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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298/05-06(11)號文件 
 

「護苗基金」 
 

「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的服務和支援」意見書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2005年 11月 14日 
 
防止兒童性侵犯的特殊困難 
 
! 孩子不懂得性侵犯是什麼。被侵犯時只感到茫然和害怕，但過後就陷入驚恐、委屈、羞恥

和無助。他們不敢說出來，只能發脾氣、行為反常，來宣洩心中的痛苦。 
 
! “性” 是禁忌的話題，受害人越是不敢說，被侵犯的次數就越多，而時間越長，造成之傷害
及影響亦越大。 

 
! 受害人如非被虐打，又不敢告發，會增加揭發性侵犯案件的困難，更不能對受害人及時施

以援手。 
 
! 涉及暴力的性侵犯，殺傷力固然大，但不用拳頭、榔頭的性侵犯，也會重創受害人的心理

健康，若不及時治療，會毀其一生。 
 
! 被陌生人性侵犯，受害人或肯向警方舉報；但若被親人或朋輩侵犯，總有所顧忌，不敢報
警。根據「護苗基金」「護苗線」的統計顯示：多數侵犯者是親生父親、後父、兄長和朋

輩。不願報警的求助人會向非政府機構求助。 
 
 
服務和支援 
 
自 1996年，香港政府採用了一套新的「處理兒童性侵犯個案程序指引」(此程序加入於刑事訴
訟條例(第 221章)和證據條例 (第 8章)中所頒佈的新的法律條文)，對受害人的服務和支援有了
改善。但有待進一步改善的有以下幾點： 
 
 
 問題 

 
建議 目的 

1. 公衆對兒童性侵犯(CSA)的忌
諱與無知，令受害人怕被人看

不起、被人責備、被人駡他說

謊，因而啞忍，不敢說出來。

即使提足了勇氣告訴父母，有

些父母也不知該怎麼處理。 
 
 

加强持續性的 CSA宣傳，令
市民知道 :  
♦ CSA的錯不在受害人，而

在侵犯者 
♦ CSA對受害人的傷害多大
♦ 有需要時的求助方法 

♦ 減少市民對 CSA的
誤解 

♦ 舉報的個案增多 
♦ 受害人及其家人知道
如何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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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建議 目的 

 
2. 社會福利署(SWD) 社工接手的
個案很多，往往不能及時跟

進，令受害人及其家人感到無

助和無奈。尤其是向警方落口

供後，社工或警方沒告訴受害

人跟着下來的程序，令受害人

在不知進展如何的情况之下等

很久。 

 

♦ 增加資深社工處理 CSA
個案 

♦ 增强部門之間 (SWD和警
方) 的溝通 

♦ 幫受害人及其家人在
不幸的過程中，減少

不必要的壓力和焦慮

3. 受害人到警署報案時，有些警
員未必受過處理 CSA的訓
練，因此未能全面協助受害

人，減輕他和家人的心理壓

力。 

 

♦ 向全部前綫工作者提供定
期 CSA培訓 (處理 CSA
個案及落口供警員、SWD
社工、學校社工和老師) 

♦ 可避免令受害人經歷
一而再再而三的創傷

♦ 可令受害人一見到警
員便心裡踏實 

 

4. 受害人(尤其是兒童) 極需要家

人的支持，方能熬過被性侵犯

的打擊。但目前政府提供的服

務只着重受害人本人，忽略了

家人所承受的心理壓力，以致

家人都因情緒受困擾而不能擔

任“支持者＂的角色，來幫受

害人康復。 

 

♦ 為家人也提供輔導，並教
導他們如何幫助、支持受

害人；如何鼓勵受害人舉

報侵犯者 
 

♦ 可縮短受害人的康復
期 

♦ 可令受害人有勇氣站
出來舉報侵犯者 

 

5. 受害人排期見 SWD臨床心理
學家的時間很長 (等壹至兩個

月)。 

♦ 增加臨床心理學家人數 ♦ 可縮短受害人及其家
人心理上的痛苦 

♦ 可避免受害人的創傷
惡化 

 

6. 性侵犯者重犯率很高，即使有
案底，因為沒人知道，他依舊

可以潛伏在學校及其他兒童學

習機構，這些機構為保住聲

譽，即使有兒童被他侵犯，也

不會報警，頂多把侵犯者辭

掉。於是侵犯者又到別處去繼

續侵犯孩子。 

 

