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建議成立兒童中央資料庫》意見書  

 

目前關於兒童的資料散落在不同部門，例如學童的教育背景，資料

由教育局掌握；學童健康狀況，資料則由衛生署掌握。然而，倘若

學童的健康問題影響了他們的學業，教育局或學校也不一定掌握相

關資料，結果影響了為學童提供及時適切的支援。  

 

公民黨認為成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不單止有助統合散落於不同部門的

相關資料，更有利當局更快為兒童提供合切的支援，讓兒童在教

育、醫療、福利等權利獲得更大保障。  

 

特殊教育需要  

 

以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童為例，現時因為各部門各自掌握學童資

料，部門間未有資料互通，導致這些學生在轉換服務時未能銜接。

目前 SEN 學童由小學升中學，中學未必能掌握學童的背景，結果校

方要再從頭評估學童的特殊教育需要程度。所以兒童資料庫中央化

有助利於兒童獲得其所需要的照顧，尤其對有需要協助的組群更為

有利。  

 

隱性兒童  

 

兒童中央資料庫更有助不同部門及機構防止虐待兒童的悲劇發生。

假如資料庫能夠結合兒童的家暴記錄或缺課記錄，當受害兒童到公

立醫院求診的時候，相關醫護人員便可憑其資料及早向當局求助。

此舉亦有助社福機構及早聯繫隱性兒童，避免類似去年屯門山景邨

母子雙屍案的悲劇再次發生。  

 

總體資料  

 

除了以上因應兒童求助記錄而產生的個人資料外，政府亦應為資料

庫積極收集總體資料，以便當局更宏觀檢討目前與兒童相關的政策

以及改善資源調配。總體資料庫除了包括全港兒童的醫療、福利、

教育等資料外，亦應包括兒童身心健康相關的資料，例如兒童社交

發展、家庭關係、運動時數，以及快樂指數等軟性資料。由於兒童

在醫療福利教育以外的身心發展一直被忽略，此類軟性資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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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兒童更全面更健康的成長。  

 

當局應參考英國和澳洲就相關資料庫所蒐集資料的範疇作藍本，建

立可與外地資料庫進行比較的香港兒童總體資料，從而客觀檢視香

港兒童政策的優劣。  

 

個人私隱和權利的平衡  

 

為了讓家長及兒童放心將資料交予兒童中央資料庫，當局應確保涉

及個別兒童資料的使用受到限制，並參考目前「醫健通」的模式，

制定資料使用守則及投訴機制。此舉亦有助消除家長因擔心資料中

央化後出現的標籤效應，從而解決目前不願求助的問題。  

 

總結  

 

總括而言，成立兒童中央資料庫對改善兒童權利有莫大幫助，當局

亦需要在收集及管理數據上，制定完善機制平衡個人私隱及公眾數

據參考兩者需要。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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