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聯絡方法: 廖 銀 鳳    

                                                                              

                      遞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處理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問題的政策》立場書 

 (2013 年 2 月 19 日) 

 
回應 ：政府當局提供立法會之 CB(2)620/12-13(15)號文件。 

 
為受害人及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提供的福利服務 

      第 2 頁第 5 點：除了個別輔導，社工也會為受害人和他們的子女安排教育。如果兒

童出現心理或精神問題的徵狀，社工會為他們安排由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提供的

服務。 

      本社接觸的個案大部分是家長帶小朋友到學校拍門攞學位。根本對兒童轉校沒有安

排。 

      另外：本社接觸的個案其中一個家庭暴力受害者已離開前夫施虐者 3 年多， 在庇護

中心住了 11 個月，當初她是重案組跟進，因為沒人照顧小孩，每次約見社工都需帶同兒

子前往。社工與她傾談，兒子便安排在玩具房，其中一次社工與她傾談完畢到玩具房問

兒子一句說話：爸爸有沒有打過電話給你們。受害者當時的感受是：社工不相信她的說

話，所以才這樣問兒子，只是證實她說話的真偽。 

     幾年來本社接觸的個案，大部份社工沒主動和目睹暴力家庭的小朋友傾談過，如何知

道目睹家庭暴力的小朋友是否出現心理或精神問題的徵狀呢？更不用談評估的問題。除

非媽媽被小朋友氣到實在處理不到小朋友的情緒問題，媽媽向社工訴苦小朋友出現了的

問題，甚至主動提出小朋友需要睇精神科，社工才轉介睇精神科。 

      請問：是什麽原因？？？                                             

      目睹家庭暴力的小朋友，從各項的研究已知有一定的影響，大家都已知是事實。其

中有一個例子：最近有一次，幾個姊妹聚會討論家庭暴力如何影響受害人時，有一位小

朋友在旁邊玩耍，時而走近聽下時而走開，他得知姊妹在講家庭暴力之事便拿起筆和一

張空白紙畫了一幅圖，圖中間一個圓圈里寫了(孩子)兩個字，周圍畫了幾個圓圈。分別寫

了以下幾個內容： 

1：情緒：被父母影響，由活潑開朗變成(宅男)，見到人精神繃緊，見到家人甚至害怕。        

2：性格：被父母影響，脾氣古怪，容易波動，甚至被影響至有自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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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不和諧，吵架。甚至涉及到小孩也吵，家不是家。        

4：社交：和朋友不融洽，完全沒朋友，慢慢形成自閉，甚至影響一生，做事也被鄙視。 

    這個小朋友沒有受到任何社工評估和心理輔導。而自己寫出這麼多家庭暴力帶給自己

的影響。看了讓人心痛，請大家深思！！ 

 
為新來港受害人提供的經濟援助  

  第 4 頁第 12 點： 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綜援”)

的人士必須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年齡在 18 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符合上述

規定。社署署長可在特殊情況下行使酌情權，向不符合居港規定的人士發放綜援。 

      本社接觸的新移民個案當中，不少是重案組跟進的，都是用未滿 7 年而拒絕為受害

者申請綜援。最近農曆新年後本社接到兩新個案都是重案組跟進，其中一個是用未滿 7

年而拒絕為受害者申請綜援，只申請小朋友的綜援，而要受害人「食煲仔飯」。其中一位

受害人大女 5 歲，小女兒才一歲多，母女於 12 年 8 月份發生家暴後由社工轉介入住庇

護中心。受害人需要帶兩幼女根本不能投入工作，三人只能靠兩人綜援過活。另一位受

害人的女兒亦年僅 7 歲，社工用受害人是透過父母申請來港為由拒絕申請綜援，現只靠

女兒的一份綜援金維持兩母女的生計。 

      活生生的例子多不勝數，前線社工已將家暴受害人拒之門外，請問署長如何得知而

行駛酌情權呢？如何為新來港受害人提供經濟援助呢？ 

 
為受害人提供的住屋援助 

       第 5 頁第 16 點：「體恤安置」下設有「有條件租約計劃」，讓正在等候離婚判決

書，而須管養子女及無安身之所的人士入住出租公屋。自二零零一年起，該計劃的涵蓋

範圍已經擴展至已提出離婚但沒有管養子女的家庭暴力受害人。 

      本社接獲的新移民個案當中，大部分入住庇護中心，社工卻叫受害人出外租房住而

不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 

      請問住在庇護中心的受害人有沒有迫切住屋需要呢？她們身心受重創且拖兒帶女，

及綜援支助房屋津貼過低，根本不能租一間適合可讓身心受創的家暴受害人及目睹家暴

的小朋友休養生息之地方棲身。請問為何不行駛酌情而要她們租房呢？ 

 
警方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安排 

     第 6 頁第 22 點：警方會把家庭暴力受害人轉介至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 

     本社接觸的家暴個案當中部分是原本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發生家暴後卻沒有轉

介至保護家庭及兒童科跟進，仍然繼續由原中心跟進，為何不是統一轉介保護家庭及兒

童科跟進呢？ 

    第 6 頁第 23 點：「家庭暴力雜項」案件則包括普通襲擊。社工同樣會就有關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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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接觸受害人。 

