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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 

對『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意見書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下稱本議會)  乃一個由本港主要營辦非牟利幼兒教育服務

機構所組成的同業議會，成立於2003年，旨在倡導適切幼兒身心發展成長之優質幼兒教

育，並從家庭支援、教師專業及幼兒政策多元層面為幼兒謀福祉；同時重視與政府各部門的

衷誠溝通與合作，好讓福利及教育政策福惠幼童，並推動幼兒教育與照顧服務邁向更優質

的水平持續發展。本議會成員涵蓋全港逾40間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有300多間幼稚園／

幼兒學校／幼兒園，佔全港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提供全日制服務的93%，部份成員提供幼

兒服務的歷史超逾半世紀。 

毋庸置疑，保護兒童絶對是整個社會所有持份者的責任與義務，任何人如發現有兒童

受到嚴重傷害，必須即時舉報先保障相關兒童的生命安全，再透過多專業協作使能全方位

跟進兒童的最佳福祉。然而就『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的

內容重點，只集中陳述強制舉報者的從業員類別、舉報個案的分類與建議級別、未履行舉報

責任的罰則、對強制舉報者的權益保障、與及電子平台學習的培訓安排等，尚略欠整全的兒

童福利規劃與相關的政策措施，包括促進家庭健康、完善預防與補救機制、及加強公眾教

育，以能更有效地保護兒童，讓兒童在成長階段獲得最適切的培育與支援。 

因應諮詢文件內容，本議會謹提出以下各十項關注及建議：  

 一) 十項關注 

1. 保護兒童不應狹義設限在補救工作 

能夠在原生家庭穩定而安康成長，才是兒童的最佳福祉；特別是早期培育乃是奠定

個人自我價值、學習態度與能力、對別人以至社會的信任度及品格塑造的關鍵期。

初生至六歲的幼兒與中、小學生不同，其心理狀況甚為敏感，極受父母或照顧者的

情緒與反應影響，但幼兒的理解及表達能力卻有限，只能透過波動情緒與異常反應

作為求助的訊號。然而育有幼齡子女的家長一般屬較年輕或新手父母，尚未清楚了

解嬰幼兒的發展特徵與身心需要，甚或對最基本的依附關係與飲食作息亦欠完整的

認知，更遑論建立適切的培育方法與技巧。 

加上幼兒家長亦會受到其個人成長背景的影響，他們同時處於事業發展或家庭經濟

的壓力之中，更可能因需與長輩同住，基於香港一般居住的環境較狹窄、空間有限，

容易產生生活嫌隙，影響家庭和諧關係，倘幼兒因此而出現特殊狀況，家長在面對

多重壓力下，家庭問題與親子關係的衝突亦會成為一個惡性循環。舉例幼兒常見的

妒忌心理而出現倒退或反叛行為，父母往往不明所以而造成親子關係的張力或夫婦

/婆媳間的衝突，如能及早認識及處理，甚至及早支援年青家庭有關住屋及照顧幼

齡子女的需要，當實質生活問題獲得解決，將可有效減低因夫婦感情或婚姻破裂、

有特別學習需要兒童的家長面對長期照顧的壓力、或家庭暴力等不可逆轉狀況。 

不必實證研究，公認的事實乃幼稚園學童的家長是參與度最高及最合作的社群，更

是百分之百最能接觸所有幼兒家庭；因此，盡早及適切地投放資源支援育有零至六

歲幼兒的家庭，才是政府與整個社會最應聚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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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各界及不同專業對虐兒定義應一致 

幼兒教育機構的教學人員一直高度關注幼兒的身體、情緒，甚至家居飲食與作息等

狀況，且與幼稚園駐校社工有良好緊密的溝通及協作。社會各界尤其各類社會服務

的專業社工、教育工作者及紀律部隊，對虐兒定義必須有一致看法，虐兒或懷疑虐

兒個案一個也嫌多，無論是轉介個案或報警求助個案，尤其有家暴或幼兒被獨留的

個案，更必須嚴謹處理。 

3. 擬立法目的不應僅限於強制舉報 

強制舉報的重點，不應只限於受虐兒童的即時性安全，更應同時考慮兒童長遠身心

安康成長的最佳福利計劃。然而全份諮詢文件，卻未有具體提及舉報後為受害兒童

所提供的整全支援模式。尤其在舉報之後，個案將交由警方調查或轉交社署保護家

庭及兒童服務科處理，基於有可能進入訴訟程序，若因處理者未必能取得受虐童的

信任，導致個案最終未能有效處理，例如眾多施虐者如屬同住親人，因有可能受虐

童最終撤銷指控而造成更大傷害。 

4. 能否有效應對強制舉報實施後因個案大幅增加的後援配套 

按現行一貫處理虐兒/懷疑個案的程序，個案成立後會立即將目標兒童帶離原住居所，

並安排受虐兒童入院觀察及/或診治，再決定後續的住處安排；因此，在面對強制舉

報實施後，預計大幅上升個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安排0-18歲幼兒/兒童的住院床位、

