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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佳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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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孫淑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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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吳偉明先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事工部自強同學會  
 
社會工作幹事  
黃建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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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郭燕妮女士  
 
鄧曉婷小姐  
 
新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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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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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4 
徐偉誠先生  
 
 

列席職員  ：  議會秘書 (2)4 
鍾傲倫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2)4 
許賽芳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

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及相關支援措施  
[ 立 法 會 CB(2)1318/16-17(03) 至 (04) 、
CB(2)1364/16-17(01)及 CB(2)1540/16-17(01)號
文件 ] 

 
 應主席邀請，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福利 )1("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向委員簡介
政府在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期間就落實法律
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的

擬議法例 ("擬議法例 ")及相關支援措施進行公眾
諮詢的結果，以及現時的進展。  
 
2.  主席邀請團體 /個別人士陳述意見。共有

17 個團體 /個別人士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綜述於

附錄。  
 
政府當局就團體的意見作出回應  
 
3.  署理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
福利 )("署理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表示，為
推廣父母在離婚後仍須繼續承擔對子女的責任

這個概念，社會福利署 ("社署 ")已加強支援措施及
公眾教育，為分居 /離異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務。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亦有提供及加強

服務，支援分居 /離異/正辦理離婚的家庭。此外，

社署特別為分居 /離異父母設計了一項心理教育

活動，向他們灌輸持續父母責任的觀念。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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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署理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又表示，為
協助安排子女與非同住的父或母接觸，社署於
2016年 9月推出為期兩年的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以加強探視服務。社署會檢討先導
計劃，以期更好地照顧分居 /離異 /正辦理離婚的
父母及其子女的需要。社署會蒐集持份者對先導
計劃的意見及評估其成效，以訂定未來路向。  
 
5.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2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2")表示，政府當局
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透過立法及行政措施改善贍養
費制度，並加強宣傳及教育工作。鑒於現時有關
贍養費的資料及統計數字相當有限，加上相關事宜
有若干新發展，政府當局會透過家庭議會委託顧問
進行研究，探討各項與離婚有關的事宜，包括參照
海外做法，研究在本港收取贍養費及執行贍養費
令。政府當局研究未來路向時會考慮有關的研究結
果。  
 
討論  
 
成立贍養費局  
 
6.  主席及郭家麒議員認為沒有需要就贍養費
進行任何研究，他們不滿政府當局在設立贍養費局
方面進度緩慢。副主席表示，很多未獲支付贍養費
的贍養費受款人在追討被拖欠的贍養費方面有
困難。他認為社會人士要求設立贍養費局已有
多年，加上單親家庭有較高的貧窮風險，他促請
政府當局從速回應此項要求。副主席、郭議員及
容海恩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完成有關收取
贍養費的研究及成立贍養費局訂立時間表。何君堯
議員認為沒有需要成立贍養費局，以取代追討被
拖欠的贍養費的現行機制。  
 
7.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2 重申，一如
上文第五段解釋，當局有需要進行擬議研究。她
表示，政府當局希望可於 2017 年內就該研究進行
招標，以期於 2018 年年初展開研究。顧問會透過以
實證為本的研究進行意見調查、面談訪問及 /或聚
焦小組討論，蒐集持份者的意見。預計該研究可於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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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中完成。政府當局會於準備就緒時向立法
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的研究結果。  
 
8.  張超雄議員表示，福利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
員會 ")在 2017 年 5 月 8 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當局成立贍養費局及加強為離異家庭

提供的支援服務。他不滿政府當局拒絕回應事務

委員會及團體提出的此等要求。張議員支持 "父母
責任模式 "("該模式 ")的概念及子女的最佳利益應
主導所有關乎子女的法律程序的原則，但認為政府

當局在推行擬議法例後無法保障離異家庭子女的

利益。舉例而言，部分離異父母拒絕支付贍養費給

其前配偶，有些離異父母則在共同作出關乎其子女

的重大決定的過程中有所爭議。他詢問有何機制

評估離異家庭所面對的家庭暴力風險。就此，他

要求當局提供下述資料：(a)無法收取贍養費及選擇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贍養費受款人
數目；及 (b)曾發生家庭暴力的離異家庭數目。署理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表示，政府當局備存了
有關申領綜援原因 (例如單親撫養子女 )的資料，但
沒 有 關 於 曾 發 生 家 庭 暴 力 的 離 異 家 庭 數 目 的

資料。張議員及郭偉强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備存

有關離異家庭情況的最新資料。他們深切關注到，

擬議法例若落實推行，政府當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

以解決有關贍養費的問題。  
 
加強對離異家庭的支援服務  
 
9.  郭家麒議員贊同團體的意見，認為政府

當 局 應 為 離 異 家 庭 採 取 額 外 措 施 及 提 供 多 些

資源，例如在全港 18 區為離異家庭設立一站式服務
中心及更多子女探視中心。鑒於對離異家庭的支援

服務不足，擬議法例或會令有關贍養費及家庭暴力

的問題惡化。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為離異家庭提供

所需的支援服務。  
 
10.  容海恩議員支持該模式，但關注到推行該

模式對曾發生家庭暴力的離異家庭的影響。鑒於

目前對離異家庭的支援服務不足，她認為擬議法例

不應在現階段推行。與其僅在先導計劃下提供子女

探視中心服務，政府當局應考慮為離異家庭設立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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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務中心，以提供專門及可持續的服務。她

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把先導計劃恆常化。  
 
11.  潘兆平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搜集所得的
意見當中，有部分要求當局在推行擬議法例前提供
額外支援措施及資源，他表示已於 2017年 6月 27日
隨 事 務 委 員 會 探 訪 先 導 計 劃 下 一 間 子 女 探 視
中心，以了解其運作。他建議政府當局盡快把先導
計劃恆常化。潘議員察悉，擬議法例可於 2018 年
年初提交立法會，以及社署會繼續探究可行方法以
加強支援措施；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任何具體計
劃，以提供更多配套支援服務配合擬議法例的推
行，以及為此等服務撥出的人力資源。  
 
