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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395/05-06(02)號文件 
 

性暴力受害人服務與支援得來不易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11/11/2005 
 
各位議員、各位關心性暴力問題及受害人處境的朋友： 
 
 今日，我們要重演 5 年前 (2000 年)立法會的一場辯論，討論為性暴力受害

人提供的服務，對此，我感到很遺憾和憤慨。相比起 5 年前，今天雖然加入了

民間團體的討論，但很可惜，討論的議題仍然是政府應該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怎

樣的服務及支援，在這一點上，我們比起 5 年前仍沒有進展。 
 
 在 2000 年，由羅致光議員推動，涂謹申議員提出動議辯論，為性暴力受害

人提供支援服務。當日有 10 立法會議員發言表達對動議的支持及建議要如何支

援受害人。。 
 
當時，社會上已經有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工作、醫療服務、臨床心理服

務、經濟援助、住宿安排及法律支援等服務；不過，社會各方都認同，要避免受

害人於不同服務機構之間奔波及重覆講述受害經過的情況，而且應該更進一步，

全面關懷受害者的處境，因此，我們有需要為受害人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

急支援服務。當日涂謹申提出的的動議是獲全體議員一致通過，支持為性暴力受

害人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 
 
 在 2000 年 4月 12日那一日，在立法會投票支持，政府亦作出有力的承擔，

在動議通過後，政府部門亦立即便展開跨部門會議，與非政府機構的同工的合作

亦開始，共同努力實現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

期間，我們雖然遇到不少「不協調」或者「難協調的時候」，但最終都取得令人

欣慰的進展。 
 
 在 2000 年 12月，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的資助，設

立了「風雨蘭」危機中心，服務婦女性暴力受害人。在 2001 年 8月，我們得到
廣華醫院的合作支持，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醫療服務：在 2002 年 4月，廣華醫
院的借用給「風雨蘭」的會址正式使用，令「風雨蘭」與醫院的合作更加緊密；

「風雨蘭」危機中心同時亦得到當時的特首競選基金捐助及法醫科同工的協助下

設置了法醫檢查及醫療室，為一站式服務作更好準備。2002 年 7月，社會福利

署轄下的關注暴力工作小組向醫院、警方、社會福利署單位及非政府社會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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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發出「處理性暴力個案程序指引」，標誌著「風雨蘭」的一站式服務正式啟動。 
2004 年地鐵公司免費提供風雨蘭廣告位置，風雨蘭的宣傳燈箱在地鐵月台

亮起，社署製作鼓勵受害人求助的宣傳短片及巴士小巴宣傳廣告，使到風雨蘭的

求助熱線號碼訊息在電視上，在馬路上，在市民的生活中流傳。 
 
今日，「風雨蘭」與廣華醫院及其他醫院的急症室合作無間；油麻地警區已

設立專門的調查組，處理由「風雨蘭」轉介的個案；每個月，「風雨蘭」都收到

由社會福利署及其他社會服務機構﹑醫院及警方轉介的個案，並且互相支援合

作，務求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最適切的服務。我相信隨便問任何一位需要與性暴

力受害人接觸的專業同工，他／她都會告訴大家，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危機中心，

是多麼的不同。任何一位與「風雨蘭」有接觸的受害人，也能告訴大家，如果沒

有了這個專門的危機中心，我們會是多麼的不同。 
 
這一切，都得來不易。這裏面包含的，是不同專業、不同部門、不同機構的

同工的心血，是大家願意以開放和真誠的態度討論磋商的成果，亦是政府與民間

社會合作的成果，這一切能得以實現，全是因為大家都將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最

適切的服務作為大前題。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在 2000 年底取得賽馬會慈善基金，成為「風雨蘭」之

後，我們便一直與社會福利署商討由政府資助危機中心服務。不過，這個訴求並

沒有得到回應。我們只好在 2003 年繼續申請賽馬會的資助。在 1個半月後，賽
馬會為「風雨蘭」提供的資助將會完結，至今，我們仍未知道「風雨蘭」的前途

如何。 
 
但我們更關心的是，性暴力受害人是否仍能得到全面和即時的一站式服務？

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態度都令我們很失望。周一獄局長在 10月 19日回應劉慧卿

