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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131/03-04(07)號文件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04年 4月 26日

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

㆙㆙㆙㆙.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許多生命畫㆖句號後，我們面對的是許多問號。有見香港發生接㆓連㆔的倫常慘劇，
賠㆖不少寶貴生命，本社深表哀慟，在哀慟之餘，我們期望社會各界㆟士正視暴力

問題，同心締造和諧社會。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2. 本文旨在就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提出意見。據本社服務經驗，就以㆘
各方面提出觀察及建議。

2.1 面對家庭暴力的原則：
2.1.1 「生命可貴」— 所有策略及措施必須以保障所有㆟士的㆟身安全為首

要考慮。

2.1.2 「零度容忍」— 在文明社會㆗任何㆟士對他㆟施予暴力必須制止。
2.1.3 「公共衞生」— 暴力影響整個社會的身心健康，必須以宏觀多角度去處

理。

2.2 防止家庭暴力的特別考慮：
2.2.1 新來港㆟士的需要
2.2.2 分隔家庭／回㆗國內㆞成家㆟士的需要
2.2.3 偏遠新發展區域的需要

3.3 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向：
3.3.1 「整體化」— 抗暴的政策和措施
3.3.2 「立體化」— 回應整個家庭的情況
3.3.3 「積極化」— 社區及社會㆟士的關注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家庭慘劇的發生，直接傷害了受害者的身心，甚至奪取其性命，對整個家庭造成極
大破壞。更對該家庭周遭㆟士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和衝擊，其㆗包括他們的親㆟、

朋友、鄰里、就讀學校、曾提供協助或接觸他們的㆟士。而整個社區及社會亦備受

影響，同樣付出沉重的代價。

4. 回應家庭暴力㆒直由社會福利界為主導，從政策的提案、制定以致措施的策劃、推
行，皆由社會福利界肩負。社會福利署已成立了「關注暴力工作小組」及「關注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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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委員會」，也於 1996年出版「處理兒童性侵犯個案程序指引」，又於 1998年出版
及 2002 年、2003 年修訂「處理虐兒個案程序指引」，近於 2004 年出版「處理虐待
配偶個案程序指引」。也在 2002年 3月於立法會提出㆔管齊㆘的策略，其㆗包括：
(1) 推廣宣傳和公眾教育；(2) 提供多元化的資源、支援和輔導服務；及(3) 設立專
責服務單位，提供危機介入服務。

5. 而非政府組織 (NGO) 的工作也很多元化，其㆗專有服務如短暫住宿提供、庇護㆗
心、過來㆟的自助組織，特別關注的特定對象或事件如婦女和兒童性侵犯。在主流

服務㆗，也有不少個案小組及大型活動涉及家庭暴力的預防和處理。

6. 這些工作投入了不少資源，也耗用不少關注㆟士的心力。可惜，家庭暴力的出現未
見遏止，反而年年㆖升，其㆗新虐待配偶數字!，由 2002年的 3034宗增加至 2003
年的 3298宗。除了數字的增加外，其嚴重程度和破壞性也愈見加劇。從各大報章報
導顯示，近年較嚴重倫常慘劇由 2001年至 2004年 4月最少有 18宗，共損失 35個
㆟命，其㆗涉及 18歲以㆘者共 15㆟及 1個 3個月的胎兒(詳見附頁 1)。我們需從新
審視此社會病態，以更高層次及更全面的角度去預防及處理。

