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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一套兒童政策和發展指標，沒有保障兒童健康成長和

全面發展的長遠計劃。在制定、檢討或修改有關法例或政策時，也沒有充分聽取

兒童的聲音。這樣對兒童是不公平的，兒童是國家未來 的棟樑，保障兒童健康

成長刻不容緩，確保兒童享有最大的權益是政府必須要執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審議報告之建議。 

     

    二.家暴兒童是目前最急需處理的問題。據調查發現家暴兒童的心理受到極

大的傷害，情緒和行為方面受到很大影響，往往有情緒低落，學習成績明顯下降，

自責自怨，睡眠困難，發噩夢，焦慮，經常發脾氣，時常哭，過渡活躍，專注力

差，暴力行為，缺乏信心，退縮，甚至尿床，口吃等。如果政府再不重視，及時

處理家暴兒童的問題，將會後患無窮，出現暴力二代或抑鬱二代，給社會造成不

可想像的負累。 

       受家暴影響的兒童個案舉不勝舉。這裡只舉本小組成員看到的個例，個案

1：榮仔，13 歲，讀中學，家暴發生前，成績及各方面良好，遇家暴後，他性格

大變，沉默寡言，上課瞓覺、逃學。媽媽向學校細說詳情並主動要求校方社工跟

進，學校卻不理解孩子的情況，沒有換位思考孩子所受到的壓力，且經常向家長

投訴及罰孩子不能回校上堂。媽媽想盡辦法挽救孩子，於是與學校班主任、訓導

主任、學校社工一齊會談，並得出孩子需要心理治療的結論。之後學校社工卻問

孩子是否需要心理治療？孩子回答不用，便不了了之。最後孩子輟學了，一年後

孩子再回學校求學卻被拒於門外。經過多次傷害，孩子變得更沒自信，終日沉迷

打機，大好孩子又被埋沒了。個案 2：阿燊，小學成績優異，在精英班里一直名

列前茅，讀中學時遇到家暴，成績一落千丈，脾氣暴躁，日日以玩電腦，打機來

打發時間，有時甚至玩電腦到凌晨 5，6 點，無法完成學業，還影響到他媽媽的

休息，同媽媽的關係越來越僵，多次打傷媽媽住進醫院，最後母子分離。仔模仿

爸爸的行為，成為下一個施虐者。這連鎖反應所引致的社會福利、心理輔導及醫

療等費用龐大支出。這不僅是兒童本身，而是整個社會要付出代價。因此，政府

必須及早介入協助逃離家暴家庭的照顧者和孩子重過新生，對家暴的連鎖反應防

範於未燃。 

         

    三.一直以來政府都忽視兒童照顧者，試問如果兒童照顧者的心理不健康，

心理質素不佳，能培養出好的孩子嗎？培養下一代都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社會的棟

樑，而不是拖累社會。政府有責任給予照顧者以支援。尤其是家暴兒童的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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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受虐婦女，她們心身受創，情緒低落，極度彷徨，導致直接影響到兒童的心

身健康，她們遇到很多困難，需要得到政府的幫助和重視。 

        （1）家暴受虐婦女經常遇到警察對事件處理不當，時有險境，導致婦女

和兒童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2）遇到家暴致傷的受虐婦女，情緒很不穩定，多數帶著個小朋友逃離

出來，小朋友無人照顧，無奈，只能跟媽媽去醫院，在醫院驗傷和治傷的輪候時

間太長，會增加受虐婦女及孩子的心靈創傷，容易發生意外，如受虐者精神崩潰

產生輕生的念頭；發脾氣打孩子；孩子因恐懼過度而日後難於修復等等。 

        （3）家暴兒童照顧者在生病，需要處理法律程序及其他緊急事宜時，兒

童沒有得到幫助和照顧服務。 

        （4）心理支援不足，政府沒有針對家暴照顧者而設的心理輔導，親子或

單親家庭關係的服務。 

         （5）庇護中心的宿位不足，家暴受虐婦女帶兒童入住中心的期限是 14

日，這是不應該的。她們突然逃離家庭，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中心社工應該幫

助她們如何解決困難，而不是催她們找房搬走。待她們情緒穩定後才決定去向。 

       

     四.兒童發展基金嚴重不足，政府雖然已有地區青少年發展基金，促進弱勢

社群兒童及青少年的多元發展。但大部分的個案每年去要求社工申請時，社工回

覆名額已滿，只有少部分申請到，亦非每年可以申請。所以這些兒童想發展自己

的興趣及其他課堂以外的技能根本無充足的機會。地區青少年發展基金自 2005

年 9 月起推行，在 2005-06 年度及 2006-07 年度，分別有 20 891 名及 29 190 名

兒童及青少年受惠於這項計劃，可惜，當時綜援受助人和未有領綜援家庭的兒童，

遠比所資助的人數多，此項基金遠遠未能確保弱勢兒童的發展需要。每年 1500

萬的基金只有 60%會根據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的個別項目開支，以直接現金援助形