議員的書面提問時，只是輕鬆的表示，社會福利署及其他服務單位將會繼續提供

服務，仿佛過去 5 年來各界別同工、各個部門的合作都不值一提，仿佛在過去 5
年「風雨蘭」從來沒有出現過。 
 
 作為一個民間組織，我們自問已經盡自己所能，為性暴力受害人、為社會盡

一分力。我們希望政府亦能作出承擔，做一個負責任的政府，不要糟蹋大家多年

來合作的成果，正視問題，正視服務需要，為性暴力受害人的服務作出承擔。  
 

附件： 

1.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對「香港政府為性暴力受害人支援服務的承擔」意見書 

2. 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與其他服務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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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對 

「香港政府為性暴力受害人支援服務的承擔」 

意見書 

 

立法會於 2000 年 4月 12日的會議上通過了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全面及

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的動議。同年 12月，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下稱

協會）在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的資助下成立了全港第一間性暴力受害人危機中心

──「風雨蘭」(RainLily)。 

性暴力危機中心的成立為徬徨無助的受害人提供了一個清晰的求助單位，以

及全面而專門的服務及 24小時「一站式」的處理程序，將不同部門的工作集中

在一個地方進行，為受害人提供全面的情緒、醫療、報警及法律的支援及心理治

療服務。同時，危機中心亦提供反性暴力公眾教育及前線專業人士培訓，進行社

區研究及調查，積極參與跨部門的工作小組，倡議及游說政府改善相關政策，推

動社會共同打擊性暴力。在此期間，「風雨蘭」與不同專業合作，促進了以下反

擊性暴力的措施： 

 社會福利署訂立「處理性暴力個案程序指引」 

 警方訂定處理性暴力受害人的程序； 

 社會福利署成立關注暴力工作小組，社聯在家庭及社區專責委員會下設立關

注小組跟進工作，合作打破社會對性暴力的沉默與禁忌 

 「風雨蘭」建立本地性暴力的資料庫，以進行有關性暴力的數據搜集； 

 加強對受害者的服務的轉介，促進各專業服務之間的合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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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風雨蘭」設立至今，政府一直未有提供任何資助。在 2005 年 12月

底，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為「風雨蘭」提供的第二期資助即將完結。 

我們面對的，不單止是「風雨蘭」──全港唯一專門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危

機中心──的結束，更重要的是，我們要面對香港社會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

務將會倒退的問題，對反性暴力工作將會倒退的問題。 

性暴力的是『小題大作』？ 

協會在倡議反擊性暴力問題的迫切性時，偶爾會有人會問道：性暴力問題有

多嚴重呢？與家庭暴力問題相比，似乎是大巫見小巫，為何要這麼『小題大作』

呢? 

 

『小問題』的隱情 

從調查及數據反映，每年向警方舉報的一百宗強姦及千多宗非禮都只性暴力

問題的冰山一角。根據我們接觸的性暴力受害者中，有接近 8成半的受害者表示

很難將被性侵犯的事情向別人透露。可是為甚麼這麼少受害者向警方舉報呢?面

對不合理對待而訴諸法律保障或者取回公道，是人之常情，為什麼性暴力受害者

的反而保持緘默呢？ 

 
社會對受害者的標籤及指責 

社會上普遍存在對受害者的標籤及指責態度1： 

 21.8%被訪者認為『被人強姦會令屋企人蒙上羞恥』； 

 30.2%同意『一個曾被強姦的女性價值較低』； 

 35.9% 認為『正經女人與不正經女人被強姦的可能是不一樣的』； 

 28.2%認為『吧女﹑舞女及妓女投訴被強姦可信性要存疑』。 

這些的標籤及指責，往往是令受害者備受壓力、不會將被強姦的事情向外透

露的原因。如果受到性侵犯，受害者可能會決定會不將事件告訢他人，原因可能

                                                 
1吳惠貞﹑王美鳳［『強姦你點睇？』社區調查報告］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2001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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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 