暫住或寄養居所，甚至維持正常的校園學習等，均屬首要的配套，以減少對受虐童

的心理、社交與成長傷害。 

5. 「多專業會議」的承托力 

現時處理懷疑兒童受虐待事件主要透過「多專業會議」協商及跟進，然而現有的個

案處理己超出負荷，若立法後，政府相關部門/社福機構是否有足夠能力或獲增加資

源以處理突然海量增加的個案。 

6. 立法將進一步使潛藏個案更隱蔽 

立法的阻嚇性，雖有可能發掘更多個案或期望減少個案，卻同時必然使部份施虐者

更自我收藏，刻意逃避求助及安排受虐童尋求診治，最終仍達不到保護兒童的目的。 

7. 條文界定不清晰 

須強制舉報的第一級「懷疑虐兒事件涉及或有具體資料顯示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

有受嚴重傷害的迫切危機」，前者較易作出專業判斷及即時舉報的決定；但如何界

定「有迫切危機」的癥狀或預測等，卻含糊不清。尤其當遇上複雜的家庭糾紛而造

成雙方互相誣揑狀況，或兒童照顧者因精神健康、成癮行為或情緒問題而出現不恰

當照顧幼兒等情況的研判。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CNOPE)對『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意見書_2022.10.03  

8. 罰則過重 

諮詢文件界定沒有履行舉報責任的罰則，乃參考一些嚴重罪行（如販毒、可公訴罪
行及恐怖主義活動）本身的罰則為監禁七年至終身監禁及不同的罰款級數，而沒有
履行披露該等嚴重罪行的罰則為三個月監禁及第五級罰款（即HK$50,000元）。所
選取參考的罪行與罰則，令教師深感憂慮，為免墮入刑責之危，潛在引發更多的舉
報個案數目，或涉及廣泛的受害人數、家校關係的緊張甚或有所損害，需要慎思參
考的罰則是否最合適。 

9. 強制舉報為個人責任加添相關專業員工沉重的壓力 

諮詢文件列出的強制舉報者，強調屬個人責任，將為強制舉報者帶來心理壓力，潛

在出現錯誤舉報個案的風險，例如因意外造成的損傷或疑似受虐傷痕的皮膚病等狀

況，又或是懷疑受虐者堅稱被人傷害，將為涉事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同時破壞彼此

間的信任關係而使強制舉報者感到更沉重壓力。 

10. 電子平台的培訓方式不足以支援強制舉報者對懷疑個案的辨識 

此類方式僅可視作普及教育，初步認識入門，實不足以評估現時虐兒個案的複雜度

及多變性，為強制舉報者給予專業判斷的基礎。 

二) 十項建議 

1. 預防勝於補救 

建議在易於接觸嬰幼兒的政府部門，如母嬰健康院及各區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加入

社工編制，提供適時的支援，以及早辨識個案及支援有需要的家庭；更須開拓外展

服務，定期家訪使更有效識別高危家庭；亦須加強支援具高危因素如產後抑鬱、單

親、濫藥或已有子女入住兒童院舍前科等家庭，跟進生活流程處理、親子溝通及親

職教育等。 

照顧者的壓力是造成虐兒的其中一項主因，如能紓緩照顧者的壓力，將更快及適切

地支援甚至重建家庭。由社署資助的0至3歲幼兒中心服務，及教育局資助的2至6歲

幼兒學校，透過長全日的教育與照顧整合模式，同時附設暫託服務、兼收服務及延

長時間服務，均扮演重要角色支援雙職及有需要的兒童，政府必須全速發展，確保

各區，特別是新落成的屋邨均設有此類0-6 歲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同時亦應在各區設立兒童館及家長資源中心，使成為接觸及培育家長的最自然『聚

腳點』，同時作為紓緩照顧幼齡兒童的歇息間，更協助建立兒童安康成長的理想示

範場地。業界亦一直爭取政府開放及完善博物館、科學館、演奏廳及文化設施(如感

知元素豐富的公園或郊野場地)，能夠免費入場，參與及體驗更多適合幼齡兒童或親

子參與的內容及形式。政府亦應考慮讓育有幼齡兒童的家長優先編配公屋及獲取食

物銀行等實質支援。 

2. 加強家長及社區教育 

社會上存在一定比例的照顧者，對於「虐兒」的認知，包括「體罰」、「獨留在

家」、「疏忽照顧」、「精神與心理虐待」等有不同程度的誤解；或不同文化背景

的家庭亦有其獨特教養子女方式；因此必須持續投放資源，加強家長及社區教育，

使能有效加強正向親職關係、確立對兒童保護的正確觀念及提供最適切兒童發展的

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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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研究並建立兒童數據庫 

