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懲教署處理在囚人士自我傷害行為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懲教署就處理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害

行為所採取的措施。  
 
 
處理在囚人士自我傷害行為  
 
2. 懲教署致力為被羈留人士提供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和健

康的環境。懲教人員十分重視確保在囚人士的安全，包括採取一切

可行措施，防止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害的行為。  
 
3. 作出自我傷害行為的在囚人士的背景各異，所犯罪行和刑期

各有不同，他們自我傷害的原因往往十分複雜，一般而言，主要包

括家庭問題、情緒問題、健康問題，及濫用藥物的後遺症等。就處

理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害行為，懲教署採取的預防性措施和跟進措

施概述如下。  
 
幫助在囚人士適應及提供輔導  
 
4. 在囚人士在進入懲教院所時，懲教署會安排他們參與啟導講

座，告知他們有關在院所一般需要注意的事項，並協助他們適應院

所生活。新收納在囚人士一般亦會在進入院所的首月，被安排與其

他在囚人士同住一個囚倉，讓他們能夠早日適應環境。  
 
5. 每間懲教院所均有更生事務主任，負責照顧在囚人士的福

利，協助他們處理因羈留或入獄而引起的各種問題及困難 (包括適

應院所生活、協助在囚人士處理家庭問題等)。懲教署亦為在囚人

士提供心理輔導服務和舉辦更生活動（例如舉辦小組活動或講座

等），並且透過海報及小冊子等宣傳品，宣傳防止自殺及推廣正確

處理壓力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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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識別有自我傷害風險的在囚人士  
 
6. 懲教署職員當值時會保持高度警覺，密切監察在囚人士的行

為，尤其是一些新收納在囚人士，務求盡早察覺他們有否自我傷害

的傾向。就每一名新收納的還押和新定罪的在囚人士，院所管方會

透過「自殘行為危機因素量表」辨識工具 1，例如詢問在囚人士曾

否自我傷害、觀察在囚人士有否情緒不穩 (例如哭泣、神情呆滯

等 )，以初步評估他們是否有潛在自我傷害的傾向。  
 
7. 如果有在囚人士被評估為有較高的自我傷害風險，懲教人員

會轉介予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進行進一步評估。經醫生或臨床心理

學家評估為情緒不穩或低落、有自我傷害身體或自殺傾向的在囚人

士，會被列入「醫療觀察名單」。負責監管的懲教人員會每隔不超

過15分鐘巡視納入「醫療觀察名單」的在囚人士一次，並詳細記錄

有關在囚人士的具體情況，例如是否出現情緒低落、離群或自言自

語等表徵行為，以便管方作出相應跟進行動。每個懲教院所均設有

「防止自我傷害行為監察委員會」，負責因應其院所的環境而制訂

防止及管理自我傷害個案的詳細安排，以及監察和覆檢該院所內因

自我傷害理由而被列入醫療觀察名單的個案。  
 
院所設施的設計  
 
8. 囚室設計方面，懲教院所內很多設施均屬特別設計，例如廁

盆、鏡子及洗手盆等均採用不易碎物料，以盡量避免在囚人士利用

該等設施的碎片自我傷害；而消防灑水器等，其設計亦會使在囚人

士較難以用作為上吊的承托點，以減低他們可能自我傷害的機會。

每一間囚倉均設有召喚鐘，在囚人士如發現其他在囚人士自我傷害

時，可以按動召喚鐘通知懲教人員。此外，署方亦計劃陸續在院所

囚室以電鎖取代舊式的門鎖，以縮減開啟囚室的時間，方便更迅速

作出搶救。  
 
制訂和執行救援措施  

 
9. 每個懲教院所的主管會因應院所本身情況，制訂院所緊急應

變計劃，以處理在囚人士自我傷害或自殺這類突發事件。當發現有

在囚人士自我傷害時，當值職員須立即盡力阻止，並視乎情況按動

                                                       
1  這項工具由臨床心理學家設計和訂定，當中載列的指標獲不少國家 /城市的懲教院所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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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警報尋求增援，院所醫院職員會立刻帶備所需急救工具，趕赴

