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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回應「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 

1. 本會同意於《家庭暴力條例》修訂建議，於發出「禁制騷擾令」時，

可規定施虐者參與「反暴力計劃」，此舉有助施虐者獲得適當的輔導及協

助。而海外及本地「施虐者輔導計劃」經驗均指出要讓施虐者改變暴力的

信念、停止暴力行為及其蔓延，首要是令他們接觸及完成適切的輔導服

務。故此新修訂的《家庭暴力條例》加入「反暴力計劃」，將大大提高施

虐者參與有關輔導計劃的機會，以停止其暴力行為。 

發展多渠道進入「施虐者輔導計劃」 

2. 本會認為為了儘早介入暴力行為，政府必須發展及設計多個參與「施

虐者輔導計劃」的渠道，而非以單一渠道(即經由「禁制騷擾令」判令)進

入，包括社區性自願性參與及其他經由法庭判令的個案。 

3. 本港被警方界定為家庭暴力刑事案件，並經由法庭判處「簽保令」的

比率，在過去三年一直維持於 60-70% (2006 年(66.3%)，2005 年  (69.5%) 2007

年上半年(63.2%))。如根據現時《家庭暴力條例》的修訂，賦予法庭權力，

只於發出「禁制騷擾令」時規定施虐者參與獲社會福利署署長核准的「反

暴力計劃」。則有接近六至七成被法庭判定為家庭暴力的刑事個案，即時

被判處「簽保令」的個案，是法庭仍未能規定參與「反暴力計劃」。故此，

政府同時須透過修法，賦予法庭權力，讓「簽保令」個案也進入「反暴力

計劃」。 

4. 如能得到執法及司法機構的配合，提供多渠道，從法庭判令：「禁制騷

擾令」、「簽保令」、「感化令」及其他因家暴力引申的刑事判令時，要求施

虐者參與，則可令他們首先接觸，並透過輔導員或及感化官的推動，持續

參與並完成「計劃」。執法及司法機構不單在制裁暴力罪行上發揮重要的

角色，在監察及跟進上，與「計劃」互相協調，才能更有效地預防及停止

暴力罪行。 

5. 加上，過去申請《家庭暴力條例》下的「禁制騷擾令」個案極少，本

會建議政府改善申請「禁制騷擾令」的有效方法，鼓勵受害人使用。例如，

設立申請表格、宣傳申請的方法、主動向受害人介紹「禁制騷擾令」及其

能發揮的保障功能，並培訓警員、社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禁制騷擾

令」的認識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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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者輔導計劃」與受害人安全的保障 

6. 另一方面，在推行「施虐者輔導計劃」時，受害人的安全保障及監察

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於推行期間，有機構表明為保障受害人安全，推

行「計劃」時已定立了一些安全措施。例如：在每節小組後與受虐配偶平

衡小組(女士成長小組)負責社工及轉介社工分別進行個案討論，以緊密地

監察事件的危機性，但小組工作員不會直接與受害人接觸，提醒個案工作

員向受害人建議安全的管理。而小組輔導員也了解到施虐者在小組裏接受

治療，並不等於受害人和小孩已經安全，所以安全計劃和危機管理措施仍

會小心進行。故負責有關計劃的同工，應與各相關部門，包括警方、感化

官、協助受害人社工等保持緊密合作及協請，以確保安全。 

7. 政府應指派特定人員監察，如感化官，並需向施虐者清楚解釋違反參

與「反暴力計劃」的後果。營辦「反暴力計劃」的部門及機構應向感化官

提交參加者的出席情況，以協助感化官跟進個案進度。受害人的安全問題

於任何時候亦應為最大的關注，於施虐者參加「反暴力計劃」的期間，相

關機構應跟進受害人的情況，留意家庭暴力有否再次發生。 

支援家暴受害人 – 安全管理、停止暴力、施虐者為自己行為負責 

8. 而就政府「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文件(CB(2)2198/07-08(01)號文件)第
7c 及 7e 段，本會有以下的回應﹕ 

