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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838/12-13(1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838/12-13(16) 

                                                                              

                     

                                                  遞交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 ) 立場書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公約》第 3 條  

第 3 點：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料或保護兒童的機構、服務部門及設施符合主管當局規定

的標準，尤其是安全、衛生、工作人員數目和資格以及有效監督等方面的標準。 

政府只設立檢討兒童死亡個案的常設機制，而且不是即時展開檢討，往往要等一、兩年

才檢討，沒有檢討嚴重個案以做好預防措施，如何確保兒童安全？ 

《公約》第 9 條 

第3點： 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的兒童同父母經常保持個人關係及直接聯

繫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大利益者除外。 

 

部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同時也是受虐兒童，父母雙方分離之後，部分兒童不想再見到施

虐者，而施虐者卻仍有探視權。當兒童不願見施虐者時，施虐者便會利用探視權作為投

訴或上訴的借口，脅持兒童的利益作為與前妻角力的根據，繼而雙方爭吵與衝突不斷的

話，兒童會再次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公約》第18條 

 

第3點：締約國應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就業父母的子女有權享受他們有資格得到的托兒服務

和設施。 

 

現時香港的托兒服務其實並不適合準備進入青少年時期的兒童(10‐16歲)。10‐16歲的兒童

已經對於如何管理生活有主見，也要求足夠的自由度。因此，傳統的托管服務並不適合

這個年齡階段的兒童。同時，香港法例亦列名父母不能把16歲以下的兒童獨留在家，所

以政府有責任為這個階段的兒童設立合適他們需要的照顧服務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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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 24 條 

第 4 点: (d) 確保母親得到適當的產前和產後保健； 

 

現時母親產前産後的假期只有十個星期，不足以照料兒女與自己的身體，無法達至産後

保健。 

《公約》第 27 條 

第 1 點： 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

展的生活水平。 

香港欠缺一套長遠的兒童政策和發展指標，確保兒童能安全成長和全面發展，亦沒有具

前瞻性的保護兒童政策。在制定、檢討或修改有關法例或政策時，也沒有充分聽取兒童

的聲音。  

 

本社在2009年12月15日的研究報告名為《 暴風過後的孩子》，是於09年11月24日至12月7

日期間，通過民間團體以及兩間非政府團體(包括保良局)主辦的庇護中心，發放問卷約

180份。共收回157份有效問卷。由於調查對象是被虐婦女，並不容易識別及接觸，因此，

只能通過滾雪球式抽樣方法(Snowball Sampling)，去接觸訪問對象。調查訪問了157位被虐

婦女，由她們提供孩子受家暴影響之情況，涉及孩子共233位。 

 

是次調查問卷所得，孩子在家庭暴力中是隱形的受害者。雖然絕大部份是目擊者，但亦

有近半是本身也受到虐待，孩子受影響有暴力行為（四成）或表示「想死」（兩成

多），但專業介入則只服務到少數。  

 

兒童在家庭暴力中是隱形的受害者，家暴對兒童的心理和身體均會造成難以挽回的破

壞，影響其成長與發展。本社近年接觸的個案中，大部份社工卻沒主動和目睹暴力家庭

的小朋友傾談，更不用談心理評估及輔導的問題。 

 

其中有就讀中學個案孩子成績及各方面尚好，家暴後影響其上課瞓覺、逃學。媽媽向學

校細說詳情並主動要求校方社工跟進，學校卻不理解孩子的情況，沒有換位思考孩子的

所受到的壓力，且經常向家長投訴及罰孩子不能回校上堂。媽媽想盡辦法挽救孩子，於

是與學校班主任、訓導主任、學校社工一齊會談，並得出孩子需要心理治療的結論。之

後學校社工卻問孩子是否需要心理治療？孩子回答不用，便不了了之。最後孩子輟學

了，一年後孩子再回學校求學卻被拒於門外。經過多次傷害，孩子變得更沒自信，終日

沉迷打機，大好孩子又被埋沒了！ 

          

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大部分同時也是受虐兒童，兒童身心受傷，自信心低落、影響與他

人的關係和學習能力，或會引發不同的行為問題，如由活潑開朗變成(宅男)、脾氣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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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繃緊、逃學、有自殺想法、有些更會以暴力解決問題，成為下一個施虐者。這連鎖

反應所引致的社會福利、心理輔導及醫療等費用龐大。這不僅是兒童本身，而是整個社

會要付出代價。因此，政府必須及早介入協助逃離家暴家庭的照顧者和孩子重過新生，

對家暴的連鎖反應防範於未燃。 

 

另外，家暴亦會令照顧者及兒童受害人的親子關係緊張， 甚至令他們在離開施虐者後延

續暴力家庭的衝突關係。若沒有針對家暴受害人親子關係的服務，成人及兒童受害人就

算離開施虐者，亦無法回復健康的家庭關係，有害兒童健康成長和發展(詳見附件一)。政

府有責任支援成人及兒童家暴受害人，令成人照顧者在生病、需要處理法律程及其他緊

急事宜時，兒童可以得到及時照顧服務。 

《公約》第 27 條 

第 4 點：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向在本國境內或境外兒童的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

有經濟責任的人追索兒童的贍養費。  

 

本社接觸的家暴個案大部分個案無法收取贍養費，因為施虐者根本不會負責任而且會恐

嚇受害者，受害者不想兒女受影響，亦害怕生命受威脅，所以放棄收取贍養費而申請綜

援，讓一些有能力支付贍養費的人無需承擔責任，將此責任轉嫁納稅人。 

 

《公約》第31條 

 

