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處理家庭暴力的政策  

 

引言  

 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目前處理家庭暴力的政策。  

 

家庭暴力的性質  

2.  家庭暴力是涉及多方面的問題。在不同形式的家庭暴力中，

以虐待配偶、兒童和長者較為常見。發生家庭暴力的因素錯綜複

雜。研究發現施虐者之間都有一些共通的誘因，例如自信偏低、

缺乏同理心、酗酒或染有毒癮、年幼時曾被虐待和疏忽照顧、在

社會受到孤立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的防禦因素，有助防

止家庭暴力發生，包括教育、應付壓力的能力、家庭凝聚力和適

應力、社區支援和強大的社會網絡等。這些誘因和防禦因素並非

單獨運作，而是會受一些突發潛在因素影響（例如家庭問題或壓

力等），可能會有助提升個人應變能力，又或者會演變為付諸暴

力的惡性循環。  

 

3 .  上 述 誘 因 和 防 禦 因 素 涉 及 個 人 以 至 社 會 層 面 ， 性 質不一而

足，加上這些因素互相影響可造成不同結果，在在說明家庭暴力

問題相當複雜，並沒有簡單直接的萬全之策，可以作為預防或補

救方法。家庭暴力涉及多個範疇，社會和各界必須通力合作，採

用多管齊下的措施，方可解決這個問題。  

 

政策目標  

4.  政府絶不容忍家庭暴力。基於對家庭暴力的性質的理解，我

們的政策目標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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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致力預防家庭暴力  

我 們相信應該由問題的根源處理家庭暴力。正如上述第二段

所解釋，家庭暴力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現象，其根本原因

涉及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因素互相影響。因此，我們致力加強

防禦因素 (如教育及社區支援等 )以及減低誘因 (如缺乏同情心

及在社會受到孤立等 )的出現，以盡可能減少家庭暴力。我們

也推行公眾教育活動，以教育社會 (尤其是高危人士 )，譴責

家庭暴力，並在有需要時盡早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b )  確保家庭暴力受害人的安全及提供支援  

重點是就家庭暴力作出即時反應。我們的原則是以受害人及

其孩子的安全為先。我們提供一系列的服務及支援以確保他

們的安全，並提供所需支援，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減輕由暴

力所帶來的創傷及開展新生活。這些服務及支援包括危機介

入、庇護中心、輔導／臨床心理治療、醫療服務及房屋援

助。法律措施 (例如強制令 )也為受害人提供進一步的保護。  

 

(c )  停止施虐者的家庭暴力行為  

現時有不同的服務幫助施虐者停止他們的暴力行為，例如輔

導、小組活動及臨床心理治療服務等。同時，法律也對涉及

毆打或其他刑事罪行的家庭暴力施虐者作出懲處，以阻嚇他

們，停止再次施虐。  

  

措施  

三管齊下的策略  

5 .  為 達致上述政策目標，政府採取了三管齊下的策略，以處理

家庭暴力問題：  

(a)  預防措施 (如宣傳、社區教育及強化社會資本 )；   

(b )  支 援 服務 (如 家庭服務、房屋援助、經濟援助及幼兒照顧服

務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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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專門服務和危機介入 (如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家庭危機支

援中心及婦女庇護中心等 )。  

有 關 詳情載於我們提交福利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第 CB(2)145 /04 -

05 (05 )號文件 ]。  

 

法例  

6 .  《家庭暴力條例》 (第 189 章 )對已婚人士或同居者及其子女

提供保護，使其免受家庭暴 力侵害。根據《刑事罪行條例》 (第

200 章 )及《侵害人身罪條例》 (第 212 章 )，涉及毆打或其他刑事

罪行的家庭暴力個案，違法者可被刑事檢控。此外，還有其他法

例保護兒童免被疏忽照顧和遺棄。  

 

資料系統和研究支援  

7.  我 們 設 立 了 中央資 料系 統 監 察 家 庭暴 力 個 案 舉 報數字的趨

勢。這些系統包括已加強的虐待配偶個案及性暴力個案中央資料

系統、保護兒童資料系統和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8 .  當 局不時進行有關家庭暴力的研究和調查。例如我們已委託

香港大學進行研究，分析的項目包括本港虐待兒童及配偶問題的

普遍程度，以及有效的預防及介入方法的要素。研究的第一部分

預期會在未來數月完成；而第二部分則涉及制訂風險評估工具，

以及為前線人員提供培訓，預計會在二零零五年之內完成。  

 

組織架構  

跨部門及跨界別層面  

9.  政府明白協調不同部門、專業人士和非政府機構在防止和處

理家庭暴力問題的工作的重要，因而設立了行之有效的機制，確

保能促進各方面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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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當 局於二零零一年成立了關注暴力工作小組，是一個跨專業

的委員會，專責為有關方面提供高層次的協調，以處理家庭和性

暴力問題。工作小組其中一項職責，是制訂處理問題的策略和方

法，範圍涵蓋預防、服務提供以至跨界別協作等。工作小組由社

會福利署署長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有關的決策局、部門和非政府

機構的代表。此外，當局也成立了類似的委員會 /工作小組，結合

各方力量處理虐待兒童、虐待長者和宣傳活動的事宜。這四個委

員會 /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載於附件甲至附件丁以供參

考。  

 

