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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新登記個案 ( 1 )  

 

 
註：  ( 1 )  新登記個案在下文指新登記的保護兒童個案，包括兒童

曾被傷害 /虐待或有被傷害 /虐待危機的個案。  

 
圖 2 ―  按性別及傷害 /虐待事件類別劃分的

新登記個案  
 

傷害 /虐待

事件類別  

男童  女童  

2020 2021 
按年  
變動率  

2020 2021 
按年  
變動率  

身體傷害 /

虐待  240 315 31% 149 278 87% 

性侵犯  52 47 -10% 261 401 54% 

疏忽照顧  101 134 33% 100 141 41% 

心理傷害 /

虐待  1 4 300% 9 5 -44% 

多種傷害 /

虐待  10 19 90% 17 23 35% 

總數  404 519 28% 536 848 58% 

 
圖 3 ―  選定地區的新登記個案數字及個案

發生率  
 
地區  2011-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油尖旺  32 
(0.65) 

50 
(1.13) 

69 
(1.50) 

54 
(1.19) 

57 
(1.28) 

74 
(1.74) 

100 
(2.39) 

觀塘  94 
(1.01) 

102 
(1.09) 

98 
(1.03) 

126 
(1.30) 

114 
(1.14) 

104 
(1.01) 

181 
(2.10) 

元朗  134 
(1.36) 

107 
(1.20) 

104 
(1.14) 

127 
(1.37) 

111 
(1.19) 

96 
(1.05) 

172 
(1.87) 

整體數字  893 
(0.86) 

892 
(0.88) 

947 
(0.93) 

1 064 
(1.04) 

1 006 
(0.91) 

940 
(0.92) 

1 367 
(1.42) 

註：  ( 1 )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為 該 區 /全 港 每 1  0 0 0名 0至 1 7歲 兒 童 的
個案發生率。  

 ( 2 )  期 內在 全 港 各區 中 個 案數 目 最 多 /發 生 率最 高 的 地區 ，

相關數字以藍色標示。  
 ( 3 )  2 0 1 1年至 2 0 1 5年的數字為該段期間的年度平均數。  
 ( 4 )  2019年，個案發生率最高的地區是黃大仙，數值為 1. 33，

而 2016年個案發生率最高的地區是屯門，數值為 1. 27。  

重點  
 
  本港近期先後揭發數宗令人震驚的虐待
兒童案件，引發社會各界對保護兒童

這話題的廣泛討論。香港日趨嚴重的

虐兒問題，可從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的

宗數急升反映出來，有關數字由 2020年
的 940宗增至 2021年的 1 367宗，升幅
高達 45%(圖 1)。然而，上述數字可能
低估了實際虐兒個案的情況，因為年幼

的受虐兒童未必懂得到何處及 /或向何人

求助，亦有可能他們不願意宣之於口，

以免再次觸及不愉快的經歷及被要求透

露有關事件的細節。  
 
  按性別分析，女童受虐個案於 2021年的
增長速度較男童為快 (圖 2)，其新增個案
佔全年受虐個案整體升幅的 73%。在學校
因新冠疫情暫停面授課堂期間，青少年

有更多時間上網，因此較容易誤墮網上

交友陷阱，讓施虐者更為有機可乘，

這情況從大幅上升的女童被性侵犯個案

宗數中顯現出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男童及女童受到身體傷害 /虐待的個案

均明顯上升，這或由於疫情期間，不少

家長在家工作或失業，子女則因暫停

面授課而留家線上學習，以致他們共處

在家的時間增加，磨擦因而增多。  
 
  在 2021年，全港各區中以油尖旺、觀塘
及元朗錄得的個案發生率最高 (圖 3)。
事實上，元朗區在過去 10年間 (2017年
除外 )，一直是問題最嚴重的 3個地區
之一；而觀塘區的個案發生率則普遍高於