9. 第 7c 段中提及「施虐者配偶/伴侶需同時作出改變並予以支持對施虐

者有正面的影響」。本會認為處理家庭暴力個案時，必須加強對受害人的

支援，與受害人的聯絡，關注受害人的安全管理及其自我保護意識的提升

的充權工作等。施虐者須為其暴力行為負責而非受害人，避免責怪受害人

的手法(Blame the victim approach)。 

10. 第 7e 段(CB(2)2198/07-08(01)號文件)指出強制及自願參加計劃的成效

比較，但由於進入強制性計劃的施虐者，其使用暴力程度及對暴力的認同

較早期已察覺問題而自願參與者為嚴重，本會認為參加者的背景不一，本

會不希望因此總結強制性參與成效不大。反之，本港應發展及設計多個參

與「施虐者輔導計劃」的渠道，鼓勵處於不同階段的施虐者儘早進入「施

虐者輔導計劃」。 

11. 另一方面，本會一直強調「施虐者輔導計劃」的目標為：(1) 停止暴力

及減少重犯 / 累犯 (Recidivism)；(2) 提升受害人安全； 及 (3) 施虐者為自己行

為負責。這三個目標也同時是英、美、加拿大、澳洲及紐西蘭法庭判令「施虐者

輔導計劃」的基本核心目標。故此，內容也強調認識暴力，須令施虐者為自己使

用暴力對待家人負上責任，而不應只停留於明白暴力及其由來。反之，改善婚姻

關係並非「施虐者輔導計劃」內的重點目標及期望的成效。 



專業發展 

12. 長遠而言，為有系統地發展「施虐者輔導計劃」，政府應促使成立相關

的「專業發展局/委員會」，專責發展及培訓這項工作的專業人員。同時，

由該「局/委員會」鼓勵不斷的交流、討論及持續發展。 

II. 回應「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 

13. 本會於 2004 年向政府提交「家庭暴力嚴重受傷或死亡檢討委員會」建

議書(附件)。而「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報告」(2004 年)(第十一項建議)

也建議政府設立「死亡及嚴重個案常設檢討機制」，以制定改善措施。 

14. 本會歡迎社會福利署作出正面的回應，於本年內成立「檢討兒童死亡

個案先導計劃」。以跨專業的角度及「非追究責任」的態度檢討所有兒童

非自然死亡的個案，並承諾作出改善整體保護兒童的政策及機制的建議。

惟本會期望政府各政策及部門應從改善整體兒童政策及服務作為出發

點，支持整項工作，讓檢討不因由某一部門負責而規限了檢討的目的與成

效。 

15. 就是次檢討計劃，本會建議檢討委員會的組成應包括多個不同的專業

組群，因應檢討的需要，可考慮邀請個別的人士加入，例如：少數族裔人

士；以強化多方的合作，致力加強保護兒童的措施。檢討委員會成員的任

命應由有廣泛認受性的機關建議及通過，例如：現時政府轄下的防止虐待

兒童委員會。 

 

成立「家庭暴力嚴重受傷或死亡檢討委員會」 

16. 本會同意政府於此先導計劃完成後進行檢討，以強化檢討機制的內

容。作為中期的發展，政府應著手成立「家庭暴力嚴重受傷或死亡檢討委

員會」，檢討範圍包括引致嚴重受傷或死亡的虐待配偶與家人的個案。虐

待兒童及虐待配偶問題息息相關，有研究已指出四成虐兒個案涉及父母被

虐，同時，也有四成家庭暴力個案同時出現虐兒問題。從「家庭暴力」出

發，能更有全面檢討現時服務的配套及整體措施，以全面打擊家庭暴力罪

行，體現「零度容忍」的家庭暴力政策。 

研究立法方向 

17. 長遠而言，政府應同時研究及準備以立法方式，支援檢討工作的運作，

監察建議的落實情況；並透過先導計劃的經驗，制定檢討指引，提升檢討

工作的標準及質素。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