♦ 警方設立一個兒童性罪犯
名單。當學校或任何為兒

童而設的法定機構聘請職

員時，可把應徵者的資料

交予警方，警方核對「名

單」之後，則通知有關機

構應徵者是否性罪犯 

♦ 為侵犯者提供輔導服務，
令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 對性罪犯有阻嚇作用 

♦ 能確保兒童的學習環
境安全 

♦ 兒童性侵犯個案將會
減少 

 
附件：「護苗基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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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苗基金」簡介 

 

「護苗基金」的成立及理念 
! 本會於 1998年成立，旨在保護兒童免於遭受性侵犯 
! 與政府各部門及其他團體合作推動保護兒童的工作 
! 以兒童權益為本，令兒童在無性侵犯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 協助政府檢討和改善保護兒童的法例及政策 
 
 

「護苗基金」的工作 
服務工作從四方面着手：(一)預防  (二)支援  (三)公眾教育  (四) 研究 

 

 

(一) 預防 

1. 護苗教育課程 

初小「護苗教育巡迴車」課程 

! 由 2001年 10月開始，第一輛「護苗教育巡迴車」到訪各區小學 

! 課程透過遊戲、布偶短劇及多媒體運用，讓 7-8 歲小朋友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如何保護自

己、如何防止性侵犯 

! 至 2005年 10月，此課程已巡訪過 323間學校及 77 間兒童/青少年中心，進行了 2,550節

課程，接觸了 79,956名小二、小三學生 

 

高小「護苗教育巡迴車」課程 

! 由 2004年 9月，第二輛「護苗教育巡迴車」開始到訪各區小學 

! 透過多元化及啟發性遊戲、皮影戲、動畫、機動遊戲及多媒體的運用，讓開始踏入青春期的
10-12歲孩子，學習建立正確的性觀念，加強對預防性侵犯的認識 

! 至 2005年 10月，此課程巡訪過 100間小學，進行了 622節課程，接觸了 20,327名小五、

小六學生 

 

「初中護苗性教育」課程 

! 學生被朋輩性侵犯的情況，愈高年級愈顯嚴重，此性教育課程專為中學生設計 

! 讓青春期的孩子，學習兩性相處技巧、以正確的態度對待性、尊重他人的身體及保護自己免
於遭受性侵犯 

! 運用多媒體電腦遊戲、動畫、角色扮演及由專業人士設計之道具，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 至 2005年 10月，已有 24間學校，5,747名學生參與過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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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教育 

預防孩子免於遭受性侵犯的工作，必須由家長做起 

! 2002年 10月起，「護苗基金」在星島日報家長版設立「護苗信箱」 

! 2005年與香港電台電視部聯合製作《性本善‧家長系列》電視教育節目 

 

(二) 支援 

1.「護苗線」 

! 「護苗線」是兒童／青少年性侵犯的熱線，從 2000年 1月至 2005年 10月底，已接聽超過

4,866個求助電話 

! 社工除了細心聆聽，給予求助者支持和關懷；令他們情緒得以紓緩之外，還安排輔導及適當
的轉介 

! 「護苗線」接獲的 4,866個來電中，有 813個是懷疑兒童性侵犯個案。其他來電包括兒童性

侵犯資料的查詢(共 863個)、兒童及青少年的性疑問(共 386個)及性侵犯生還者個案(共 275

個) 

 

2. 輔導服務 

! 2000年 11月起，由 3位外判的資深心理輔導專家提供輔導服務予受害兒童及其家人 

! 共提供了 597節輔導給 100位懷疑侵犯者、受害兒童及其家人 

 

(三) 公眾教育 

每年「護苗基金」透過不同媒體 ─ 文字媒介、電子傳媒、講座、工作坊，嘉年華會及宣傳單張 

─ 推廣「護苗」訊息，提高市民對保護兒童的意識及關注；令市民了解性侵犯對兒童傷害的嚴

重性。 

! 1999年於明報及東方日報撰寫專欄 

! 2003 年至今，在節日假期 ─ 母親節、暑假、中秋節、國慶、聖誕前夕、農曆新年、情人

節 ─ 在電台宣揚「護苗」訊息 

! 2005年，在太陽報刊登「護苗天地」 

 

(四) 研究  

自 1999年至今，「護苗基金」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心理學系鄧素琴教授進行 7個問卷調查及研究： 

1. 「探討香港兒童性侵犯問題」研究 1999年 

2. 「公眾對兒童性侵犯的認識」問卷調查 2002年 

3. 「青少年及兒童朋輩間性侵犯」問卷調查 2004年 

4. 初小「護苗教育巡迴車課程檢討」研究 2004年 

5. 高小「護苗教育巡迴車課程檢討」研究 (進行中) 

6. 「初中護苗性教育課程檢討」研究 (進行中) 

7. 「護苗輔導服務檢討」研究 (進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