 85.3%『怕俾人閒言閒語』 

 81.7%『覺得被人強姦係羞恥的事』 

 75.5%『怕俾人睇唔起』 

 75.2%『覺得無人可以幫到佢』 

 49.1%『怕其他人唔相信佢』 

如果受到性侵犯，受害者也可能決定不報警，其原因是3： 

 95.1%『怕傳媒報導』 

 90%『怕要上庭覆述被侵犯的經過或被盤問』 

 72.9%『 怕影響前途』 

 60.9%『怕做法醫檢查』 

在社會壓力下，受害者很可能對自己被強暴有很強烈的自卑感及自責心態，

『覺得羞恥』﹑『怕其他人唔相信』。她們也可能擔心，投訴受到性侵犯會引起更

差的後果：『閒言閒語』、『被人睇唔起』及被『傳媒報導』。 

一般市民對現時處理性暴力受害者的程序如法庭聆訊﹑法醫檢查等，往往會

感到惶恐。在擔心公眾歧視的壓力下，加上有關政策及服務的支援不足，難怪受

害者在無助中往往決定沉默地承受傷害，而我們的性暴力問題可以變得那麼

『小』！ 

 

性暴力文化隱藏了性暴力行為 

在 2001 年，協會對中學生進行一項調查4，結果反映了中學生對性暴力的迷

思，特別是兩性關係中的『性暴力文化』。 

項目 贊成的百分比 

                                                 
2吳惠貞﹑王美鳳［港人對強姦問題的認知及受害人服務意見研究報告］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聯合出版，2002 年 5月 
3吳惠貞﹑王美鳳， 2002 年 5月 
4趙維生 吳惠貞(2002)「香港中學生的性暴力問題研究」和(2003)「香港中學老師對性暴力問題

的認識及意見調查」，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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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 
就算唔係好願意，俾男朋友撫摸身體/撫摸女朋友都唔算非禮 20.2%(11.7%) 
男朋友有性需要，都應該盡量去滿足佢 15.9%(3.6%) 
如果同自己男/女朋友造愛，對方唔願意都唔算係強姦 26% (17.8%) 

這些結果反映，在青少年人的的兩性親密關係，男性傾向將性暴力行為合理

化，而同時部分女性亦認同親密關係中的性暴力：女性要對男人的性需要負責，

男性可以操控女朋友的身體、毛手毛腳甚至施暴。 

在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戀愛態度中，男性往往從自己主觀想法出發，妄顧女

性的感受及意願，或者認為可以以強暴去掠奪及佔有心儀的女性，這種態度便是

性暴力的溫床。 

另一個調查結果反映社會在強姦事件中對兩性有雙重標準，傾向為男性找藉

口，而將問題歸咎於女性5： 

 64% 認為『男性在性方面的自制能力較低』 

 48.3% 認為『女性晚上獨自外出是令自己陷入被強姦的處境』 

 28.9%認為『女性的行為及打扮會引人強姦』 

 22.8% 認為『女性跟男性回家被強姦咎由自取』 

這種文化將侵犯行為合理化，無形中亦縱容性暴力繼續發生。 

 

香港的性暴力現況 

在 2004 年，警方處理的強姦個案為 92宗，但同期風雨蘭便服務了 139位

強姦受害人。根據「風雨蘭 1/2001-12/2004 的服務統計分析」，風雨蘭在

2001-2004 年服務的強姦受害人共有 394位，當中只有 54.3%的受害人曾報警。

在 2001-2004 年間，警方的強姦及非禮個案合共有 4402宗，但根據「風雨蘭」

2000 及 2001 年度熱線來電的分析，只有 11.1%來電求助的受害者曾向警方舉

報，按這比率推算，2001-2004 年的強姦及非禮受害人數目接近 40,000人。 

這些數據顯示： 

                                                 
5吳惠貞﹑王美鳳，2001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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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幾乎每 53分鐘就有一宗強姦或非禮案發生，情況實在令人憤慨 

- 警方處理的性暴力案件統計數字只是冰山的一角 

- 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專門的服務，能夠讓受害者在尋求協助時自行決定

是否報警，鼓勵她們求助 

 

社會代價與受害者的損失 

社會對性暴力問題的關注甚低，因為性暴力受害者的聲音不容易聽到。但忽

視性暴力問題，社會便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在「風雨蘭」於 2001-2003年接觸到

