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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588/15-16(01)號文件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兒童死亡檢討報告的跟進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各委員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立法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就 兒 童 死 亡 檢 討 報 告 所 提 出 的 事

項。  
 
背景  
 
2.   為促進跨機構及跨專業合作，以預防可避免的兒童死

亡事故，社會福利署 (社署 )於 2008年 2月開始推行「檢討兒童

死 亡 個 案 先 導 計 劃 」， 檢 討 在 2006年 及 2007年 發 生 涉 及 死 於

自然或非自然因素的 18歲以下兒童的死亡個案，以找出服務

及 制 度 上 優 良 或 可 改 善 之 處 ， 並 作 出 建 議 。 社 署 於 2011年 5
月 成 立 常 設 的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 討 委 員 會 (檢 討 委 員 會 )， 由

2011年 6月 開 始 運 作 ， 在 完 成 檢 討 發 生 於 2008年 及 2009年 的

238宗兒童死亡個案後，於 2013年 5月發表首份報告，並在報

告提出 21項建議，以預防可避免的兒童死亡事故。該報告已

上載於社署網頁。其後，檢討委員會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10
年及 2011年的 238宗兒童死亡個案後，於 2015年 7月發表第二

份報告，並在報告提出 47項建議。該份報告亦已上載於社署

網頁。  
 
3 .   社 署 於 2015年 12月 14日 向 委 員 匯 報 兩 份 報 告 的 內 容

[立法會 CB(2)421 /15-16(06)號文件 ]。在該會議上，有委員要

求政府就以下五個事項作出跟進 :   
 
( a )  為高危家庭提供社工及庇護中心的聯絡電話號碼；   
(b )  加強 24小時熱線服務，為面對家庭危機的人士提供危機

介入及情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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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由醫務社工到有嚴重精神病患者的高危家庭進行跟進探

訪；  
(d )  為學校提供有關處理患有精神病的學生的指引；及  
( e )  就第一及第二份兒童死亡檢討報告所提建議作出回應，

以及政府當局因應該等建議採取的行動。  
 
 
跟進工作  
 
4 .    檢討委員會在完成檢討每兩年的個案後，均會將建議

送交相關政策局／政府部門和機構／組織尋求意見和回應。

檢討委員會會繼續跟進建議的落實情況，而對於曾於先前報

告提出相類的建議，檢討委員會會主動向有關方面查詢各項

改善措施的最新推行情況，並將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和相關政

策局／政府部門和機構／組織的意見、回應和改善措施的推

行情況，按不同死亡因素，詳列於各份報告內。  
 
有關加強電話及熱線服務的要求  
 
5.  社 署 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及 面 對 危 機 的 個 人 ／ 家 庭 提

供一系列的服務，以便他們尋求意見和援助。如緊急個案需

要即時支援，可透過社署 24 小時熱線 (2343  2255)聯絡社工，

社工會為有需要的個人／家庭提供即時電話輔導、支援和諮

詢，並安排適切的跟進服務。如有需要，社工會提供外展服

務 (包括於深宵時分 )，並提供即時的援助。  
 
6 .   現時五間婦女庇護中心、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 (即芷若

園 )和 家 庭 危 機 支 援 中 心 均 會 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及 面 對 危 機

／困擾的個人／家庭提供 24 小時的熱線服務。這些中心在

深宵時分會接受警方和社工的轉介，為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

提供緊急住宿服務，受害人亦可直接聯絡各中心尋求緊急宿

位。  
 
7 .   為 使 警 方 在 處 理 緊 急 及 高 危 家 庭 暴 力 個 案 時 可 即 時

得到專業意見及／或獲得社工支援，警方與社署自 2006 年

10 月起設立 24 小時轉介直線電話，透過這轉介直線，警方

可在任何時段，包括深宵時分向社工尋求意見、協助或轉介

緊急個案予社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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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家庭的跟進探訪  
 