    為何將普通襲擊納入「家庭暴力雜項」案件？何謂普通襲擊？ 

    另外警方轉介社工，社工接收個案後，最快多少工作天接見當事人，有多少時間接

觸？ 

     第 7 頁第 27 點：警方會盡快拘捕任何有理由相信涉及罪案的人士，及按情況檢控或

要求犯罪者簽保守行為。檢控則要視乎有否足夠證據而定，亦取決於受害人是否願意給

予口供及在法庭上指證疑犯。 

     請問警方是否明白受害人的感受？受害人報警是希望受到警方保護，至於是否檢控施

虐者是警方的責任，為何要將責任交給受害人呢？因為受害人當時的心情非常複雜，想

檢控但又擔心影響兒女，更害怕施虐者會報復，所以通常警方問及受害人是否檢控施虐

者時，受害人會選擇不檢控。 

謀殺案的死者都不能指控殺人犯，請問警方有問過死者要檢控殺人犯嗎？最後為何警方

會檢控殺人犯可以破案及定罪？ 

 
為受害人提供的健康及醫療服務 

     第 8 頁第 31 點：如果學生健康服務的醫護人員懷疑學生被虐待或被性侵犯，主任醫

生會按服務單位的指引並轉介個案到警方與社署成立的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作進一步

調查及處理。 

     請問有多少個案由此發覺？ 

     第 8 頁第 33 點：除為這些受害人提供所需的醫療檢驗和治療外，醫護人員還會把他

們轉介至駐守醫院的醫務社工，以作進一步評估及跟進。 

     本社接觸的家暴個案，大部分被虐打後到醫院檢驗時並沒有轉介至駐守醫院的醫務社

工跟進。 

    第 9 頁 35、36 點：醫管局亦聯同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衞生署和社署，推行「兒

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醫管局應提供場地給非牟利民間團體作服務之用，讓他們更容易接觸有需要的家庭及

人士。 

 
協助受害人收取贍養費 

     第 9 頁第 37 點：政府的結論是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以代收和追收贍養費，對於贍養費

受款人或納稅人來說，不會比改善現行收取贍養費和執行贍養令的制度帶來更多顯著的

好處。 

    本社接觸的家暴個案大部分個案無法收取贍養費，因為施虐者根本不會負責任而且會

恐嚇受害者，受害者不想兒女受影響，亦害怕生命受威脅，所以放棄收取贍養費而申請

綜援，讓一些有能力支付贍養費的人無需承擔責任，將此責任轉嫁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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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政府現時領取綜援個案有多少是屬於此類人士？  

  
為前線人員提供的培訓 

      第 10 頁 41 點：社署定期為前線工作員提供各種培訓課程，以提高他們在處理家庭

和性暴力個案的知識和技巧。 

      培訓導師的價值觀對培訓的內容很有關鍵性，所以社署以後開展此類培訓課程，邀

請同路人及有性別角度的人士作培訓員，以便各專業人士掌握受害人的心路歷程，及掌

握她們的需要，作出適當的服務。 

 
基於以上原因 

建議如下: 

1.  將家庭暴力提昇至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家庭暴力是公共衛生問題而不是家庭問題，要  

有公共衛生角度處理家庭暴力。 

2.   因為文化的差異，需設立少數族裔特別中心。 

3.  建議成立一個特別為同性、跨性別人士而服務的中心，包括庇護中心，及專項服務給

他們。 

4.   完善現時社署有關家庭暴力之資料庫，如新移民、少數族裔，酌情權之數字。 

5.  簡化禁制令手續，社署社工可以代受害人作出申請，或應該簡化程序在家事法庭成立

一個簡便申請部門，讓申請人可以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以加強條例對受害人的保護。 

6.   擴展庇護中心的宿位。 

7.  醫管局應提供場地給非牟利民間團體作服務之用，讓他們更容易接觸有需要的家庭及

人士。 

8.  邀請同路人及有性別角度的人士作培訓員，以便各專業人士掌握受害人的心路歷程，

提供適切的服務。 

9.  建議所有家暴受害人及目睹家暴之兒童都應給予心理評估及治療，及轉介至保護家庭

及兒童科跟進。 

10.  建議立法會成立一個家庭暴力工作小組委員會，讓民間團體更有效向政府官員及議

員祥述現時家暴狀況及未來工作計劃。 

11.  成立贍養費局，令有能力撫養子女的家長履行責任，減少政府在綜援的支出。 

12.   落實 2006 年審議香港特區政府報告結論四點︰ 

      (1). 特別關注偏低的家暴案件檢控率； 

      (2). 促請政府加強協助家暴婦女受害人尋求法律保障； 

      (3). 改善司法、法律醫護人員以及社工在處理家暴問題上的性別意識的訓練；及 

      (4). 政府需調撥足夠的資源來打擊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並在下次報告內提供   

關   於預算案的分配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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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檢討人口政策及《有條件租約計劃》，能更有效地幫助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新移民家

暴受害人及其子女。 

14.  檢討警方在處理家暴個案(13 年 1 月 9 日答黃碧雲議員)以下三項分類:家庭暴力(刑事)

案件、家庭暴力(雜項)案件、家庭事件。其中「家庭暴力(雜項)案件」包括普通襲擊。

點解普通襲擊是家庭暴力(雜項)案件？ 

15.  檢討死亡機制，應擴闊至嚴重個案。 

16.  設立專責宣傳(政策/法例等)部門，(類似長生津)要額外人手，令市民普羅大眾認知此

等政策及法例，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17.  檢討重案組及醫務社工人手，程序。 

18.  檢討「受害人支援計劃」，這是先天不足的怪胎。 

19.  設立家庭暴力法庭，專責處理有關事項，讓司法界能累積經驗，在法律層面幫助施

虐者及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