11 .  負 責 規 劃 和 執 行對 抗 家 庭 暴 力政策的主要決策局和部門包

括︰  

(a )  衞 生 福利及食物局  —  負 責制訂並檢討與家庭暴 力有關的

政策和法例，並諮詢有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意見。  

(b)  社 會 福利署  —  負 責處理家庭暴 力的主要部門，工作包括

提供專業危機介入、支援服務及通過公眾教育防患未然等。  

(c )  香 港 警務處  —  負 責執法。具體的工作包括保護家庭暴 力

的受害人及其子女免受襲擊；防止受影響人士再受暴 力襲

擊；對疑犯採取堅定和積極行動，並調查任何可能已經干犯

了的罪行；以及轉介受害人及╱或疑犯往適當的政府部門或

其他非政府機構尋求協助。  

(d)  法律援助署  —  為 符合申請資格的家庭暴 力受害人提供法

律援助，目的是確保沒有人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尋求法律公

義。  

(e )  房 屋 署  —  在 適當的情況下，為家庭暴 力受害人提供房屋

援助。  

(f )  醫院管理局  —  為家庭暴力受害人提供醫療服務。  

(g)  民 政 事務總署  —  建立及維持一個整體的社區支緩網絡，

以倡導及鼓勵社區人士互助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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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層面  

12 .  我 們已設立由地區福利專員領導的地區協調機制，以促進地

區層面的跨界別和跨專業協調和合作。我們設立了十三個家庭及

兒童福利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部門及區內非政府

機構的代表、社區領袖等。這些地區委員會協調地區的家庭及兒

童福利服務，包括與家庭暴 力問題 (特別是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 )

有關的服務，以切合各區的具體需要。至於虐待老人的事宜，則

由長者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處理。為加強地區層面的跨專業合作

以處理有關家庭暴力個案事宜，目前正計劃由社署地區福利辦事

處召集地區聯絡小組，成員包括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警方及其他有關機構的代表。  

 

新措施  

13 .  我 們致力加強對家庭暴力受害人的支援。我們會於二零零五

年一月二十日向福利事務委員會簡報本局的施政綱領下的新措

施。  

 

未來路向  

14 .  我 們 會 不時 檢 討 政 策 和 措 施 ， 確 保 切合 社 會不 斷轉變的需

要。我們會研究各項建議 (如 檢討《家庭暴 力條例》中家庭暴 力

的適用範圍及對施虐者進行強制性輔導等 )的 可行性及成效，並

在過程中諮詢有關團體。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社會福利署  

二零零五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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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關注暴力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 

1. 探討本港的暴力問題，重點在虐待配偶及性暴力問題； 

2. 擬訂處理問題的策略及方法，包括預防、公眾教育、宣傳及服務

提供； 

3. 研究現行的程序及指引，並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議； 

4. 加強有關處理及打擊問題的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及專業人士的

協調和合作； 

5. 統籌有關的統計及促進有關的研究；及 

6. 若有需要，成立專責小組或附屬小組研究特別事宜。 

 

成員 

社會福利署署長(主席 ) 

教育統籌局代表 

衛生福利及食物局代表 

保安局代表 

衛生署代表 

律政師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代表 

香港警務處代表 

醫院管理局代表 

房屋署代表 

政府新聞處代表 

法律援助署代表 

社會福利署代表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代表 

香港明愛代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代表 

和諧之家代表 

群福婦女權益會代表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代表 

保良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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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因應目前社會的情況，探討本港的虐待兒童問題；  

2.  擬 訂打擊虐待兒童問題的策略，包括預防、公眾教育及社區

參與方面；  

3.  探討促進多專業合作的途徑；  

4.  擬訂新方針處理虐待兒童個案；  

5.  促進和協調有關虐待兒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及  

6.  監察建議的推行。  

 

成員 

社會福利署署長(主席 ) 

教育統籌局代表 

衛生福利及食物局代表 

衛生署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代表 

香港警務處代表 

醫院管理局代表 

政府新聞處代表 

社會福利署代表 

防止虐待兒童會代表 

護苗基金代表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代表 

香港家庭福利會代表 

香港心理學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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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丙 

 

虐老問題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  

1. 探討香港虐老的情況； 

2. 建議處理虐老問題的策略、方法和工作計劃；及 

3. 擬訂推行有關計劃的架構。  

 

成員 

社會福利署助理署長(主席)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代表 

衞生署代表 

香港警務處代表 

醫院管理局代表 

法律援助署代表 

社會福利署代表 

安老事務委員會代表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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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丁 

 

凝聚家庭齊抗暴力宣傳運動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  

1. 就凝聚家庭齊抗暴力宣傳運動擬訂策略及措施；及 

2.  監察宣傳運動的推行及工作進展。  

 

成員 

社會福利署助理署長(主席) 

政府新聞處代表 

社會福利署代表 

防止虐待兒童會代表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代表 

香港明愛代表 

和諧之家代表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代表 

香港家庭福利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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