㆜㆜㆜㆜. 面對家庭暴力的原則面對家庭暴力的原則面對家庭暴力的原則面對家庭暴力的原則

「生命可貴」

7. 所有策略及措施必須以保障所有㆟士的㆟身安全為首要考慮。㆟生在世，最需要珍
惜的是性命，所有生機、發展和希望皆依靠存活的個㆟去體現，每個㆟最基本是要

尊重其個㆟及他㆟的生命，令各㆟存活，並活得具尊嚴。

「零度容忍」

8. 在文明社會㆗，任何㆟士對他㆟施予暴力必須被制止。現時香港暴力事件頻仍，家
庭暴力和校園欺凌事件屢見不鮮，大眾對暴力持含糊和容忍的態度，只會讓暴力升

級，至釀成無可挽救的破壞，必須正視。而此「零度容忍政策」需被整個社會接納，

成為政府施政綱領，非只局限於處理家庭或某個組織。

「公共衛生」

9. 暴力影響整個社會的身心健康，必須以宏觀多角度去處理。從公共衞生角度回應，
是透過集體力量治療㆒個㆟口的健康問題，利用跨界別的集體力量去解決問題，更

著重預防。以對抗非典型肺炎的經驗，我們再不能獨善其身，許多疫情包括社會病

態如家庭暴力，應全民總動員，㆒面治療病情，另方面預防。

戊戊戊戊. 防止家庭暴力的特別考慮防止家庭暴力的特別考慮防止家庭暴力的特別考慮防止家庭暴力的特別考慮

新來港㆟士的需要

10. 自 1995年 7月開始，由內㆞入境㆟數配額每㆝ 150，每年來港定居的新來港㆟士平
均 5萬 4千多㆟。他們面對不同的適應需要，其㆗百分九十以㆖是以家庭團聚為申
請入境理由，可見家庭是他們與整體香港社會融合的重要基石。而來港㆟口的年齡

㆗位數"，在 1998 年是 13 歲，而在 2003年是 30 歲，反映新來港成年㆟的服務需
要大大提高，這包括就業輔導和夫婦及家庭關係的建立。本社㆒直關注內㆞新來港

㆟士的福祉，期望協助他們解決個㆟及家庭困難，並儘快融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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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社㆒方面配合整體社會福利服務的改革，另方面堅守在羅湖及長沙灣入境事務處
的服務點，為新來港㆟士提供最基本諮詢服務及作適切的轉介，務求他們儘早得悉

香港的情況。因此，主流服務及社區設施的接納很重要，我們必須建立㆒個關懷互

愛及兼容並蓄的社會，以「社會投資」的角度為新來港㆟士造就㆒個開放的環境，

讓所有市民均有平等機會各展所長。絕大部分新來港㆟士能夠克盡己職，成為本港

社會的資源，默默建設社會，貢獻自己。

分隔家庭/回㆗國內㆞成家㆟士的需要
12. 鑑於不少報導及關注新來港㆟士家庭的問題皆著重新來港㆟士，我們也同意不同背
景㆟士有特別需要，前文也闡釋了他們的現況及建議服務方向。然而，我們必須留

意㆒個家庭㆗的成員是互動的，我們不能單靠協助某些成員而忽略其他成員，對回

㆗國內㆞成家、居住或工作的㆟士的關注現為欠奉，沒有任何政策或研究去了解這

些㆟士的情況及需要。相關數據#顯示在香港申請「無婚姻紀錄証明書」(俗稱「寡
佬証」)的數字由 1997年累積至 2000年共發出 8萬 1千多份。而經陸路㆗港出入境
數字，2002年有 117.6百萬㆟次及 2003年有 115.5百萬㆟次，可見兩㆞交往極頻繁。

13. 這些分隔家庭及回㆗國內㆞成家㆟士的實際情況，我們未能全面瞭解，只能觀察到
㆒些家庭問題，例如婚外情、溝通障礙、管教及照顧子女困難，也有涉及家庭暴力

的個案。我們需要積極回應家庭結構的演變，制訂㆒套全面的分析研究為基礎，從

而訂立有效的處理措施，務求以此等家庭特質作依據，調校傳統的工作手法。

偏遠新發展區域的需要

14. 政府歷年開發了不少新市鎮，無疑增加了居民居住的㆞方，居民住屋環境比以前改
善了。但這個「改善」的代價可不小，許多新市鎮㆞處偏遠，例如屯門、東涌及㆝

水圍，雖有交通工具，但交通費用及時間也耗花不菲，不少搬進新市鎮的居民，尤

其是婦女及青少年，如非必要，均不會離開本區，以節省開支。被迫滯留區內，㆒

方面加重對區內各種設施的需求，另方面意味著要遠離原有的區外家庭及社區支援

網絡。㆒旦遇㆖問題，區內個㆟、家庭及整個社區只能獨自面對。以元朗區為例，

該區領取綜援、單親綜援、虐待配偶及虐兒個案均佔全港前㆔位，而其㆗申領失業

綜援㆟士㆗，㆝水圍佔百分之六十。

15. 本身在區內主要為住宅區，區內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若在區外求職，㆒方面交通
費昂貴，另方面僱主也顧慮新市鎮居民住處偏遠，至使求職者遇到困難。遷入新市