12.  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 及署理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重申，一如上文第四段解釋，政府
當局會就先導計劃進行全面檢討，以訂定未來
路向。政府當局會留意先導計劃的推行情況，不論
擬議法例推行與否，亦會繼續加強為分居 /離異 /正
辦理離婚的家庭提供支援服務。政府當局會研究
有關提供更多配套支援服務的建議，以配合擬議
法例的推行。主席詢問檢討先導計劃的進度，署理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時表示，社署就
先 導 計 劃 的 進 度 與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保 持 密 切
聯絡，檢討工作會於先導計劃結束前完成。  
 
(為了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主席於上午 11 時 30 分
將會議由指定結束時間延長 15 分鐘。 ) 
 
13.  郭偉强議員深切關注到，自 2015 年進行
公眾諮詢以來，政府當局在為離異家庭提供足夠
支援服務方面進度緩慢。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在
加強該等支援服務時回應委員和團體提出的意見
和建議。郭議員呼籲政府當局撥出足夠資源予子女
探視中心，以便中心可在先導計劃檢討完成前繼續
提供服務。署理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時
補充，當局會於 2018 年年中訂定先導計劃的未來
路向。副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提早訂定先導計劃
下子女探視中心的未來路向。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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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
書》建議的擬議法例的未來路向  
 
14.  主席詢問擬議法例的未來路向，首席助理
秘書長 (福利 )1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正仔細考慮
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以研究未來路向。  
 
15.  何君堯議員察悉，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
會 ")於 1995 年獲邀研究有關子女監護權及管養權
的法律及就有關法律建議適當的更改。他關注到政

府當局在推行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

權報告書》的建議方面進度緩慢。鑒於公眾在擬議

法例的公眾諮詢期間所表達的意見分歧，他建議政

府當局研究擬議法例的未來路向，並於有需要時再

向法改會匯報。  
 
 
II. 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 時 42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附錄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0 月 4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舉行的特別會議  
 

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的  
擬議法例及相關支援措施  

 
團體 /個別人士發表的意見和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  

1.  港島單親互助社  [立法會 CB(2)2142/16-17(01)號文件 ] 
 

2.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立法會 CB(2)2151/16-17(01)號文件 ] 

3.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立法會 CB(2)65/17-18(01)號文件 ] 

4.  離婚支援關注組  [立法會 CB(2)65/17-18(01)號文件 ] 
 

5.  贍養費關注組   在政府當局為離異家庭提供足夠的
支援措施及資源前，反對落實法律
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
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 ("擬議法例
")。  

 鑒於贍養費制度的改善措施未能
協助收取贍養費，政府當局應訂立
具體計劃，進一步改善該制度，例如
設立贍養費局。  

 關注到贍養費被當作入息計算，而
贍養費受款人獲發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金額會相應地被扣減。  
 

6.  婦女求助熱線   反對擬議法例，因其未能保障離異
家庭中弱勢父母的利益。  

 參照新加坡的做法，政府當局應為
離 異 家 庭 設 立 5 間 一 站 式 服 務
中心，以提供足夠的支援服務。  
 

7.  婦女法律支援服務   鑒於對離異家庭的支援服務不足，
若離異父母須就贍養費及探視事宜
與前配偶見面，或會引起更多衝突。 

 在以立法措施推行 "父母責任模式 " 
("該模式 ")前，政府當局應考慮為
離異家庭設立一站式服務中心。  

 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訂立時間表，以
回應有關贍養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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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  

8.  香港律師會   支持以立法措施推行該模式。擬議
法例可回應公眾對子女管養權及
探視權的關注。  

 不論擬議法例推行會否，政府當局
應 為 離 異 家 庭 提 供 足 夠 的 支 援
服務。  

 鑒於本港的贍養費制度有新發展，
政府當局應盡快解決有關贍養費的
問題。  
 

9.  同根社   反對擬議法例，即使當局提供額外
的支援措施及資源。  

 由 於 很 多 離 異 家 庭 曾 發 生 家 庭
暴力，推行擬議法例並不可行。  

 政府當局應以現正檢討有關該模式
的法例的海外國家為借鑒。  

 
10.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支持子女的最佳利益應主導所有

關乎子女的法律程序的原則。  
 在以立法措施推行該模式前，政府
當局應考慮採取措施加強對離異
家庭的支援，例如為離異家庭設立
更多子女探視中心及一站式服務
中心，以及調派調解員到各間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11. 香港家庭福利會  
 

[立法會 CB(2)2167/16-17(01)號文件 ] 

12. 香 港 社 會 工 作 者 總 工 會
綜合家庭服務關注組  

 

[立法會 CB(2)2142/16-17(02)號文件 ] 

1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
事工部自強同學會  

 

[立法會 CB(2)2142/16-17(03)號文件 ] 

14. 關注家庭暴力受害人法權
會  

 

[立法會 CB(2)2167/16-17(03)號文件 ] 

15. 鄧曉婷小姐   反對擬議法例。  
 在訂有類似法例的國家，共享親職
會對有關各方造成滋擾及不便，
因為有關須徵得對方同意及通知
對方等新要求，可能會被懷有敵意
的父或母用來阻撓其前配偶。  

 關注到擬議法例或會帶來更多訴訟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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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  
16. 新民黨  

 
[立法會 CB(2)48/17-18(01)號文件 ] 

17. Puja KAPAI 女士  
 

[立法會 CB(2)2167/16-17(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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