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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盟對《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的意見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十六條表示「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

當的立法、行政、社會、教育和其他措施，保護殘疾人在家庭內外免遭

一切形式的剝削、暴力和凌虐，包括基於性別的剝削、暴力和凌虐。」；

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曾表達「對智殘婦女和女童遭到性暴力的事

件感到關切」。故香港復康聯盟(下稱康盟)歡迎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性罪

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進行檢討及

建議，並大致認同文件中的建議，這有助擴大對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

康盟對諮詢文件提出以下的意見： 
 
1 康盟基本上同意文件中的建議 23 至 38，但對部分內容尚有保留： 

1.1 尊重精神缺損人士的性自主權 
現行有關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條例包括《男子與精神上無

行為能力的人作出肛交》、《男子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女子性交》

等，只要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發生涉及性的行為，即屬犯法；

並沒有考慮精神缺損人士的意願及性自主權。 
康盟認為精神缺損人士與其他人士一樣有性需要，其性自主權亦

應被尊重，故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條例必須於保障免受侵

犯及尊重性自主之間取得平衡。 
康盟同意以精神缺損人士是否沒有行為能力就涉及性的行為給

予同意及針對是否使用特定手段取得其同意等元素取代絕對禁

止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行為。 
 

1.2 消除性別定型的條例 
部分現行有關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條例，如《男子與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作出肛交》、《男子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女子

性交》均指明性別，存在性別定型，亦不合乎提倡性別主流化的

社會趨勢。故康盟同意於新條例中避免刻意指明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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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取代「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定義過於複雜、艱澀、且不合時宜。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需要符合兩個部分：1)屬《精神健康

條例》所界定的精神紊亂的人或弱智人士；及 2)該人沒有能力獨

立生活或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受他人嚴重利用，或將在到達應獨

立生活或保護自己免受他人嚴重利用的年齡時沒有能力如此行

事。這個定義忽略了非嚴重至沒有行為能力給予同意的精神病康

復者及智障人士，以致他們缺乏法律保障。 
但諮詢文件中未有提及使用甚麼詞語來描述精神缺損人士，並表

示留待法律草擬人員決定。康盟建議就用詞諮詢包括殘疾人士及

殘疾人士組織在內的持份者，以適合及容易接受的措詞來描述精

神缺損人士。 
 

1.4 免受照顧者性剝削 
去年殘疾人士院舍智障女院友涉嫌被性侵事件（康橋事件）引起

公眾的關注，法例必須加強對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特別是從照

顧關係引致的性剝削。故康盟同意建議 27 至 31 加強對精神缺損

人士的保障，並訂定照顧關係的定義。在指明院所，不論是僱員

還是義工均受法例涵蓋；但指明院所的涵義應在訂立新法例時由

政府當局決定。 
康盟認為指明院所的涵義實際上決定了保障範圍，雖然諮詢文件

未必能夠仔細地處理、詳細羅列各類指明院所。但康盟希望性罪

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可以就此提供大方向，而指明院所的涵義必須

盡可能包括所有牽涉精神缺損人士照顧關係的各類院所（包括公

營、私營、自負盈虧等），以擴大保障範圍。 
另一方面，有關法例必須訂定例外情況，以平衡免受侵犯及尊

重性自主。故康盟同意建議32的例外情況：1)精神缺損人士與

照 顧他或她的人已有婚姻關係及2)在照顧關係開始之前兩人

之間 已有合法的性關係。但康盟強調以上例外情況必須基於

「雙方同意」。 
 
 
 



2 全面檢討現時司法程序 
法例固然重要，但整個司法程序對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亦十分重要。

律政司曾於1994年訂定17項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出庭措施，

以減輕精神缺損人士在刑事審訊中作供時可能受到的創傷。事隔22年
多，有關措施是否足以保障精神缺損人士？康盟認為並不足夠，並認

為精神缺損人士在整個司法程序需要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就如康橋事

件，受害人為智障人士，加上事件後患上創傷後壓力症，以致未能出

庭作證；最終，律政司撤銷起訴。司法機構必須從以上事件汲取教訓，

以檢討精神缺損人士在整個司法程序下的保障。事件被廣泛報導後，

不少團體及個別人士提出不同建議，如「豁免精神缺損人士出庭」、

「傳聞證據」等。司法機構必須謹慎考慮以上建議，完善司法程序，

避免精神缺損的受害人成為不法之徒的侵犯對象及於司法程序中受

到二次傷害。 
 

3 提升執法人員及司法人員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及敏感度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殘疾人權利公約》

提交的首份報告的結論意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分）亦曾建議

「就如何處理暴力侵害殘疾婦女和女童問題對執法人員展開培訓」。

事實上，「沙田美林邨老翁命案」亦揭示前線執法人員對精神缺損人

士的認識及敏感度不足。即使法例有多完善，但支援措施不足，亦令

殘疾人士難以得到公平的對待。故有需要提升前線執法人員及司法人

員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及敏感度，及早辨別精神缺損人士，提供足夠、

到位的支援，令精神缺損人士得到公平的司法對待。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852 2337 0826與康盟高級計劃幹事劉國霖

先生聯絡。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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