8 .   醫務社工與醫療及專職醫療人員緊密合作，透過病房

巡診和跨專業個案會議，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家庭。醫務社工

為嚴重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提供全面跟進，其中包括參與由

醫院管理局為支援社區內嚴重精神病患者而設的「個案管理

計 劃 」及 「 危機 介 入小 組 」，以 跨 專業 協 作模 式 ， 透 過 不同

途徑，如家訪、面見及電話聯絡等，評估他們的家庭狀況，

以便為他們提供深入的支援及適切的福利服務。醫務社工亦

與 區 內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及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協 辦

推廣精神健康的活動，以提高社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及

認識。  
 
處理患有精神病的學生的指引  
 
9.  為 協 助 學 校 支 援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學 生 ， 教 育 局 在

《學校行政手冊》中備有「學校如何幫助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學生」指引 (指引 )，以供學校參考。指引內容包括：及早識

別有精神健康問題而需要支援的學生、主動接觸有精神健康

問題的學生、設立跟進及支援機制、設立機制讓有關的持份

者共同參與支援、加強家庭及學校的溝通、訂定合適和有效

的支援策略等及採用「全校參與」模式促進學生精神健康。 
 
就兒童死亡檢討報告所提建議作出回應  
 
10 .   檢討委員會在檢討兒童死亡個案時會作出建議，並以

書 面 向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 機 構 查 詢 它 們 作 出 相 應 改 善 措

施及了解跟進的情況，而各部門╱機構亦積極回應。檢討委

員會的建議，以及有關各方的意見、回應和落實改善措施的

情況，均收錄於檢討委員會發表的報告之內，以供各界參考

和討論。有關政府部門跟進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的一些例子載

於附件，以供參考。  
 
11 .   對於有需要即時提出關注的事項，檢討委員會會將所

得觀察和建議與持份者分享，盡早尋求回應和作出改善，而

不會待檢討報告發表時才進行。檢討委員會最近曾就新生嬰

兒於產後病房餵哺母乳期間死亡的個案，向相關的部門╱機

構╱組織表達關注，並得悉有關機構已即時採取各項預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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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括於產房和產後病房內就餵哺母乳時的照顧採用實務

指引、就餵哺母乳時的適當姿勢和期間的監察，加強對護理

人員和家人的教育、以及在有需要時為正接受母乳餵哺的新

生嬰兒接上脈搏╱血氧監察儀器等。有關的專業學會亦建議

採納新近發表於學術期刊的文章內的多項管理方法，以預防

新生嬰兒的突然死亡事故。  
 
 
徵詢意見  
 
12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教育局  
社會福利署  
 
二零一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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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政府部門跟進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的例子  

例子  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有關部門的回應  
(1 )  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06

年及 2007 年的兒童死亡

個 案 後 ， 檢 討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先 導 計 劃 檢 討 委 員

會於 2010 年 12 月發表

總結報告，其中建議「對

年 輕 及 經 驗 不 足 的 司 機

實 施 特 別 限 制 ， 以 減 低

他 們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危

險。」  

「暫准駕駛執照計劃」已由

2009 年 2 月 9 日起，擴展

至 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的 新

領牌司機，藉以加強道路安

全。法例規定暫准駕駛執照

持有人必須通過 12 個月的

暫准駕駛期，才合資格獲簽

發正式的駕駛執照。他們除

了 須 遵 守 現 時 適 用 於 一 般

駕駛者的駕駛限制外，亦須

遵守額外的駕駛限制。  
 
於 2008 年 7 月刋憲的《 2008
年 道 路 交 通 法 例 ( 修 訂 ) 條
例》已載明一籃子措施打擊

及遏止酒後駕駛、危險駕駛

和 其 他 不 當 駕 駛 行 為 。 此

外 ， 當 時 正 在 考 慮 中 的

《 2010 年 道 路 交 通 (修 訂 )
條例草案》亦會進一步收緊

打 擊 酒 後 駕 駛 和 危 險 駕 駛

的法例。這些措施亦適用於

年 輕 及 缺 乏 駕 駛 經 驗 的 司

機，對不當的駕駛行為加強

阻嚇作用，從而改善道路安

全。  
 

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08
年及 2009 年的兒童死亡

個 案 後 ，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討委員會於 2013 年 5
月 發 表 首 份 報 告 ， 其 中