的性暴力受害人中6，我們了解到性暴力不但對受害者造成創傷及損失，社會同

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評估性暴力的問題，我們除了評估事件對個人影響的嚴重性，不可忽視其

『傳染性』。事實上，受到性暴力影響的不單是受害者一人，她的家人、朋友往

往亦要面對很大的心理及關係上的壓力；當受害者身心出現問題時，她的家人親

友便可能要負起照顧的責任。  

性暴力對受害者造成廣泛的打擊與損害 

性暴力對受害者的侵害不是單一事件，而是一連串打擊造成創傷與損失，《風

雨蘭服務研究報告 2001-2003》7指出受害人面對重大的心理及身體傷害，包括：

身體健康﹑人際關係的失落﹑精神健康及生存意志問題。 

身體上影響 情緒/心理上影響 人際關係上影響 生存意志上影響 
 8.3%成孕 
 7.2%墮胎/流產 
 12.1%感染其他
傳染病 

 13.1%需要醫療

跟進 

 70.8%整體情緒
差 

 90.4%感到羞恥
 75%有內疚感 
 45.9%有強制行

為出現 
 9.5%因精神問
題到過醫院 

 6.2%離婚 
 8.5%轉學 
 24.4%與愛人分
手 

 32.8%轉工 
 35.5%搬屋 

 50.9%生命已不

值得生存下去 
 47.1%有自殘行

為 
 20.1%曾經自殺

不成功 

                                                 
6吳惠貞，《風雨蘭 466 個受害人的呼聲-2001年-2004年上半年求助個案統計資料分析報告》香港：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2005。 
7 張妙清、吳惠貞，2005。 



 8

受害者損失身體及精神健康，更要承擔醫療支出的經濟損失，而創傷造成個

人功能失調，影響工作／學業，及人際關係的失落，包括：離婚﹑與愛人分手﹑

轉學／轉工及搬屋等。性侵害事件對受害者造成深遠的後遺影響，令受害者產生

嚴重的負面情緒及心理反應，生活在羞恥及內疚感中。更嚴重的是事件打擊受害

者的生存意志，認為生命已不值得再生存下去或認真地想著及計劃去計劃自殺，

產生自殘行為或自殺行為。 

 
性暴力創傷的不會只隨著時間而過去 

『時間是最好的治療』這句話未必能應用於性暴力受害者的經驗中。在「風

雨蘭」曾服務的 733位案主中，便有 143位是在受害 5 年後，仍未能處理該問題

而需要求助的。這顯示我們不能逃避處理性暴力事件，即使時間過去，事件依然

會對受害者造成影響。同時，有 33%的人士在求助前已被持續性虐待一段時間。

換言之，這些持續性侵害事件，始終需要社會的介入及協助，去遏止性侵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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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支援及「一站式」服務的重要性 

社會福利署轄下的關注暴力工作小組於 2002 年 7月發出「處理性暴力個案

程序指引」，清楚向社署各單位、社會服務機構、醫院、警方及學校說明「風雨

蘭」在處理性暴力個案中的角色，肯定「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的

重要性。 

「風雨蘭」目前提供的服務，得到各部門的支援及配合，這是多年來與不同

部門同工努力合作的成果。「風雨蘭」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以下四方面的服務： 

♦ 與各部門合作，提供「一站式」服務 

♦ 透過 24小時傳呼服務，為有即時危機的個案提供支援 

♦ 透過「風雨蘭」熱線提供即時的情緒支援 

♦ 為有需要的受害人提供個案及小組跟進 

過去五年，不同部門及社會服務機構是「風雨蘭」個案的重要轉介來源，這

不單止顯示他們對「風雨蘭」的「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的信任，

亦顯示他們認同「風雨蘭」的服務最能夠適切地幫助受害人及配合他們的工作。 

個案來源 「風雨蘭」個案數字 
1/2001 – 9/2005 

佔風雨蘭個案百分比 

社會服務機構 169 23% 
醫院 159 22% 
家計會 62 8% 
警局 58 8% 
社會福利署 42 6% 
自行求助 99 14% 
其他 144 19% 

總數 733 100% 

 