現場進行救援工作。所有懲教院所均設有醫院，院所的醫護人員 (包
括醫生和具備護理資格的懲教人員 )可迅速為自我傷害的在囚人士

進行檢查和急救。為了確保出現緊急情況時有足夠人手支援，所有

懲教院所每晚均有職員於候命室執行留宿候命職務，如有需要，可

立即派員跟隨救護車押送在囚人士往外間醫院接受救治。  
 
為職員提供有關訓練  
 
10. 懲教署的新入職學員在接受基礎訓練時，會接受有關處理在

囚人士自我傷害個案的程序訓練；部門亦會向每位前線職員派發

「懲教署職員資料手冊」，該資料手冊載有包括在囚人士自我傷害

身體行為的徵兆，及有關處理自殺 /企圖自殺的指引等。此外，部

門會定期為前線職員提供有關防止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害行為的

在職訓練，並不時進行演練，確保他們在遇到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

害行為時，能作出迅速及適當的拯救行動。  
 
跟進在囚人士自我傷害個案  
 
11. 儘管懲教署採取以上一切可能措施防止在囚人士自我傷害，

仍不能避免有部份在囚人士會作出這類行為。懲教署對所有在囚人

士自我傷害的個案均十分關注。每次發生這類事件後，懲教人員和

臨床心理學家均會跟進個案，嘗試了解其自我傷害的原因，為有關

在囚人士提供適切輔導及協助。就每個不幸身亡的個案，懲教署會

報警處理。死因裁判法庭一般會就每宗有關個案展開研訊，確定有

關在囚人士的死因。懲教署會研究死因裁判法庭就每宗個案的判詞

和建議，並作出適當跟進。  
 
宣傳工作  
 
12. 在囚人士的親友和市民大眾的支持，對在囚人士是否能夠面

對現實、改過自新，至為重要。因此，懲教署一直有跟非政府組織

合辦宣傳和公眾教育的活動，呼籲在囚人士的親友和市民大眾關心

和支持在囚人士，預防他們作出自我傷害的行為。  
 
 
在囚人士自我傷害個案的統計和分析  
 
13. 由2010年至2013年4月，懲教院所收納的在囚人士自我傷害及

自殺身亡的個案數目和其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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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數目  

年份 
自我傷害  

（成功被阻止或拯救）

自我傷害  
（引致身亡）  

總數  

2010 86 4 90 
2011 95 0 95 
2012 86 2 88 
2013  

(截至4月底 ) 
23 0 23 

 
個案數目 # 

自我傷害行為類別  
 
 
 

年份  上吊  
吞食  
異物  

用物件  
自我傷害* 

總數  

2010 19(4) 3 68 90 
2011 12 4 79 95 
2012 18(2) 8 62 88 
2013 

(截至 4 月底 ) 9 0 14 23 

(  )括弧內數字為自殺身亡個案  
#  只有小部份個案在事發後被臨牀心理學家評定為真正有自殺意圖  
*  例如撞向硬物和用尖銳物件（例如筆和膠製日常用品等）弄傷身體  
   (例如手部 )等   
 
14. 懲教署曾就自 2011年至今發生的在囚人士自我傷害的個案進

行分析。資料顯示，女性在囚人士作出自我傷害行為的比例較男性

為多；約四成個案是在囚人士接受羈押的第一個月內發生；絕大部

份個案的在囚人士都是因為霎時衝動或事前並沒有明顯徵兆下作

出自我傷害行為。懲教署會繼續分析在囚人士自我傷害風險個案的

資料，以完善部門有關的防止和管理策略。  
 
 
總結  
 
15. 懲教署會繼續採取一切可行措施，致力防止在囚人士作出自

我傷害行為。  
 
 
保安局  
懲教署  
二零一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