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權益，需獲守護」 

 
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法例」意見書 

 

香港小童群益會關注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重視兒童為本權益及其福祉的保護，並為不同需要

及背景的兒童提供多元化及全面關顧的服務。當中包括透過地區單位丶輔導中心及兒童及青少

年創傷治療服務的接觸，為經歷父母離異、家庭暴力及不同家庭問題的兒童提供支援、輔導及

專業治療服務，協助走過創傷，健康成長。 

 

就法律改革委員會落實《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法例草案，本會將提出有以下意見

及建議。 

 

1. 本會立場 
 

本會原則上同意法例推動以離異各方履行「父母共同責任」的理念，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作

為基礎考量，處理因父母離婚過程及離婚後涉及子女重大事宜安排之原則，並可讓子女能夠按

其意願地表達的意見。然而，在是次建議法例改動中，就本會服務所接觸，離異家庭子女和父

母的個案及會員中面對的問題，並未得到審視，因而可能因落實此法例後，對其家庭造成進一

步困擾以至傷害。	

	
1.1 未有支援配套，離異父母履行「共同責任」令子女再成磨心 

基於本會前線經驗，部份離異家庭在離婚前，父母關係已是惡劣，已難以商議生活重要事

情；而兒童及青少年曾經歷父母離異的過程更表示飽受父母爭執而感困擾。不願已亦有。

然而，現時建議法例改動似乎忽略了這種甚普及的情況，未有充份配套支援服配合，立法

後會令離婚父母需要在履行「共同責任」下，在難於協調父母下可能觸發或引致彼此之爭

執，令到子女再次經歷心理傷害。 

 

1.2 擬定法例未有解決部份離異父母未能履行最基本「共同」供養子女責任已存在問題       

部份離婚婦女反映，在離異後，即使法庭判予贍養費作為供養子女之用，由於現時香港         

沒有機制協助執行贍養令，就著贍養令未能履行支付的問題，對被贍養一方造成極大的          

難題，不少尤其婦女很多時均未能按時、或按數額收取贍養費，部份甚或需要花盡氣力也

未能向對方成功索取；尚有更多者卻未獲得贍養費後獨自負擔養育子女的責任，結果被迫

申領綜援以維持生活。有父母要求子女代為「追數」，亦有子女因為收不到贍養費而被逼

暫停學習活動。是次法改會提出之離異父母履行「共同責任」之時，卻未有解決部份離異

父母「共同」在供養子女未能履行責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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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子女參與權利及其「最佳利益」，未能於父母申辨離婚程序時已獲保障及確定 

本會認為法改會提出以子女「最佳利益」是進步的建議，確定「子女」的合理權益。然

而，本會所服務接觸過曾經歷父母離婚的子女分享，在其父母在考慮離婚及申請法庭的判

令時，未有顧及他們的「最佳利益」，及至離婚後他們始被通知/發現父母已分開，這樣令

兒童難以接受。在離婚過程中甚至未有機會讓子女表達需要，得到最適合自己的安排，令

他們情緒感到相當困擾。 

 

2. 本會建議 
 

就以上狀況，本會有以下建議： 

 

2.1 確保子女福祉/聲音於離婚過程得以彰顯 

本會認為父母離異下兒童的心理創傷丶需要、態度、想法、情緒，在離婚處理程序中必須

得以反映，這才確保子女「最佳利益」及聲音獲得彰顯及有效的被聆聽，並非只於法改會

提出在其父母離婚後才關注其子女之「最佳利益」。故此，本會倡議當父母雙方決定離異

後而涉及子女的管養法令申請時，便需啟動支援服務機制，由獨立於父母之兒童專家與其

子女接觸，了解他們的需要、態度及想法。這樣，不同年齡、能力的兒童都不會失去表達

的機會。相關子女評估報告會由兒童專家向父母講解，並在父母出現爭拗而需要尋求法庭

判決時，把子女的意願及需要呈上法庭作為參考。 

 

2.2 接納不同兒童輔導專家代表子女「最佳利益」 

本會同意法例定明子女可以委任獨立法律代表，讓子女的聲音能在離婚過程中表達。惟本

會同時建議因法庭應接納並容許子女委任其信任的人/兒童專業人士，或在信任的人/專業

人士陪同下表達意見。如兒童有意委任法律代表，可向該兒童專家提出，並向法庭申請，

這可避免兒童為免影響父母而不提出想要法律代表的要求。另現時法庭會判父母支付相關

律師費或申請法律援助，相關程序必須確定該律師不會受聘任人影響，能夠獨立代表子

女。 

 

2.3 建立支援離異家庭之專門服務，並必須包括兒童輔導專業以協調父母與子女的需要 

為協助離異父母履行「共同責任」及避免可能引發的爭拗，本會建議參考外國經驗設立支

援離異家庭之專門服務，當中包括有兒童輔導專業，並配套家庭調解程序，協助離異家庭

尤其兒童成員身心及生活適應，並以家事調解服務處理父母處理就重大事件作決定上出現

爭拗或出現父母未有履行責任的情況，以減少子女面對上庭審判的機會。 

 

 



	

2.4 接受「中介者」協助父母履行「共同責任」 

正如本會前線服務經驗所得，部份離異父母在離婚後關係已是惡劣。故本會建議接受「中

介者」制度，當個別已離婚父母如不欲直接接觸對方，可提出協議選定一位獨立中介者，

作為父母間的聯絡人、協調父母共同管養並就重大事件作決定、在爭拗中證明父或母有否

履行管養子女之責任。擔任中介者的人士可包括：律師、社工或對方的親人。 

 

2.5 重新考慮設立贍養費局 

支付贍養費乃實行父母照顧子女生活的基本責任，但是現行機制對接受贍養費的一方造成

極大困難，一旦支付贍養費的一方不自律下，而接受的一方需要因循民事途徑追討，追討

後仍可能需等待對方自動支付，有不少個案無法收到贍養費，直接影響子女的福祉。故

此，本會建議在法例改動同時重新考慮成立贍養費局，以協助有需要的一方追討贍養費，

並奠定父母履行為子女「共同責任」的重要基礎。 

 

2.6 提倡「親職共責教育」工作 

父母若能夠在離婚後繼續共同對子女履行管養責任，對子女的身心發展來說都有益處，亦

大大減低父母離婚對他們所帶來的創傷。對父母來說，亦能夠在管養、經濟上互相支持。

靠法例改動並不能有效灌輸「父母共同責任」及子女的「最佳利益原則」，離異家庭大都

背景複雜，日積月累才形成難以修補的關係。故此，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在法例改革的同

時，推行在離婚程序啟動之時提供「親職共責教育」，協助父母理解及履行日後責任，法

律改革能夠真正重建家庭角色，守護子女權益。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