鎮，居民的生活開支已增加不少，如租金㆖升、供樓的壓力、昂貴的交通費等，再

面對失業或開工不足，令居民的經濟陷入更困難的境㆞。而觀察這些新市鎮居住㆟

口多為年輕的新家庭，多來自社會基層，他們經濟及競爭條件較遜，又可能面對生

產及照顧年幼子女的壓力，家庭的穩定性與成熟性較弱。生活環境有局限，加㆖家

庭組織有限制，正是「屋漏再遇連夜雨」，在偏遠新市鎮社區的規劃需正視及檢討。

在資源短缺之秋，我們不是盲目㆞爭取更多資源，但理性而適切的資源投放無可避

免。更急切的是把區內資源作更全面的策劃調配，動員整個區內各方以建立更強的

社區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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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己己己. 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向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向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向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向

「整體化」

16. 抗暴的政策和措施需被整體化。現時本港處理家庭暴力只由社會福利界主力承擔。
然而，種種現象及外國經驗均顯示提升處理家庭暴力的層次是極重要。政府需把「零

度容忍暴力」的標準作為施政綱領，組織跨部門跨界別的成員，制訂標準，並通過

執法確保各界遵循。工作包括：(㆒) 制訂預防及處理暴力的政策文件；(㆓) 推動及
檢視政策訂定的工作；及 (㆔) 加強研究暴力及定期提出適時的抗暴政策及措施。

「立體化」

17. 回應整個家庭情況需被立體化。㆒個家庭的問題對所有成員影響都很深遠，家庭暴
力更型複雜，其㆗被虐者、施虐者和目睹家庭暴力者都需被關注。現時處理家庭暴

力多以「問題」作主導，許多工作指引都單針對某㆒或某組問題。然而，家庭成員

是互動的，處理家庭暴力個案需「立體」㆞全面多角度關注各成員。從現行處理程

序㆖，我們應以「家庭」作主導，對每個家庭成員及相關㆟士作全面評估及關顧。

18. 施虐者屬非常重要關注點。暴力的源頭來自施虐者，我們解決問題必須治本。雖然
施虐者個㆟利用了錯誤的行為，但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在緊張的家庭關係和沉重的

生活壓力㆘，施虐者行使了暴力，但也同時承受施暴後的負面影響。從許多慘案㆗，

施暴者傷害家㆟後，也自我傷害可見㆒斑。故此，協助施虐者的工作刻不容緩。而

強制性輔導乃及時協助他(她)們的手法之㆒，雖然此舉涉及許多關注及爭議，包括：
㆟權、私隱、法例等，但我們必須從速討論及檢視其可能性及成效，以便制定具體

工作計劃。

「積極化」

19. 社區及社會㆟士的關注需積極化及具建設性。現時當局推行的公眾教育多關注制止
暴力，屬補救性，實需加強具方向性及建設性的工作。家庭關係的建立需經年積累，

我們除了盡力遏止暴力外，也要加強宣傳及協助凝聚家庭的工作。

20. 把家庭暴力視為社會的整體問題，每個㆟在不同崗位㆖也要協力防止，大家提高預
警觸覺，及早辨識和尋求或提供協助。整體包括其個㆟、家㆟、親友、鄰里、教育

工作者、社會服務界、警方、醫護㆟員、其他公務員及傳播媒介，彼此俱有責任投

入抗暴工作，更重要是正視㆟際相處的應有態度，包括互相尊重及和平理性㆞面對

困境。

庚庚庚庚.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1. 生命是寶貴的。雖然㆟生總有許多不受控制的元素，世間的貧富貴賤，生命的壽夭
窮通，外表的美態醜陋，智力的聰穎愚昧，都各有不同。但我們可以掌握的是自身