第2點：締約國應尊重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和藝術生活的權利，並應鼓勵提供從事文

化，藝術，娛樂和休閒活動的適當和均等的機會。 

 

政府雖然已有地區青少年發展基金，促進弱勢社群兒童及青少年的多元發展。但本社大

部分的個案每年去要求社工申請時，社工回覆名額已滿，只有少部分申請到，亦非每年

可以申請。所以這些兒童想發展自己的興趣及其他課堂以外的技能根本沒充足的機會。

現時地區青少年發展基金自2005年9月起推行，在2005‐06年度及2006‐07年度，分別有20 

891名及29 190名兒童及青少年受惠於這項計劃；可惜，當時綜援受助人和未有領綜援家

庭的兒童，遠比所資助的人數多，此項基金遠遠未能確保弱勢兒童的發展需要。 

 

此外，每年1500萬的基金只有60%會根據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的個別項目開支，以直接現金

援助形式發放;以此計算，2006‐07年每受助兒童及青少年所獲的金額約為港元$300。 

請問香港政府如何能保證低收入、綜援家庭、暴力家庭兒童人人有機會，年年能申請此

基金呢？加上，政府有沒有機制檢討此項基金發放的上限，以保證基金的資助額能夠足

夠支持兒童發展？ 

 

另外，政府應該要透過康民署等部門為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兒童提供免費及多元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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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藝術活動，讓每個兒童不論貧富都可享有參加文化和藝術生活的權利。 

 

《公約》第33條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不致非法使

用有關國際條約中界定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並防止利用兒童從事非法生產和販賣此

類藥物。 

 

現時許多學校根本沒有採取合適措施預防兒童濫藥。學校開辦反濫藥講座，指出濫藥及

販毒的壞處；有些學校甚至於校規上指明「如有濫藥或販毒現象即時報警」，及將學生

開除。而這些手段總括來說是一種「恐嚇」，令有需要協助的學生不敢向老師求助。這

未能預防濫藥問題，更對學生造成打擊。 

 

《公約》第36條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免遭有損兒童福利的任何方面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剝削之害。 

 

現時香港的研究指出，30%以上的受虐兒童的家庭同時有配偶暴力。所以，面對此類雙重

虐待的個案時，我們必須保護、支援及協助受害並需要照顧兒童的家長，才可以「保障

兒童免遭有損兒童福利」的剝削之害。否則， 

A. 若受害家長的精神、身體健康得不到保障，兒童的精神健康發展亦會被剝削。 

B. 若受害家長的生活不穩定，兒童的生活發展也都難以平穩安定。 

 

本社接觸的個案中，大部新移民家暴受害人帶同孩離開施虐者之後因身心受重創需休養

生息及需獨力照顧年幼的孩子而無法正常工作，申請綜援卻受7年人口政策限制而被拒之

於門外，只能依靠孩子的綜援金過活，以致兒童基本的生活溫飽都得不到保障 。 

 

香港政府於2007‐2008年「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共有32045名參加者。參加者必須每星期進

行最少兩次工作面試。而15‐19歲的參加者亦有1695人。若兒童因家庭經濟環境困難而被

逼要以「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來換取繼續領取綜援的權利，是對兒童基本成長、發展及

自我實現的最大剝削。 

第 39 條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況之害的兒童身心得以康復並重返社會：

任何形式的忽視、剝削或凌辱虐待；或武裝衝突。此種康復和重返社會應在一種能促進

兒童的健康、自尊和尊嚴的環境中進行。 

現時禁止令的申請程序複雜，受剝削和凌辱虐待的父母較難得到這一權利。 

基於以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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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如下: 

1. 《公約》第 3 條第 3 點：檢討兒童死亡機制，應擴闊至嚴重個案 

2. 《公約》第 9 條第 3 點：應按兒童的意願讓非監護家長探視，以免違

反兒童最大利益。 

3. 《公約》第 18 條第 3 點：傳統的托管服務並不適合 10‐16 歲的兒童。

同時，香港法例亦列名父母不能把 16 歲以下的兒童獨留在家，所以香

港政府有責任為這個階段的兒童設立合適他們需要的照顧服務和設

施。 

4. 《公約》第 24 條 第 4 點：希望政府檢討這實行多年的政策。 

5.  《公   約》    第 27 條 第 1 點                                                                                                                      

a.  所有家暴受害人及目睹家暴之兒童都必須給予心理評估及治療。讓

專業人士協助兒童早日走出家庭暴力的陰霾。 

 b. 政府須提供針對家暴受害兒童而設計的親子/家庭關係服務。 

 c. 政府須為家暴家庭孩子提供支援，以協助他們重建破碎的自我形

象。 

6. 《公約》第 27 條第 4 點：成立贍養費局，向有經濟責任的人追索兒童

的贍養費，令有能力撫養子女的家長履行責任，減少政府在綜援的支

出。 

7. 《公 約》第 31 條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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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兒童發展基金要有足夠的配額及隨著通漲作出調整，以確保弱勢社

群兒童人人及年年都可以申請，以促進他們的長遠發展。                                   

b.  政府應該要透過康民署等部門為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兒童提供免費

及多元化的文化和藝術活動。 

8. 《公約》第 33 條：學校面對學生濫藥問題，必須與學校社工合作，協

助學生脫離毒海，而非借「恐嚇」及开除学籍等手段來「預防學生濫

藥」。 

9. 《公約》第 36 條：檢討人口政策，能更有效地幫助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的新移民家暴受害人及其子女。 

10.  《公約》第 39 條：希望政府簡化這一申請程序，令受害人能理解申請

步驟，自行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