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就《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草案 

意見書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本院) 於 1935 年由聖公會何明華主教創辦，是一所多元化

的兒童及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 ; 過去近 90 年，本院一直為優化兒童的福祉而努

力，致力建立兒童友善的社會。現時，本院是全港提供最多兒童之家服務名額

的非政府機構，同時亦營運寄養服務、幼兒園、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臨床心

理輔導服務、家庭支援服務、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專業服務、青年共居計劃等， 

致力為兒童及青少年締造關愛的環境，讓他們健康及愉快地成長，發展潛能，

活出豐盛人生！ 

 

本院深信兒童有被保護的權利，而保護兒童亦是每個兒童服務工作者之本份，

為減少兒童受虐的風險，本院歡迎政府推展保護兒童的措施，並支持《有關懷

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草案，向社會大眾傳達本港對虐兒零容忍的訊

息，並織起保護兒童網及營造關愛兒童的文化。  

 

要為兒童提供全面的保護，需要在立法、行政、社會文化、服務支援和教育措

施等各方面互相配合，因此，本院就草案提出以下意見：  

 

1) 增強相關配套的承托能力  

a) 各界普遍預料，草案通過後，呈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將會大增; 縱然政府公

佈社會福利署將於 2024 年增設一間新的留宿幼兒中心，提供 48 個服務名

額，預計每年平均可照顧 192 名兒童，以應對因呈報虐兒個案急增而產生

之緊急/短期、甚至長期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然而名額之增長可能連

應付現時的需求也有困難，更何況是承托法案一旦通過後可能引申的服務

需求急增情況? 就寄養服務為例，根據社署數字，本港約有 954 個寄養家

庭，共提供 1,130 個寄養服務名額，當中 115 個屬緊急照顧服務名額。現

時，按香港人口 7,291,600 計算（2022 年中數字）， 本港寄養家庭數量對

人口比例為 0.0155%，遠低於其他國家，如英國（0.0795%）、美國華盛頓

洲（0.0649%）。此外，全港緊急/短期兒童之家的服務名額更只有 46 個。

根據本院的寄養服務數字顯示，2022年至 2023年度，寄養服務的轉介個案

數目為 285 個，當中 254 個兒童無法配對至合適的寄養家庭。若連同經其

他機構處理而未能配對的個案一併計算，情況更使人憂慮。由此可見，政

府增加之名額，不足以承托呈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大增的預期，仍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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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度增加配套。 

 

b) 草案建議舉報者在遇到懷疑虐待兒童個案時，需向警方或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呈報，然而後者現時並非直接提供 24 小時服務，晚間之個案需經由

其他非政府機構轉達，未能即時為舉報者接案。如經其他非政府機構轉

達，會增加暴露舉報者身份的風險，亦會延誤接報時間及其後之相關跟進

工作。因此，建議既定的接報單位須直接提供 24 小時之接案及支援服務，

同時增加對舉報者身份的保護。此外，亦需增加配套資源和足夠人手處理

各級別之舉報個案，並加強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科人手，應對立法初期或

其後大幅增加之呈報個案及調查。  

 

c) 按機制，懷疑兒童受虐待事件經「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

討論並定性為虐兒個案後，需為該個案制定福利計劃。然而，此多專業個

案會議並無任何法定權力要求相關家庭執行福利計劃，參與與否，屬自願

性質。因此，要配合草案推展，同時強化家庭的角色及參與，政府應設立

有法定權力的機制，強制虐兒個案的家庭參與及執行多專業個案會議上所

制定的福利計劃 (如參與課程或治療)，否則需承擔一定後果。  

 

2) 提供充足與全面的培訓及增加資源挽留人才  

a) 總結機構多年專門服務兒童的經驗，虐兒個案評估涉及不單是基礎知識的

學習，更需要是經驗的累積，才能裝備充足的敏感度和相關應對技巧，只

靠政府建議的電子學習平台，業界憂慮網上學習模式的成效，加上在刊憲

後 18 個月實施強制舉報機制，更讓業界憂慮短時間內未能充分裝備所有不

同界別的強制舉報者，亦讓他們無法充分掌握強制舉報的規定和建立評估

的能力。建議社署應持續舉辧不同的基礎及深造的工作坊，讓一眾兒童工

作者或新加入服務的同工能實際並適時掌握相關的知識及技巧。 

 

b) 政府應加強條例推廣。本院在本年 6 月進行一項內部員工意見調查，有 8

成受訪者認為條例與工作十分相關，但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不了解或對條例

了解不足。 

 
c) 為讓各指定專業人員能有及早作充分的裝備，政府應考慮要求學院，就與

兒童工作相關學科，加入保護兒童課程及相關法例的單元，讓未來的兒童

服務工作人員從基礎開始，認識如何辨識虐兒、介入、相關社區資源及保

護兒童法例。 

 