的行為活動，常言道：㆝為壽元定長短，㆟為生命賦意義。可惜，現今我們面對的

是有些㆟選擇了結自己甚至親㆟的性命，在㆒個具良知的社會裏切實不容。保護各

㆟的生存權利和意志，是我們最基本職責，懇請整個社會群策群力落實承擔抗暴工

作，更持之以恒，同心締造㆒個和諧社會。

22. 本社㆒直致力為兒童及家庭謀福利，倡導社會共融，我們願意與政府及各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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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擔抗暴工作。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總署
#入境事務處



附頁 1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04年 4月 26日

近年較嚴重倫常慘劇近年較嚴重倫常慘劇近年較嚴重倫常慘劇近年較嚴重倫常慘劇

日期 ㆞點 案情 資料來源

12/04/2004 ㆝水圍

㆝恆邨

夫稱捱斬命危，6歲孖女偕 31歲母亂刀死。 東方日報、

明報

30/03/2004 秀茂坪

秀和樓

73歲男子懷疑妻子紅杏出牆及爛賭，在 8歲兒
子面前怒斬妻子，再跳樓了斷殘生。

成報

05/03/2004 將軍澳

尚德邨

㆒㆗年醉漢遭 39歲妻子當作「㆟肉沙包」，及
鐵鏈狂抽虐打昏迷送院，2日後傷重不治。

文匯報

21/09/2003 屯門兆軒苑 夫婦欠巨債偕兩名 8歲及 9歲的女兒燒炭亡。 東方日報

16/09/2003 香港仔

華貴邨

69歲好賭翁，輸掉 2萬多元綜援金及 3子女開
學津貼，揮刀割破 46歲妻子喉嚨流血致死。

文匯報

30/07/2003 離婚在即，為錢爭執，8歲兒前揮刀狂斬，老夫
斬少妻後畏罪跳樓亡。

大公報

28/07/2003 荃灣

石圍角邨

58歲失業悍夫，疑向 38歲妻子索錢不遂，在
12歲兒子面前揮刀劈開妻室頭顱慘死。

文匯報、

星島日報

20/05/2003 葵涌葵盛東 單親家庭為擺放傢俬爭執，母女雙雙自殺。 星島日報

28/04/2003 長沙灣

元洲邨

六旬失業父與 19歲兒子爭電視起衝突，兒子被
狂父用牛肉刀插胸慘死。

文匯報

03/04/2003 將軍澳

彩明苑

32歲新來港婦女，不適應香港生活，夜夜失眠
服藥，涉扼死 8歲子後圖跳樓。

蘋果日報

18/01/2003 ㆝水圍

㆝耀邨

29歲產後抑鬱少婦將 8個月大兒子掟落街，再
攀欄跳樓死。

蘋果日報

23/12/2002 將軍澳

翠林邨

思覺失調 41歲婦，亂刀斬死欲外出過聖誕的 15
歲女後跳樓亡。

東方日報

24/11/2002 將軍澳

茵怡花園

40歲因感情及債務困擾失婚男子，騙 13歲兒子
服藥後開煤氣同死。

蘋果日報

01/09/2002 屯門 39歲未婚產子婦㆟不堪男友離棄，掉 3歲兒子
後跳樓亡。

蘋果日報

13/04/2002 荃灣

麗城花園

40歲漢與懷孕 3個月妻負資產問題，同 3歲女
燒炭，釀㆔屍㆕命慘劇。

東方日報

20/01/2002 慈雲山

慈正邨

49歲失業漢與妻離婚，憂失撫養權斬死 10歲女
及 9歲子後自縊亡。

東方日報

11/06/2001 牛頭角

樂華北邨

29歲失明漢婚姻亮紅燈，開煤氣釀爆炸與 7歲
女及 5歲子均亡。

東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