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就 2017 年 3月 27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議程 

III「處理性罪行案件的措施及在法院程序進行期間為性罪行案件申訴人提供屏障」及 

IV「法院程序進行期間保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措施」之 

意見書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下稱「協會」）於 1997年 3月成立，是一所非牟利志願機構，一

直支持性別平等並關注女性受到性暴力的威脅及傷害，通過服務、教育及倡議工作，致

力引起社會關注及正視性暴力問題，以減低性別暴力的出現，加強對性暴力受害人權益

的保障。 

 

自 2011 年，協會通過多次發表研究報告、舉辦研討會、與不同持份者會面、遊說政府

及及立法會議員等工作，讓政策制定者及社會大眾理解性暴力受害人的需要，期望可改

善司法程序以減低對受害人的二度傷害。對於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律政司以

及司法機構對司法程序的檢討及改進建議，協會表示歡迎。 

 

「處理性罪行案件的措施及在法院程序進行期間為性罪行案件申訴人提供屏障」 

屏障及特別通道 

司法機構政務處交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17年 3月 27日會議的信件（立法

會 CB(4)718/16-17(05)號文件），指在處理性罪行案件中使用屏障的申請自 2016年 8月起

運作暢順，並建議進一步修訂相關實務指示，致使法庭可一併考慮特別通道與屏障的申

請。現正就此諮詢相關持份者。若特別通道的使用因法院條件不容許而無法實施，則有

可能將該案件轉移至另一可提供特別通道的法院大樓審理。 

 

其他法庭保障措施 

司法機構政務處在上述文件中亦指，司法機構正考慮各種措施，使旁聽席上的公眾人士

或傳媒工作者無法看到證人容貌。 

 

電視直播聯繫 

律政司提交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17年 3月 27日會議的討論文件《2017年

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立法會 CB(4)718/16-17(04)號文件），建議在第 221章第 79B

條中新增一條條文，凡指明性罪行案件的申訴人在法律程序中提供證據時，法庭可應申

請或主動准許該申訴人籍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同時擴大上訴法庭根據第 221章

第 79B條訊問證人的現有權力至涵蓋指明性罪行申訴人；以及修訂第 221J章第 3條作出

相應修訂，涵蓋該等申訴人。 

 

立法會CB(4)765/16-17(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意見及建議 

協會原則上同意律政司及司法機構的上述建議，並對兩個部門持續關注及改善包括性罪

行受害人的法律保護措施表示欣賞。惟我們亦希望就上述建議所可能／已經引申出的問

題提出意見： 

1. 性罪行案件申訴人面對出庭作供的壓力，希望獲得認識的親友、社工或其他可信任

人士陪同應該是不難理解的。然而據立法會 CB(4)718/16-17(03)號文件中，律政司描

述的支援者措施，現時的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受害人，只能接受一名陌生

人的陪同，即使該名陌生人已經接受過一天培訓，亦無法在短時間與受害人建立關

係。而無論在司法機構實務指示，或是社會福利署《根據〈一九九五年刑事訴訟程

序（修訂）條例〉新規定給社工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成年人的程序指引》，只要

符合兩個條件，即並非該案件的證人，及沒有直接參與案件調查，在獲得法庭批准

後，便可以擔任支援者。 

協會認為現行指派支援者的做法並不理想，風雨蘭的一些案主指她們不想向陌生人

表達任何情緒，故她們在法庭上承受的壓力亦無法得到及時的緩解。只要想像一名

兒童或有精神障礙人士在陌生的電視直播聯繫房間，只有一名陌生人在場，對該名

兒童或有精神障礙人士將會是一個加壓而不是減壓的做法。 

我們建議社署將支援者培訓範圍擴大，進行定期及公開的培訓，使負責這些案件的

社工、老師或其他照顧者可以參加同樣的一天培訓，令受害人能獲得原來人際網絡

的支援，同時釋除被告可能得不到公平審訊的疑慮。 

 

2. 另一方面，協會認為對於性罪行案件成年申訴人亦應有同樣的支援者，無論申訴人

獲得法庭批准使用屏障及特別通道，或使用電視直播聯繫作供，均應由其熟悉、可

信任、了解其心理狀況的原來人際網絡中的人擔任其支援者。 

 

3. 有關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供的建議，律政司提出《刑事罪行條例》第 156 條

已明確應對性罪行投拆人的身份保密，與電視直播聯繫的精神相若，故本會支持。 

誠然，電視直播聯繫可避免投訴人現場目擊侵犯者並減少二度傷害，但電視直播聯

繫的問題是無法直接保障證人身分不被暴露，由於現時在庭上是用一個大的投影機

播放受害人的作證過程，故此，使用電視直播聯繫反而使投訴人容貌直接被媒體及

公眾看見。要貫徹對投訴人身份保密提供完整而有效的保障，則必須以實務指示解

決以上問題，例如在庭上不使用大投影機，而使用枱頭電腦，令申訴人容貌只能被

法官、陪審團席及控辯雙方律師看見。 

長遠來說，法例需要賦予法官權力可自行或應申請頒予屏風，並配合法庭特別通道，

以保障性罪行投拆人的身份保密的精神。 

 



4. 而上述措施均應刊載在相關政府部門，包括警隊、律政司及司法機構等部門的網站，

前線人員必需向性罪行案件申訴人提供可申請相關保護措施的資訊，並協助他們行

使其權利。同時，相關資料亦應列入《罪行受害人約章》。 

 

5. 與此同時，司法機構應將所有提供予性罪行申訴人的法庭保護措施的申請、批准及

否決情況紀錄在案，一方面用以監察該等措施之有效性，另一方面亦使社會各界清

晰法庭保障受害人權益的立場。 

 

「在法院程序進行期間保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措施」 

按律政司提交予立法會的 CB(4)718/16-17(03)號文件中，表示已推行了三項措施以加強在

刑事司法程序中保護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包括提供內部培訓予刑事檢控科檢控人員，

提醒所有律師、法庭檢控主任及外判律師關於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案件的注意事項，以

及指派政策協調人員負責協調易受傷害人證人案件，並與不同持份者保持聯繫。 

 

同時律政司亦提出「傳聞證據」法律改革的迫切性(立法會 CB(4)718/16-17(07)號文件)，

將會提出《草案諮詢稿》。但律政司認為為兒童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安排錄影紀錄

證據，以及讓他們在「審前聽證會」中接受盤問並豁免出庭，涉及重大法律修改，故暫

時不會考慮。 

 

意見及建議 

1. 協會同意盡快對《證據條例草案》進行修訂，以令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

錄影證供有機會以傳聞證供形式呈堂。 

2. 法庭應該切實執行實務指示中關於盤問方式的審前指示，以及落實《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第 79E 條的審前和提訊前的盤問。在我們的經驗中，並非所有法官都具備性

別敏感度去理解受害人的處境和心理狀況，法官亦需接受相關的培訓以便更好地對

控辯雙方律師作出指示，以至進行審前和提訊前的盤問。 

3. 在是次會議前一星期，英格蘭的試行計劃已經完成檢討，並公布將於本年 9 月開始

落新措施，即在陪審團席前提出錄影紀錄主問證據及盤問，而「不需要證人出席」

法庭提供證據。即使律政司認為現階段因涉及重大法律修改，故不能立即推行與英

格蘭相類似的措施，但是協會認為政府亦應繼續就此議題諮詢不同的持份者，令各

持份者的論點能公開討論，同開展相關的研究，在恰當的時機進行法律改革。 

 

 

聯絡人：蔡雪華（倡議幹事） 

電 話：2625 4016 

電 郵：swchoi@rainlily.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