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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家庭暴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源於個
人、社會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治療施虐者對預防家庭暴力及其成效
一直存有爭議

海外國家研究未有定論

本港在這方面的研究數目不足

故有需要以這先導計劃，研究是否及
如何能於本地推行施虐者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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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 (第一部分)

分為兩部分，同期進行

第一部分由非政府機構香港家庭福利會
（家福會）推行

服務對象 – 相對較為輕微的虐待配偶個
案的施虐者

而有關個案有可能是現有社會服務機構未
知的個案

招募過程–廣泛的宣傳及推廣工作：提高
意識，鼓勵準服務使用者參加施虐者輔導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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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 (第二部分)

由社會福利署推行

特色 ─ 包括對比小組和實驗小組，方便
評估服務的成效

對比小組：社工定期介入服務

實驗小組：社工定期介入服務 + 參加施
虐者輔導計劃

實驗小組的參加者有三類

自願參加者（下稱「非法定個案」）

正受簽保令管制者（下稱「簽保令」個案）

正受感化令管制者（下稱「感化令」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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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

家福會及社署：資深社工 + 臨床心
理學家 + 研究人員

諮詢小組：精神科醫生、臨床心理學
家和社工組成(就先導計劃的發展提
供意見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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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導計劃中得到的觀察：

前提

兩部份的樣本數目均相對較少

研究方法的固有限制

必須審慎地詮釋先導計劃的推行結果

避免作出過份概括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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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一)

家福會及社署所推行計劃的結果皆證
明施虐者輔導計劃能有助改變施虐者
的態度及加深他們對家庭暴力的認識

為達到最終停止施虐者使用暴力的目
標，推動施虐者及其伴侶自發地不斷
改善他們處理衝突的方法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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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二)

為施虐者提供適當的治療環境 + 足
夠的朋輩和社工支援是很重要的

輔導人員在小組中所採用的輔導技巧和
表達的態度

組員之間互相鼓勵、互相扶持的團隊氣
氛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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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三)

有大量的證據顯示，要令施虐者主動
作出改變並堅持下去，其配偶／伴侶
同時作出改變並予以支持是相當重要
的

配偶／伴侶的回應可作為反映施虐者
改變進度的有用指標

因此，值得研究日後推行這類計劃時
應否要求施虐者的配偶／伴侶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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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四)

不同類型的施虐者對施虐者輔導計劃
的反應不一

所以必須進行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以期求為不同類型的施虐者制定合適
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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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五)

在社署計劃 ─ 實驗小組三個類別
（即非法定個案、簽保令個案及感化
令個案）的施虐者作比較

被強制參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的施虐者
的治療成效，不及自願參加計劃者的
成效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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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六)

以社工介入服務來配合施虐者輔導小
組治療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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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七)

應加強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公眾教育工
作

走進社區，加深市民對計劃的認識

令準服務對象更容易接受或更自發地
去接受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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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八)

儘管大部分施虐者輔導小組的活動都
安排在晚上或部分在週六下午舉行，
部份組員仍表示因為工作時間長而難
以參加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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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路向

家福會

已完成其計劃，並向社署提交總結報告
擬稿

社署

需要蒐集6個月和12個月的跟進數據，
以進行更深入的分析

現階段正擬備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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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路向

下一步的工作

社署和家福會會舉行簡介會或工作坊分
享推行先導計劃所得的經驗

與社工及其他相關從業員分享先導計劃
的推行結果及其限制

社署和家福會亦會各自就其所推行的計
劃編製使用手冊，供有關的專業人士作
參考，以標準化有關的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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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