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懲教署更生服務的最新發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懲教署更生服務的最新發展。  
 
 
背景  
 
2 .   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

提交了立法會 CB(2)2481/07-08(02)號文件，匯報懲教署更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委 員 報 告 懲 教 署 提 供 予

成 年 在 囚 人 士 的 職 業 訓 練 的 最 新 情況 ， 以 及 該 署 進 行 的 檢

討 結 果 ， 目 的 是 向 罪 犯 加 強 提 供 更生 服 務 和 計 劃 。 此 外 ，

我 們 也 會 向 委 員 闡 釋 對 罪 犯 實 施 家中 拘 留 及 電 子 監 察 的 最

新發展。  
 
 
懲教署提供的更生服務  
 
3 .   懲教署致力提供安全及符合人道的環境羈押囚犯，

以 及 為 囚 犯 提 供 適 當 的 更 生 服 務 ，協 助 他 們 服 刑 期 滿 後 順

利 重 返 社 會 。 有 關 的 更 生 服 務 ， 旨在 協 助 囚 犯 日 後 順 利 融

入 社 會 。 懲 教 署 透 過 為 在 囚 人 士 安排 每 天 作 息 有 序 的 生 活

模 式 ， 協 助 他 們 建 立 有 紀 律 和 秩 序的 院 所 生 活 。 署 方 亦 會

為 囚 犯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以 增 強 他 們 的工 作 技 能 ， 使 他 們 在 獲

釋 後 更 易 找 到 工 作 ， 並 會 為 囚 犯 提供 不 同 類 型 的 心 理 及 輔

導 服 務 ， 協 助 糾 正 他 們 的 犯 罪 行 為（ 例 如 毒 癮 問 題 ） ， 以

減 低 他 們 重 犯 的 可 能 。 為 確 保 囚 犯獲 得 適 當 的 服 務 ， 增 加

他 們 順 利 融 入 社 會 的 機 會 ， 懲 教 署一 直 定 期 檢 討 其 更 生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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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下文第 4 至 13 段載述署方最近加強的更生服務，及其

他持續推行措施的最新進展。  
 
為成年罪犯提供的職業訓練  
 
4 .   懲教署近年不斷加強為囚犯提供釋前職業訓練。該

署會繼續為剩餘刑期為 3 至 24 個月的本地成年囚犯提供自

願 修 讀 的 全 日 制 職 業 訓 練 課 程 。 此外 ， 懲 教 署 獲 得 多 個 非

政府機構和組織 1 協助，為成年囚犯提供部分時間制的職業

訓練課程。在二零零九年，將分別有 630 個部分時間制及

200 個 全 日 制 的 訓 練 名 額 ， 於 懲 教 院 所 內 提 供 予 成 年 罪

犯。與二零零八年相比，訓練名額增加了 14%。根據過往

的 報 名 經 驗 ， 我 們 預 計 大 部 份 申 請報 讀 有 關 課 程 而 又 合 資

格的成年囚犯將可獲給予訓練機會。  
 
5 .   為了進一步加強囚犯的職業訓練，懲教署於二零零

八 年 就 懲 教 工 業 進 行 了 檢 討 ， 探 討可 否 在 法 例 規 定 囚 犯 每

天 必 須 從 事 的 工 業 生 產 中 ， 加 入 職業 訓 練 元 素 。 有 關 的 檢

討 確 定 了 懲 教 工 業 應 在 維 持 監 獄 穩定 方 面 ， 以 及 協 助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及 符 合 人 道 的 羈 押 環 境 上 ， 繼 續 發 揮 重 要 的 作

用 。 檢 討 結 果 亦 顯 示 ， 懲 教 工 業 具有 空 間 加 強 職 業 訓 練 元

素 ， 可 使 參 與 監 獄 工 場 生 產 的 囚 犯從 工 作 中 獲 益 之 餘 ， 亦

可學到職業技能。  
 
6 .   考慮到上述檢討結果，並為了更有效協調懲教工業

與 更 生 服 務 的 提 供 ， 該 署 由 二 零 零九 年 二 月 起 ， 把 懲 教 署

工 業 組 由 行 動 科 轉 至 更 生 事 務 科 ，並 與 職 業 訓 練 組 合 併 ，

改 稱 為 “ 工 業 及 職 業 訓 練 組 ” 。 改組 後 ， 懲 教 署 已 著 手 加

強幾個行業的職業訓練元素，例如：  
 

( i )  為在洗衣工場工作的囚犯提供由僱員再培訓局資

助開辦的洗衣工場助理課程；  

                                                 

