力行

為是有效用的。建議有關的先導計劃應拓展到被法庭判以「簽保令」的施虐

者，因為現時有近七成經法庭處理的家暴刑事案件都是以「簽保令」的形式

處理。 
 
2. 對於自願參與「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方面，本會認為計劃頗能預防家庭暴

力事件的發生方面有一定的成效。故建議應廣泛地推行，並且配合一連串的

公眾教育宣傳，以教育公眾人士尊重女性，及改變對暴力的錯誤信念。 
 
3. 雖然「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對於減低家暴有重大的作用，但是仍需各方面

的政策配合，才能夠協助受暴力對待的家庭，以居所的安排為例子，對一些

較嚴重的家庭暴力事件，暫時分開居所，可以令雙方有冷靜期，而若受虐婦

女及其子女希望留在原來居住的地點，以減低調往新環境的困難，有關當局

亦應考慮施虐者的臨時居所需要及長遠體恤安置問題。若施虐者因為入息高

於公屋申請的限額而未能申請公屋，應考慮以特別原因去處理他們的公屋申

請，以減低他們因為離婚而連居住地方都失去下不斷纏擾妻子，以減低家暴

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 
 
4. 個案的處理方面，應該有兩名社工分別跟進受虐者及施虐者，以致社工可以

針對施虐者的特性和需要提供跟進輔導。因是受虐者及施虐者雙方均持有不

同的需要，而讓各方感到被了解和支持，為輔導過程打下穩固的信任基礎，

是社工與案主建立關係的重要一環。若由同一名社工跟進，社工處身於兩個

抱有截然不同的思想和感受的案主，並且受虐的一方更可能因為害怕社工向

施虐者洩露她的資料而覺得不安全，或施虐者也有可能覺得社工偏袒受虐者

而拒絕接受協助。這種情況會使社工處理家庭暴力個案的努力變得徒然，並

且對接受服務的兩者均沒益處。 
 
5. 當施虐者的輔導計劃進行時，本會認為不應忽略對受虐婦女及其子女的支援

及轉導服務，應留意家庭暴力會有再發生的可能，以保障受虐婦女及其子女

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