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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對「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意見書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 1997 年 3 月成立，是一所非牟利志願機構，致力引起社會關注和正

視性暴力這個隱藏卻嚴重的社會問題。本會亦積極倡議改善現有法例，以加強對性暴力受

害人權益的保障。關於少數族裔婦女遇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對待的問題，本會有以下的回

應: 

 

在香港，根據研究顯示1，有 4.7%的少數族裔婦女曾遭受家庭暴力，與香港本地婦女遭受家

庭暴力的比率(為 6.8%)比較，發現少數族裔婦女遭受家庭暴力也不低。但根據社會福利署

2014 年的統計顯示2，只有 76 位遭受家庭暴力的少數族裔 (印度、巴基斯垣及尼泊爾族裔)

婦女求助， (印度、巴基斯垣及尼泊爾族裔)人口3，求助比率只佔

0.24%。而少數族裔婦女遭受性暴力卻沒有求助數字。此外，根據社會福利署 2013 及 14 年

的數字比較4，2014 年少數族裔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數字比 2013 年上升約三成。我們深信

這是冰山的一角，少數族裔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情況非常普遍，但求助數字偏

低，有以下原因： 

 

1. 文化因素：少數族裔婦女受性暴力後不但不被同情，反而被指責應要檢點自己的言

行、衣着，以免引人犯罪。指摘受害人的取向，不單忽視性暴力對受害人帶來的嚴重

打擊及傷害，令他們不敢把事件公開。亦有因為恐怕侵犯者報復，加上缺乏親友支援，

而不敢向別人透露暴力事件。而少數族裔文化對女性「貞潔」的要求，導致受害人不

敢讓其他人知道被侵犯的經驗，避免招惹歧視的目光。5 這種情況造成受害者的再度

傷害，及阻礙了受害者的復原過程。 

 

2. 少數族裔婦女缺乏社區支援：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1 的數字，有 87%的少數族裔人士在

境外出生，因此，他們的中文和廣東話都不流利，加上文化及宗教上與本地人的差異，

語言翻譯誤差，都減少他們向外求助的意欲。也較少與本地人士建立社交網絡。因此，

當婦女遇到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時，因為缺乏社區支援及求助的資訊，也未能與本地人

建立信任，就更加孤立無援，甚至繼續啞忍，因此性暴力/家暴的事件持續下去。 

 

                                                      
1 “參閱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資料系統)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2  參閱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資料系統)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3  參閱政府統計處 2011 的數字 
4  參閱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和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中央資料系統)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5 「凝‧動」外籍傭工及少數族裔婦女計劃服務成效：研究報告; 梁麗清及風雨蘭 2015 年 5 月(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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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方處理家暴及性暴力個案的問題：風雨蘭這 3 年向約 20 位少數族裔婦女提供緊急支

援及輔導服務，發現警方處理性暴力個案時，未有充份了解少數族裔婦女的處境，也

沒有主動向他們提供足夠協助6。例如，少數族裔婦女的家庭暴力問題，往往被視為家

庭糾紛。而且，在處理報警程序時，因為需要翻譯服務，錄口供又過於冗長，很多時

候往往超過十多小時，翻譯水準也非常參差，引致有些受害人不斷要重覆講述被侵犯

或暴力對待的過程7。加深他們的再度傷害，有些受害人甚至因此而放棄舉報。 

 

4. 對少數族裔婦女提供臨時住宿安排的問題：家暴/性暴力受害人在報警或向外求助後，

均面對情緒支援、財政困難、醫療支援，以及報案時涉及司法程序等問題，但少數族

裔婦女就更孤立無援，她們可能要面對群族關係破裂、語言障礙和嚴重的指責，甚至

若果受害人需要臨時住宿，她會繼續逗留在庇護中心，在等待審訊或

處理情緒困擾期間，建立支援網絡是絕對有助她們的復原過程。唯現時政府提供予受

害人的庇護服務的設計及配套以本地婦女的需要為主，其住宿安排不能滿足少數族裔

婦女在語言、文化及生活習慣上的需要。 

 

建議： 

1. 加強警方、翻譯員、醫護人員及社工的在職培訓，提高他們對少數族裔女性的認識，

特別應留心在少數族裔女性遭受性暴力及家庭暴力時的困難及特別需要。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 2010 年訂立「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2014 年，有 22 個政府部門曾經承諾會

落實有關指引，包括社會署、警務處及醫管局。但是，我們認為社工及專業人士對少

數族裔的認識及訓練非常不足。加上沒有完善的配套服務，引致少數族裔婦女求助率

偏低。因此，我們呼籲政府應盡快落實有關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提供培訓給警務

人員及社工，提升他們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性別及文化意識。 

 

2. 修改有關《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案程序指引》及《處

理成年人性暴力個案程序指引》。加入包括少數族裔人士的特別需要，例如警方、醫

護人員及社工等必須向受性暴力/家暴的少數族裔婦女介詔及提供 24 小時即時傳翻/或

翻譯服務，以設合性暴力/家暴受害人的緊急需要。 

 

3. 增加對少數族裔婦女的社區支援服務：現時社會署有 67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向少數族

裔婦女提供家庭輔導服務，可惜，由於語言及文化障礙，少數族裔婦女使用家庭服務

的數字偏低。政府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增聘中心的專業社工人手，以及早識別及介入

面對家暴風險的家庭，但其後只有 820 萬額外撥款以加強危機支援，這是非常不足的。

建議政府成立專隊，將資源投放在少數族裔較多的地區元朗，觀塘等，以協助婦女，

儘快介入面對家暴/性暴力風險的家庭。 

 

                                                      
6 「凝‧動」外籍傭工及少數族裔婦女計劃服務成效：研究報告; 梁麗清及風雨蘭 2015 年 5 月(p.38) 
7 「凝‧動」外籍傭工及少數族裔婦女計劃服務成效：研究報告; 梁麗清及風雨蘭 2015 年 5 月(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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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為少數族裔婦女設立庇護中心，保障她們的基本需要，使受害人在等待審訊期間能

獲得足夠的保障。 

 

5. 在學校及社區推行全面預防教育：少數族裔女性普遍欠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法律知

識以及求助方法。長遠來說，應在學校及社區應提供有關的預防教育，增加婦女及青

少女對性暴力及家暴的知識，釐清對家暴及性暴力的誤解，及增加女性反暴力及自我

保護的信心。 

 

政府聲稱少數族裔人士與其他本地人一樣，享有同等的保障和待遇。事實上，在遭遇到性

暴力/家暴後，若少數族裔婦女鼓起勇氣報案或向外求助，便可能會

括與其群族決裂、失去住宿及財政等保障。本會期望政府落實執行《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

引》，加強對遭受性暴力/家暴的少數族裔婦女的服務和保障! 

 

二○一五年十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