1 非政府機構和相關組織包括僱員再培訓局、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製衣業訓練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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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為於預製混凝土工場工作的囚犯提供訓練，協助

他們參加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提供的混凝土工工

藝測試；以及  
 
( i i i )  協助在印刷及平面設計工場工作的囚犯申請資格

評審，以便考取由職業訓練局在香港資歷架構下

頒發的「過往資歷認可」證書  。  
 
參 加 這 些 訓 練 課 程 的 囚 犯 會 獲 提 供所 需 的 課 堂 訓 練 ， 以 及

由 合 資 格 導 師 在 工 場 內 提 供 實 際 工作 的 指 導 。 新 措 施 可 讓

更 多 囚 犯 有 機 會 接 受 職 業 訓 練 ， 並於 參 與 監 獄 工 場 的 生 產

過 程 中 ， 取 得 相 關 的 認 證 及 認 可 資格 。 懲 教 署 首 先 計 劃 在

二零零九年提供約 180 個這類訓練名額。在未來數年，該

署 會 參 考 初 期 的 運 作 經 驗 ， 繼 續 探求 其 他 機 會 進 一 步 發 展

這方面的工作。  
 
為本地囚犯提供的釋前輔導服務  
 
7 .  為了向獲釋後的更生人士提供更佳的支援服務，懲

教署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委託香港善導會 (善導會 ) 2，為已

完 成 懲 教 署 釋 前 職 業 訓 練 的 更 生 人士 提 供 就 業 跟 進 服 務 。

此 外 ， 懲 教 署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起推 行 下 列 措 施 ， 鼓 勵 有

需要的更生人士向善導會及其他非政府機構求助︰  
 

( i )  懲教署會在囚犯獲釋前為他們進行評估，以了解

他們的需要和所需的服務（例如︰長刑期囚犯會

在獲釋前三個月接受評估；刑期短於三個月的囚

犯則在收押入院所時接受評估）。如囚犯有福利

方面的需要並願意接受協助，懲教署會把他們轉

介予善導會或其他相關的非政府機構跟進；  
 

                                                 

2  善 導 會 是 更 生 人 士 支 援 服 務 的 主 要 提 供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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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為使囚犯對善導會提供的釋囚支援服務有更深入

的了解，善導會的社工會於院所為在囚人士所提

供的“釋前啟導課程 ” 3 中，向他們介紹該會的服

務。這項措施自二零零九年二月起在八間院所試

行，並會在六個月後進行檢討；  
 
( i i i )  由於為刑期較短的囚犯安排合適的更生計劃比較

困難，善導會的社工會多些探訪這類囚犯，照顧

他們在更生方面的需要；以及  
 
( iv)  懲教署會定期向囚犯播放錄影帶，介紹善導會的

服務，並於轄下院所的當眼處張貼載有該等資料

的海報。  
 
罪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評估及管理程序  
 
8 .   懲教署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實施“罪犯風險與更生

需 要 評 估 及 管 理 程 序 ” ， 以 更 能 針對 囚 犯 需 要 和 更 有 效 的

方 式 ， 為 他 們 提 供 更 生 計 劃 。 截 至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 已 有

超過 8 600 名囚犯接受再犯風險和更生需要評估。此外，

懲 教 署 合 共 為 11 750 名 參 加 者 舉 辦 了 約 9 100 節 更 生 活

動。  
 
9 .   由於這套程序實施才兩年半，懲教署會繼續以按部

就 班 的 方 法 實 施 這 套 程 序 ， 並 會 參照 運 作 經 驗 加 以 調 整 。

在 未 來 幾 年 ， 懲 教 署 會 密 切 監 察 刑釋 人 士 的 表 現 ， 並 在 二

零一一年全面檢討這套程序。  
 
社區參與  
 
10 .   懲教署更生工作的成效不單受羈留制度和更生計劃

的 質 素 影 響 ， 亦 取 決 於 更 生 人 士 參 與 計 劃 的 積 極 性 和 反

                                                 