香港是一個開放式城市，具備不少特色，如人口稠密，流動性大，匯聚不同文化與

族裔，家庭結構多元及有不少年輕家庭等。在幼兒培育和家長教育方面，本可借助

外國的研究和經驗，但由於獨特的社會面貌，外國的研究只可作參考，香港政府應

持續增撥資源推動學術界及業界進行本土研究，藉此促進教育與其它相關政策的制

定，以發展適合本土的幼教及親職課程，並向公眾推廣研究結果，提升公眾對正確

培育幼兒的認識和重視。同時參照國際上已有多個高認受性的兒童發展指標，制定

一套適合本港應用的質素指標，以監察及評估本港兒童的健康成長，並成為適時調

配服務模式及服務數量的科學數據，推動本土化的幼教科研項目。 

4. 盡速開展各類兒童支援配套設施 

立法之前必須審視支援配套的量與質，不論是醫院床位、緊急或短期兒童住宿照顧

服務，或有可能轉變為長期住宿及寄養照顧的潛在需求；特別是遠遠落後於實際需

要的0至3歲的嬰幼兒住宿服務，4至18歲以下的兒童家舍或寄養服務等名額。另外，

強制舉報的個案不乏兒童的發展差異，因此也需要包括特殊需要兒童的宿位，及相

關教育與照顧服務的支援。參考早前不幸發生於資助院舍「童樂居」事件，更有需

要完善幼兒教育的師訓內容，並徹底完善住宿院舍的設施明細表 (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人力編制、薪酬架構及運作指引等。 

5. 加強現行「多專業會議」的權限 

須賦權使能強制家長/監護人參加諮詢、心理治療、測試評估、生活技能或其他治療

的課程，使真正有效帶動家庭的改變，保護兒童。 

6. 擴濶強制舉報者的範圍 

審視現行參與「多專業會議」的協作夥伴，與及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年發表的

《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諮詢文件，警方與

社工、教師、護士及醫生並列「通常在工作上經常接觸兒童」、屬「必須向當局舉

報懷疑虐待及忽略兒童個案」的專業人士，警方及社署社工處理懷疑受虐個案的數

目亦最集中，建議應一視同仁，納入為強制舉報者。 

7. 公佈具體的舉報流程 

必須及早制定及發出相關的實務指引，供強制舉報者及受影響行業的組織及早理解

及更新內部指引： 

7.1 一般個案較常有多於一類專業人員的接觸，如教師與駐校社工及各類治療師，

或已屬跟進個案的家庭綜合服務社工或臨床/教育心理學家等，須清楚界定負上

刑責的強制舉報者誰屬，更避免各自舉報而潛在耗費資源狀況。 

7.2 應有具體的檢評表(Checklist)，供強制舉報者有清晰及一致的判斷及分析。 

7.3 詳述舉報的方法及後續提交資料的內容及範圍。 

7.4 舉報後是否可保持接觸受虐者或其家庭等說明。 

7.5 如舉報個案納入訴訟程序，是否仍可維持強制舉報者身份的保密；或須說明諮

詢文件中有關「除非因調查有關舉報，或因保障或促進兒童的安全、福利和福

祉，或因進行任何法律程序而需予以披露。」的具體狀況。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CNOPE)對『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意見書_2022.10.03  

8. 釐訂清晰條文 

法律條文必須清晰界定使知所遵從或避免誤墮法網。如保留舉報「有受嚴重傷害的

迫切危機」類別，則須更詳細及附以案例說明。 

9. 重訂罰則或以獎代罰 

現時已有多個國家或城巿制定了相關法例，建議可參考此等國家的制定原則及罰則

再重新制定。且由於目標旨在保護兒童，因此可優先考慮以獎勵及表揚成功遏止虐

兒事件惡化的方式，帶動全民的參與，使保護兒童成為公民應有的責任，必然較只

集中個別專業從業員類別的觸及面更廣泛而有效。 

10. 為強制舉報者提供持續而有效的培訓 

除使用電子平台的初階培訓外，須有持續培訓，政府亦須定期更新與兒童保護相關

的資料，並以最新或較常出現的案例，更新培訓內容及舉辦互動性的工作坊，增加前

線教育工作者對識別懷疑虐待的專業判斷能力和信心。 

幼兒期的健康發展為美好人生奠定良好基礎，幼兒亦屬維繫家庭的核心，期望政府在

思考保護兒童方面，不忘整體審視本港的兒童政策及兒童服務，投入更多資源發展幼兒教

育及照顧服務，這對培育社會人才、預防社會問題、及早介入需要等各方面皆具禆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