d) 由於草案文件建議以表列中的 23 類從業員之個人身份承擔刑責，一旦罪

成，有機會判處監禁，我們憂慮法規會增加兒童服務工作者的工作壓力，

相對照顧長者或殘疾人士等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從業員並無相關法規，



此等壓力，可能導致前線人員急速流失，長期亦有機會使早已出現招聘困

難的兒童服務界別更加雪上加霜，故建議政府考慮增加撥款及資源培訓員

工及挽留人才，協助機構應對法案帶來的挑戰。  

 
e) 政府亦該為表列中的 23類從業員，加強其督導之人手，以支援機構內部在

草案推行初期，處理相關咨詢、流程及政策制定，及支援從業員處理個

案。 

 

f) 草案提及強制舉報者需以指定格式提交書面報告，建議政府擬備參考指

南，附有可舉報狀況的具體例子作參考，並設立簡易及適當的舉報篩選工

具（如澳洲新南威爾斯的 Decision Tree），為強制舉報者提供實務指引，

讓專業同工有所依循。此外，建議書面報告可考慮以簡易之電子表格形

式，提交後可即時收到電子回條確認已遞交成功，並簡單說明有關當局跟

進的流程及時限等。 

 

3) 設定合符比例及更仔細的懲罰準則  

建議強制舉報機制的最高罰則應以罰款處理(而非監禁式刑罰) ，並強制未能按

規定的呈報者參與培訓，以提高強制舉報人員的意識。  

 

a) 刊憲的條例草案建議將沒有履行強制舉報規定法例所界定的虐兒個案責任的

罰則定為三個月監禁及第五級罰款（$ 50,000）。參考外國例子，如澳洲推

行的保護兒童相關法案，當地大部分地區對沒有按法例通報的強制舉報人員

是處以罰款，而非監禁方式。據統計，澳洲在強制舉報法例生效的  20 年

間，舉報個案已增加了 337%，足已證明非監禁方式作懲處已能有效促使相

關人士舉報懷疑虐兒個案。 

 

b) 建議法制增設執行之過渡期。在法案正式實施並執行初期，可以預期業界同

工仍需了解相關法例的實際執行操作及接受相關法例培訓，故建議設立 1 年

過渡期，期間免除刑事負責任，罰款或強制參與培訓則如期執行。與此同

時，為所有持份者提供支援及配套，以確保法案能順利推行。根據本院內部

員工意見調查，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現時罰則過重。有同工認為未舉報個案有

眾多實際考慮因素，未必屬於刻意隱瞞，可能只是工作失誤或未充分瞭解指

引等。留有案底、罰款、牌照扣分或吊銷牌照等已足夠發揮阻嚇作用。 

 

c) 本院贊成為減少強制舉報者的顧慮，於草案中加入保障條文，使他們免於承

擔因真誠舉報而引致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 

 

d) 針對性侵犯個案，部分懷疑受性侵犯的兒童及其家長對於是否即時報案，往

往成為是否求助的一個重點考慮。建議政府考慮是否加入豁免條文或就性侵



個案制訂特別向專責處理性侵個案的指定機構呈報，讓專業人士可因應兒童

之最大福祉，而選擇舉報給相關機構，以避免在條例通過後，反而減低受虐

者及其家庭的求助意願。  

4)對草案條文定義的意見

a) 草案文件中建議受保護的兒童為 18 歲以下，但現行 16-17 歲人士之間或 16-

17 歲人士與成年人士雙方同意下的性交並不屬刑事罪行，建議政府需檢視

條例可能引起的矛盾，以減低呈報者的混亂。

b) 草案文件中第 2 部分指出，強制舉報者基於「真誠相信」而作出舉報，可

免於承擔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按條文意義，強制舉報者是否只需「真誠

相信」，而不需基於「合理相信」而作出舉報？建議政府需澄清條例可能

引起的矛盾，減少混亂。

c) 草案文件中列明強制舉報者需於合理時間作出舉報，建議清晰定義舉報的

合理時間範圍，定義何謂延誤，減少主觀差異，讓專業同工有所依循。

d) 草案文件中檢控期限為首先發現該罪行主管當局發現該罪行的日期之後的

12 個月期間，唯虐兒案件的審訊，結案的時間不一，有些需時多年，如案

件尚未確立罪行，又如何確定強制舉報者沒有舉報「虐兒個案」? 本院建

議虐兒個案成立後才對沒有舉報的強制舉報者作出檢控，並加入申訴機

制。

5)總結 :

預防遠勝於補救，是次立法屬於補救式，是保護兒童範疇中的「守尾門」，最

佳方法是建立兒童友善社會及文化，讓家長及公眾對保護兒童的認識，配合及

早識別和介入高危家庭，為兒童織起全面的保護網。最後，本院盼望在草案通

過後，政府應設立檢討強制舉報的機制，定時且持續檢視推行情況和運作，評

估成效，以便在需要時制定改善方案，使機制能真正發揮安全網的效用。 本院

同時期望兒童事務委員會發揮其保護兒童的角色，盡快建立兒童數據中央資料

庫、推廣保護兒童政策，加強兒童死亡個案及設立嚴重個案的檢討機制，並在

兒童相關政策上，有系統地收集受影響兒童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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