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3027/05-06(03)號文件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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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於二零零六年九月二十日舉行的會議 

就討論「警方改善處理家庭暴力措施的最新進展」及「《家庭暴力條例》(第 189章)檢討工作的最新情況」
意見書 

 

對於政府當局就《家庭暴力條例》(第 189 章)的檢討工作的最新情況，表面上來看，一切安排好像已經
處理得盡善盡美；但從每天的求助、意見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現時的實際執行情況，內裡

其實是千瘡百孔。往往可能因為一些細節、制度、前線社工；甚至福利專員的執行態度，將一些求助的

被虐者，折騰得死去活來。部份個案更可能因此成為人間悲劇。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勞累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年。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不幸被虐後都不能得到適切的服務及支援，近期，接二連三長者被虐個案，這反映出社會福

利署一直漠視長者被虐服務的需要。單在今次會議政府的文件，對長者被虐服務依然竟隻字不提，由此

可見政府當局的態度。 

 

現時，在家庭暴力服務上，社會福利署現時只資助婦女被虐服務、兒童被虐服務。但在長者被虐方面，

現時政府沒有資助任何機構提供該類服務，而前線社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又對於家庭暴力個案

訓練、經驗及支援不足，導致長者接二連三被虐後，得不到適切的服務及支援。 

 

特首既然在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安老理念」及「零度容忍」的家庭暴力政策。可惜，各部門（尤其社

會福利署及房屋署）繼續故步自封，不願意衷誠合作，情況有如等 99%容忍暴力。施政報告的理念與部
份實際執行上，彷彿好像「思覺失調」那樣；暴力事件本來就是刑事案件，可惜發生在家庭中的時候，

就常被經驗不足的前線人員降格為『家庭糾紛』處理，可見前線人員的危機敏感度及識別意識不足。 
 
另一方面，社會福利署鄧國威署長，又再次不出席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召開的家庭暴力會議，由此

可見，社會福利署對家庭暴力的關注及重視。 

 

此外，現時的家庭暴力法例是民事條例，及對家庭暴力的定義解釋太狹隘，不足以保障受害人的安全及

權利。 
 

至於警方改善措施的部份，本會亦盼望警方在實際的執行上，能做到文件所提及的各點。 

 

除了上述的情況外，本會同時強烈要求： 
1. 設立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跨部門中央協調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對家庭暴力有認識的民間及自助
團體的代表； 

2. 擴大《家庭暴力條例》的適用範圍以涵蓋更多人士（加入長者），以及加強受保護人士提供的保護； 
3. 設立專責處理家庭暴力個案的法庭； 
4. 設立 24小時家庭暴力熱線和工作隊，成員應包括社工、警員及跨界別的專業人士； 

5. 在政府對家庭暴力「零度容忍」的政策中列明清晰的工作指標及計劃； 

6. 設立家庭暴力嚴重受傷或死亡檢討委員會，負責檢討就嚴重家庭暴力個案所進行的跨界別協調和合



作的成效，避免同類案件再次發生； 

7. 參考撲滅罪行委員會的運作架構，在中央機制下設立地區協調機制，在地區推動有關家庭暴力的信
息宣傳、社區教育及地區工作執行的協調和溝通； 

8. 增撥資源令家庭暴力受害者及早得到所需的法律服務；  
9. 增加培訓前線人員及推行其他配套措施所需的資源； 
10. 設立由家庭暴力受害人組成的支援隊伍，並提供訓練以推動同路人互相支援； 
11. 設立家庭暴力基金，給予從事家庭暴力預防及支援工作的團體財政支援，以示政府有決心打擊家庭
暴力，並真正落實對家庭暴力「零度容忍」的政策； 

12. 研究強制有關專業人士申報家庭暴力案件；及 
13. 將體恤安置的申請權力，擴大至所有非政府機構的社工，均可提出申請。 
 

總結 

總結上述各段，本會覺得政府當局在多頁的文件上之檢討工作的最新情況，根本沒有解決長者被虐的問

題。本會感到極度失望。本會期望政府當局如果仍有良知的話，希望能進一步檢討及落實本會及各團在

今天會議的意見，以務實的態度，保障求助人的權益及安全。 

 

                                                                            20-09-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