全港平均水平， 2021年的數字更較 2020年
高出超過一倍。另值得注意的是，

油尖旺區的個案發生率在 2010年代初一直
低於全港平均水平，但其後情況明顯

變差，案發率近年更遠超整體的平均數字

和高於其他各區。網上資料關於探討地區

個案背後成因的研究不多，有鑒於社會上

近期對虐兒問題的高度關注，各地區虐待

兒童情況的差別或值得多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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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涉及殘疾兒童的新登記個案  

 
註：  ( 1 )  現 存 有 關 新 登 記 個 案 中 兒 童 涉 及 不 同 類 別 殘 疾 的 年 度

數字，最早始於 2 0 1 9年。  
 ( 2 )  一 名 兒 童 可 能 有 多 於 一 種 殘 疾 ， 因 此 不 同 殘 疾 類 別 數 字 的

總和或多於殘疾兒童個案總數。  
 

圖 5 ―  2021年新登記個案的危機因素  
 

最常見的個人因素  
 

 
 
 
 
 
 
 
 
 
 
 
註：  ( 1 )  新 登 記 個 案 數 字 以 識 別 出 的 虐 兒 危 機 因 素 分 類 。 每 宗 個 案

可能有多於一項危機因素。  
 

圖 6 ―  有關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會
福利署舉辦培訓課程的統計數字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處理的  
保護兒童個案  

2 487 2 531 2 800 2 849 3 029 3 568 

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的開支  
(百萬港元 )  

214 216 230 288 290 不適用  

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的社工  
(專業職系 )人手編制  

179 179 220 220 220 220 

社會福利署為相關專業人員舉辦的保護兒童培訓課程  
培訓課程數目  155 137 151 152 150 167 
參加人次 (約數 )  8 000 7 700 11 000 11 000 7 200 10 100 
註：  ( 1 )  每 宗 由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處 理 的 保 護 兒 童 個 案 ，

可涉及一名或更多名受虐兒童。  
 ( 2 )  現時尚未 有保護 家庭及 兒童服 務課 2 0 2 1 - 2 2年度的實際 開支

數字。  
 ( 3 )  社 工 (專 業 職 系 )人 數 包 括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社 會 工 作

主任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重點  
 
  與此同時，涉及殘疾兒童的新登記
保護兒童個案的數目和佔整體個案的

比率，在 2021年分別增加至 437宗和
32%，較 2019年的 243宗和 24%為高
(圖 4)。這些數字反映殘疾兒童較易受
新冠疫情的影響，尤其是患有專注力

不足 /過度活躍症及有特殊學習障礙的

兒童。這類兒童在疫情期間上網課

一般會較為困難，不但學習進度

受阻，情緒亦會轉差。影響所及，

父母或因此較易動怒，承受着更大

的精神壓力，最終可能會訴諸家庭

暴力。  
 
  至於就虐兒事件所識別出的危機
因素，根據社會福利署 (“社署 ”)發表
的《 2021年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統計
報告》，施虐者自身最常見的因素

是 “育兒技巧不足 /缺乏為人父母的

技巧 ”，以及 “情緒 /心理問題 ”(圖 5)。
環境或社會因素亦可是虐兒事件成因

之一，當中以 “缺乏支援系統 ”最為
常見。  

 
  社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提供的
服務，包括向有虐兒問題的家庭提供

協助，以及聯同其他專業人士為受害

兒童制訂福利計劃。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的社工專業職系的人手編制

自 2018-19年度起維持不變 (圖 6)，考慮
到虐兒個案數目急增，社署或有需要

獲增撥人力資源。  
 
  儘管上述情況，政府近年已採取多項
措施進一步加強保護兒童。例如，

政府開展 “正向家長運動 ”，推廣正向
家長教育，幫助家長建立正向思維及

培養正確教養子女的方法和態度。

此外，政府將會推進訂立強制舉報

虐待兒童個案機制，並在 2023年上半年
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數據來源：社會福利署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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