「風雨蘭」的跨專業合作成果 

「風雨蘭」的成立過程已經充份體現跨專業合作及努力的重要性。「風雨蘭」

得立法會議員及社署的協助才得以成立；在構思「風雨蘭」人手編制、運作模式、

籌備設立經費，以至向社會推廣都得到婦女團體、社福界、醫護界及警務界支持，

廣華醫院提供合適的地點及急症室醫護支援更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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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蘭」服務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法醫科及急症科的醫生、心理專家、

立法會社福界議員、社署及廣華醫院代表，以跨專業的視野使風雨蘭的工作精益

求精，同時亦加強「風雨蘭」的跨專業協作、對各專業的透明度及公信力。 

「風雨蘭」同工一直參與由社會福利署召集的『關注暴力工作小組』及香港

社會服務聯會屬下的專責『家暴及性暴力工作小組』。在地區層面，亦與不同的

專業人士／團體及區議會合作，以爭取更多的關注及倡議抗暴意識。 

 

處理個案程序 

如何建立一個鼓勵受害者求助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過去五年，我們一直推

動一站式的服務、參與訂定跨專業的指引、公立醫院急症室內部轉介的指引、警

方處理性暴力個案的程序、受害者跟進醫療程序、與社會福利署的保護家庭及兒

童課的工作協調及與非政府機構的聯繫等。 

 

跨專業多方位合作 

社工並不能處理所有的問題，所以透過與相關專業的分享對問題的理解，亦

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並會與學術界合作進行研究及調查，令到我們更了解問題及

服務成效。最後，我們並透過傳媒傳達反暴力訊息，提高社會的意識，一起參與

對抗性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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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反擊性暴力應有承擔 

為何侵犯者會向另一個陌生人施加暴力？為何侵害者會向家人或相識的人

使用暴力？為何受害者要一再受害，在受到傷害後，仍要一再被歧視，被批判及

被漠視呢?為何我們仍給暴力有那麼多藉口及機會？為何我們讓性暴力一次又一

次發生？ 

我們不應視性暴力為個別受害者的問題。打擊性暴力，是維護和諧自由的社

會的重要部份。香港社會應為此而付出努力、作出承擔。 

 

政府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服務的責任 

2003 年 5月 8日的第五十六屆世界衛生大會，明確把暴力列為公共衛生的

問題；議程專案 14.15指出「由於預防暴力是人類安全和尊嚴的一個先決條件，

政府必須迫切地採取行動預防一切形式的暴力並減少健康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

的後果。」大會敦促會員國促進在 2002 年公佈的首份「世界暴力與健康報告」

的建議，當中包括：「向暴力受害者提供醫療、心理、社會和法律援助及康復方

面的活動」及「提供技術支援以加強對暴力存活者或受害者的創傷和護理服務。」

作為世衛的成員，香港政府有責任為暴力受害者提供援助。然而，政府雖對家庭

暴力問題作出承擔，卻沒有將這份承擔延伸至性暴力受害者的服務。 

「世界暴力與健康報告」中顯示有四分之一的女性遭到親密夥伴的性暴力，

香港大學陳高凌的《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研究》顧問報告（2005）8亦顯示配偶

虐待中涉及身體攻擊與性脅迫是 2:1。政府承擔對性暴力受害者的支援，並資助

相關的服務，實在是責無旁貸。 

 

我們強烈要求： 

1. 政府正視性暴力受害人的服務需要，落實立法會有關為性暴力受害人

                                                 
8 陳高凌（2005）《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的第一部份研究整體報告》，香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行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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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的動議；並珍惜政府部門、

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人士的努力成果，在資源上作出承擔，使「風雨蘭」

或相等的服務得以延續。 

2. 政府就目前性暴力受害人的支援服務作出檢討，全面落實「一站式」服

務的執行。 

3. 對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務應附合以下原則： 

3.1 服務應全面關注受害人在心理﹑醫護及司法方面的需要，並全面跟

進個案； 

3.2 即時支援：24 小時候命，減少危機； 

3.3 一站式處理：避免受害人週旋於不同部門之間，重複受創； 

3.4 專職專責：提供最適切的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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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與其他服務之比較附 