3  “ 釋 前 啟 導 課 程 ” 是 懲 教 署 為 本 地 在 囚 人 士 舉 辦 ， 以 協 助 他 們 融 入 社 會 的

釋 前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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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以 及 社 會 對 更 生 人 士 的 接 納 程度 。 因 此 ， 懲 教 署 會 繼

續舉辦教育及宣傳運動，呼籲社會各界支持更生人士。  
 
11 .   為了借助社會現有的資源，懲教署會繼續與非政府

機 構 和 社 區 組 織 合 作 ， 加 強 為 罪 犯提 供 更 生 服 務 。 現 時 已

有超過 60 個非政府機構提供這類服務。  
 
12 .   除了非政府機構和社區組織外，懲教署希望能與商

界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合 作 關 係 。 舉 例 來說 ， 懲 教 署 最 近 協 助 邀

請 一 家 商 業 機 構 與 善 導 會 合 作 ， 開辦 社 會 企 業 ， 為 更 生 人

士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 該 署 將 會 繼 續 鼓勵 這 類 的 合 作 ， 使 更 生

人士受惠。  
 
13 .   在 針 對 青 少 年 的 罪 犯 更 生 和 防 止 罪 行 宣 傳 工 作 方

面 ， 懲 教 署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推行 “ 更 生 先 鋒 計 劃 ” 。

參 加 者 除 了 獲 邀 參 加 有 關 罪 犯 更 生的 教 育 講 座 ， 以 及 學 生

座 談 會 ， 討 論 犯 罪 的 惡 果 之 外 ， 他們 還 有 機 會 參 觀 懲 教 院

所，親身與囚犯會面，聆聽他們的自身經驗。  
 
 
家中拘留作為非囚禁式刑罰  
 
14 .   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

委 員 建 議 於 香 港 借 助 電 子 監 察 儀 器， 將 家 中 拘 留 列 為 其 中

一 個 非 囚 禁 式 刑 罰 的 選 擇 。 他 們 認為 這 個 選 擇 或 有 助 紓 緩

監 獄 擠 迫 的 問 題 ， 並 可 協 助 罪 犯 更生 。 我 們 已 研 究 委 員 的

建議，結果如下：  
 
( i )  我們參考了海外多個採用家中拘留的司法管轄區

的做法。根據海外的經驗，家中拘留主要用於罪

行 相 對 輕 微 而 且 無 須 囚 禁 的 罪 犯 身 上 。 而 在 香

港，現時已有多種非囚禁式刑罰，例如警司警誡

計劃、感化、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此外，在海外

曾經有罪犯在接受電子監察期間犯下嚴重罪行 (例
如謀殺 )，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考慮這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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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現時，中度設防及低度設防的院所也沒有擠迫的

問題，我們亦預期在未來幾年也不會出現這個情

況。再者，正如上文所述，對於只犯了較輕微罪

行的罪犯，香港現時已有不少非囚禁式的懲罰。

因此，我們認為在可見的將來，也沒有需要單單

為了紓緩監獄擠迫而實施家中拘留；   
 
( i i i )  家中拘留未能為罪犯在服刑期間提供合適的環境

讓他們過有紀律的生活。由於香港居住環境較為

密集，受電子監察的罪犯仍可每天與不良份子接

觸。另一方面，監獄可提供最合適的環境，為罪

犯同時提供直接監管及合適的更生服務；以及  
 
( iv)  罪犯在監禁期間獲提供的更生計劃，例如再犯罪

風險及更生需要評估、福利及輔導服務，教育及

職業訓練等，均有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將綜合

的更生服務分拆，並以個別的形式提供予在家中

拘留的罪犯並不實際，也不符合成本效益。  
 
 
未來路向  
 
15 .   懲教署會持續檢討其更生計劃，並在社區內推廣罪

犯 更 生 的 工 作 ， 以 協 助 建 立 一 個 更 安 全 和 更 加 包 容 的 社

會。  
 
 
 
保安局  
二零零九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