式發放，以此計算，2006-07 年每受助兒童及青少年所獲的金額約為港元$300。

請問香港政府如何能保證低收入、綜援家庭、暴力家庭兒童人人有機會，年年能

申請此基金呢？政府有沒有機制檢討此項基金發放的上限，以保證基金的資助額

能足夠支持兒童發展？ 

         

    五.人口政策，七年限制間接影響兒童的家庭幸福及健康成長，無形中分裂

家庭。本來夫妻之間應該是平等互愛的，但是七年限制，沒有福利，沒有申請房

屋的權利，使嫁過香港的婦女感覺低人一等，壓力大，沒有自信心，引起很多家

庭矛盾，這常常是家暴的導火線，殃及兒童。加上政府對新移民支援服務不足，

令很多新移民婦女不適應香港生活，不熟悉香港文化，不認識社區服務，遇到突

發事件，如家暴，不懂得求助，容易產生消極態度，走向極端，連自己都保護唔

到，談何保護兒童？ 

        

 



 六.香港現時的托兒服務與法例規定有矛盾。現在的托兒服務中心只看管 6

歲或以下的兒童，那麼 7 歲至 16 歲的兒童是不是不用管了呢？但香港法例又規

定 16 歲以下的兒童不能獨留家中，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個階段的兒童得不到

人身安全保障，享受不到“受保護權”，政府應該檢討政策，為所有兒童設立足夠

適合他們需要的照顧服務和設施，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意外。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建議： 

 

1. 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制定兒童政策，聽取兒童意見。為保障兒童健

康成長和全面發展做好長遠計劃。 

 

2. 盡早成立家庭暴力專責法庭。此法庭同時處理民事和刑事，配合司法介入

家暴的政策，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幫助，才能有效地

解決贍養費和探視權，讓兒童活得有尊嚴。 

 

         

3. 為所有家暴兒童常規做心理評估及治療，提供適切的服務和支援，讓專業

人士幫助家暴兒童早日走出家庭暴力的陰霾，重建自信心。 

 

4. 為兒童照顧者提供心理及生活支援服務，育兒和親子溝通培訓服務 ，    

親子活動服務。同時為家暴兒童照顧者提供以下幫助： 

(a) 所有家暴個案應由保護家庭及兒童科跟進，以確保婦女及兒童安全。 

(b) 醫院優先和及時處理家暴致傷的婦女的診治，避免長時間候診。驗傷

須由法醫檢查，適切治療家長，受益最大的也是兒童。 

(c) 政府設立有緊急或特殊需要照顧的家暴兒童的托兒服務機構，以暫時 

解決家暴照顧者的困難。 

(d) 政府提供專門針對家暴受害人而設的心理輔導，情緒支援服務。 

(e) 增加庇護中心宿位。入住期限應待受虐婦女的情緒穩定後先決定，中

心職員應同時關注受虐婦女有條件租約計劃的進展程度，與入住期限

配合，免兒童在短時間內多次搬遷，適應新環境而導致情緒不穩。 

 

5. (a) 兒童發展基金要有足夠的配額及隨著通漲作出調整，以確保弱勢社群    

   兒童人人及年年都可以申請，以促進他們的長遠發展  

(b) 政府應該要透過康民署等部門為低收入及綜援家庭的兒童提供免費 

及多元化的文化和藝術活動。 

         (c) 為家暴兒童設立特別的支援基金。如果經評估認為某項興趣對家暴兒 

童的心理治療有幫助，政府應該要全資支援此兒童發展該項興趣，直 

至順利完成。 



 

6. 政府必須檢討人口政策，取消七年限制，政府帶頭反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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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該為新移民提供適

應服務： 

（a) 新來港人士在申請身份證期間，政府應規定人人必須就讀適應課程，

包括：瞭解香港文化，環境，社區服務機構，社區資源以及《新來

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裏面的內容。幫助新移民適應香港，減少與

在港家人的隔膜，從而減少家暴發生。 

（b) 為新移民就業提供方便。再培訓局應設專業過渡課程。政府放寬學

生學習貸款範圍，使有需要發展自己本身專業的新移民提供免息貸

款服務，以助其參加考證書課程。 

 

7. 增設托兒服務機構，凡是有需要的兒童都享有應得的服務，保證就業家長

無後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