 全面及即時的一站式緊急專業支援服務（風雨蘭） 其他服務 
緊急支援 
 24小時專業同工當值 

- 接到急症室、警方及其他轉介機構傳呼後，風雨蘭

同工於十五分鐘內覆電，如有需要約一小時到達現

場 
- 風雨蘭同工即時提供危機介入服務 

- 目前未有服務單位提供 24小
時當值服務 

- 社署熱線往往沒有同工直接
接聽，未能提供即時服務 

一站式服務 
醫療

服務 
與廣華醫院及各醫院急症室建立合作協議： 
- 風雨蘭與廣華醫院及其他急症室已建立跟進性暴力

受害人之醫療服務流程，確保有關程序得以順利及

完滿執行； 
- 廣華醫院急症室內安排特別診療室，加強保障受害

人私隱； 
- 風雨蘭會在醫檢前為受害者提供由醫生簡介有關安

排的影片，為受害者作醫檢前的準備； 
- 急症室醫生按風雨蘭同工提供之個案簡介進行診

療，盡量避免要求受害人重覆個案情況； 
- 提供事後避孕及性病檢查，以及按需要提供跟進服
務。 

- 受害人可能到全港任何一間
醫院接受服務 

- 其他醫院未設立特別之診療

安排及程序 
- 沒有個案統籌同工，為受害人
安排各項服務 

法醫

檢查 
72小時內發生之強姦個案，可安排於風雨蘭內進行法醫

檢查。 
受害人需到衛生署的法醫指定辦

公地點進行檢查 
報警

程序 
經風雨蘭報警之個案： 
- 在受害者同意下，風雨蘭可代受害者將案情向油麻

地當值警官舉報，減免受害者覆述受害經驗； 
- 油麻地警署安排警員到風雨蘭為受害人錄取口供，

使受害人不必奔波，能在一個較為熟悉的環境下錄

取口供； 
- 油麻地警署已安排指定調查小組，專門處理由風雨

蘭轉介之報警個案；另亦設專責聯絡警員加強警方

與風雨蘭的合作； 
- 油麻地警署會將個案轉介往案發地點警區，並提供
已錄取之口供，減少受害人重覆講述案情。 

-  視乎受害人報警之地點及案
發地點，受害人將會接觸不同

警區的調查人員；- 受害人要
先向警署當值警員報警，經過

初步了解案情才會轉由刑事

偵緝隊跟進。 
 
 

全面支援服務 
熱線

電話 
風雨蘭熱線： 
- 受害人直接求助的其中一個途徑 
- 主要由受培訓義工接聽，充份動員社會資源 
- 遇到緊急個案會即時轉由當值輔導員接手，避免受

目前未有其他機構提供專門的熱

線，為性暴力受害人服務； 
 
一般熱線只會為個案提供相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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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在機構間不斷被轉介的情況 務的資訊。 
個案

服務 
- 跟進個案進展，提供輔導服務，減少危機； 
- 由香港中文大學心理系協助下建立受害人的情緒狀

況及創傷後壓力失調的評估； 
- 使用一套由外國引入，已作本土改良的侵犯資料及

歷史面談工具（AIHI），作為個案初步處境探討； 
- 安排臨床心理學家為有需要的受害人進行智力評估 

- 目前未有任何機構有專門服
務性暴力受害人的團隊 

- 目前未有任何機構服務有智
力障礙的成年性暴力受害人 

法律

支援 
法庭的審訊程序往往是受害人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心理

危機： 
- 風雨蘭同工會為受害人解釋上庭程序，作好心理準

備 
- 風雨蘭同工陪同受害人到法庭，提供情緒支援 

目前除了社署為未成年及智障受

害人提供法庭陪同服務外，沒有

其他機構提供類似服務 

長遠

康復 
風雨蘭為受害人舉辦治療及互助小組： 
- 鼓勵受害人互相支持，促進長遠康復 
- 治療小組與個案輔導互補長短，促進成效 

目前只有明愛為童年時受性侵犯

的成年人舉辦小組活動 
 

專業

培訓 
風雨蘭不停將多年前線服務經驗與不同的專業同工分

享，為其他同工提供支援 
未有其他機構擁有類似豐富的服

務性暴力受害人的前線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