建 議 「 限 制 持 暫 准 駕 駛

執 照 的 司 機 駕 駛 高 性 能

汽車 (包括跑車、高引擎

適 用 於 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之「暫准駕駛執照計劃」已

由 2009 年 2 月 9 日起實施。 
 
《 2010 年 道 路 交 通 (修 訂 )
條例》已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 生 效 ， 以 增 加 酒 後 駕

駛及危險駕駛的刑罰。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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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汽車和改裝汽車 )，
或有助防止交通意外。」 

例適用於所有司機，包括年

輕 及 缺 乏 駕 駛 經 驗 的 司

機，該條例的目的是對有關

不 當 的 駕 駛 行 為 加 強 阻 嚇

作用，從而改善道路安全。

酒後駕駛方面，該條例引入

三級遞進刑罰制度，即是酒

精比例超標越多，停牌期越

長。至於危險駕駛方面，該

條例增訂「危險駕駛引致他

人 身 體 受 嚴 重 傷 害 」 的 罪

行。  
 
另外，《 2011 年道路交通 (修
訂 )條例》已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 生 效 ， 該 條 例 適 用 於

所有司機，包括年輕及缺乏

駕駛經驗的司機。該條例的

目 的 是 收 緊 對 毒 後 及 藥 後

駕 駛 的 管 制 和 賦 權 警 方 進

行初步藥物測試，從而對毒

後 及 藥 後 駕 駛 罪 行 進 行 更

有效執法。  
(2 )  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06

年及 2007 年的兒童死亡

個 案 後 ， 檢 討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先 導 計 劃 檢 討 委 員

會於 2010 年 12 月發表

總結報告，其中建議「設

立 機 制 ， 在 驗 屍 後 如 確

定 已 故 兒 童 有 遺 傳 病 ，

讓 法 醫 知 會 及 轉 介 其 家

屬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 跟 進

診治及遺傳輔導。」  

關 於 設 立 讓 法 醫 給 予 意 見

的機制，有關部門已採取如

下的做法：  
( i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法 醫 會

應 家 人 的 要 求 向 他 們 闡

釋驗屍結果和死因；及  
( i i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如 在 驗

屍 期 間 發 現 未 經 診 斷 的

遺 傳 病 ， 法 醫 會 主 動 約

見 有 關 家 人 闡 釋 結 果 和

給 予 意 見 及 ╱ 或 因 而 轉

介 家 長 和 尚 存 兄 弟 姊 妹

接 受 適 當 的 跟 進 治 療 ，

包 括 遺 傳 輔 導 ( 如 有 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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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08
年及 2009 年的兒童死亡

個 案 後 ，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討委員會於 2013 年 5
月 發 表 首 份 報 告 ， 其 中

建 議 「 設 立 機 制 ， 在 驗

屍 後 如 確 定 已 故 兒 童 有

遺 傳 病 ， 讓 法 醫 知 會 及

轉 介 其 家 屬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 跟 進 診 治 及 遺 傳 輔

導。」  
 

上述意見仍然適用。  

在完成檢討發生於 2010
年及 2011 年的兒童死亡

個 案 後 ， 兒 童 死 亡 個 案

檢討委員會於 2015 年 7
月 發 表 第 二 份 報 告 ， 進

一 步 建 議 「 就 先 天 性 代

謝 病 進 行 新 生 兒 篩 查 ，

有 助 識 別 和 防 止 這 類 遺

傳 疾 病 所 引 致 的 死 亡 再

次 發 生 。 醫 療 團 隊 在 接

觸 到 這 類 個 案 時 ， 應 鼓

勵家人接受遺傳輔導。」 
 

相 關 部 門 間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研究在公營醫療系統中

試 行 為 初 生 嬰 兒 進 行 先 天

性 代 謝 缺 陷 篩 查 計 劃 的 可

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