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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本港有小童上街爭

取更多法律保護。

資料圖片

內地極少社會機構可提供對兒童受虐的
輔導和資助，其中陝西省西安市的「博愛
兒童虐待預防救助中心」是非營利的公益
性組織，在2006年經陝西省民政廳批准成
立，隸屬陝西省紅十字會。該中心專門為
受虐兒童提供免費診斷、治療，還進行兒
童虐待的預防、調查研究、宣傳教育、師
資培訓等工作。

內地多處行政拘留

面對當前的問題，專家學者更多呼籲將
「虐待兒童」列入刑法。中國預防青少年犯
罪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
究會會長姚建龍等專家說，目前內地的刑
法中沒有獨立的虐待兒童罪的罪名，按照
現行刑法將很難追究大多數虐童者的刑事
責任，即使這種虐待兒童行為的性質惡

劣。據了解，過去在類似案件中，司法機
關經常用行政處罰來代替刑法罪名。如在
10月發生在山西太原的幼師虐童事件中，
扇孩子數十下耳光的女教師被處以的是15
天行政拘留。

港社署設小組 推廣「抗暴」資訊

在香港，社會福利署在2002年已成立工作
小組，就家庭暴力問題包括虐待兒童問題，
制訂全面的宣傳策略，並透過不同的媒介，
推廣「凝聚家庭　齊抗暴力」的資訊。特別
地，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營辦「家庭危機支
援中心」，可令有需要家庭尋求說明和諮
詢，包括提供輔導熱線、危機處理及短暫住
宿等服務。對一些弱勢群體，政府也專門撥
款予非政府機構營辦5間單親中心，因應新
來港人士及單親家庭的情緒和社會需要，提

供專門服務，擴闊他們的支援網絡，從而減
低產生家庭問題的機會。
總之，要預防家庭暴力對兒童的侵犯，宣

傳及公眾教育比強硬的採取法律手段更重
要。家庭根植於社區，政府應支持更多社會
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進入社區，透過家庭生
活教育來加強家庭面對不同階段的能力，並
強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有效的家庭教育
服務，特別是理解子女的心理以及作為父母
應有的正確的教育觀
念，可以及早預防家庭
暴力的發生。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家庭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所組成的社會組織的基

本單位，對社會整合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特別地，家庭具

有養育兒童、照顧老人並對其成員提供經濟資助和關愛等功能。

但在現代社會，我們看到的無數悲慘案例卻發生在家庭中。近期香

港有母親因長期用稀釋的奶粉餵養兒子，導致男嬰長期營養不良而活活

被餓死的悲劇；今年9月，日本愛知縣也發生駭人聽聞

的虐待事件，一名4歲女童被父母殘忍地虐待致死，當

時體重只有8公斤。

■胡潔人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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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漢儀：《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
2. 防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司編：《童心看世界，暴力零容忍：由停止體罰開始》，家長教育訓練手冊，2007年。
3.《虐兒案受害者　升小生最多》，香港《文匯報》，2012-11-16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1/16/HK1211160023.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內地 香港

並未列為刑事罪刑

定義：任何危害或損害兒
童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

原因
•父母教育程度低，關係惡劣
•照顧不周
•居住環境惡劣
•家長要求過高

預防方法
•將「虐待兒童」列入刑法
•政府進行公眾教育
•批准成立公益機構

當前有內地法律學家提倡將虐兒罪列
入刑法的建議，反映的是內地社會背後
對兒童權利欠缺保障，大眾缺乏對兒童
施虐的嚴重性的認識。中國儒家提倡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在當前的運
用看到父母在實施上是只對他人、不對
自己，加上法制觀念的欠缺，才會導致
野蠻、血腥的惡性案件頻生，因此，建
立預防機制和對家長進行教育的措施亟
待建立和實施。
雖然諸多家長在打罵子女的同時，沒

有意識到對他們的不良影響。事實上，
早期兒童在身心尚未健全的時期，若長
期受到來自父母親人的責 甚至虐待，
對其的不良影響將是終身的。特別是精
神傷害比身體的傷害更會產生長久的不
良影響。

讀書少 VS 期望大

至於父母打罵甚至體罰子女的原因，

主要與以下幾項因素有
關：
1. 教育程度較低：自
身人格發展存在缺
陷，以及父母太年
輕不成熟，或有抽
煙、酗酒、吸毒等
惡習；

2. 子女眾多：如在孩
子太多的大家庭
裡，父母可能會對
每個孩子照顧不
周，也沒有像獨生
子女家庭那樣寵愛自己的孩子，加上
夫妻婚姻不和諧等因素會導致對孩子
採取暴力。

3. 居住環境惡劣：若在城中村等貧困
區域，缺乏開放的鄰里環境和健康
的社區交流，沒有社區服務機構等
也會導致虐待兒童的發生；

4. 父母要求過高：在香港、上海等較發
達的地區，受到教育環境和社會競爭
的影響，父母對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和
要求，這種態度也會滲入對兒童的教
養態度中，出現如「虎爸、虎媽」的
父母。

語言能力遲滯 不懂表達痛苦

但不論是何種原因，家庭暴力和對兒
童虐待最明顯會阻礙兒童認知的發展，
長期受到不良對待的子女發育會遲緩、

語言能力等也會遲滯，他們的學業也通
常都表現失常。
其次，受虐兒童在情緒表達上會過於

敏感和不懂對痛苦的表達，大多會導致
日後產生偏激和極端行為。
第三，受虐待孩子也會在同伴關係和

社會行為上出現問題。被忽視和虐待的
經歷會令兒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現出更多
的敵意、攻擊性和退縮行為，難以與其
他正常兒童進行團隊合作，也會表現出
消極的社會交往態度。
當然，受到虐待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並

非是完全不能改變的，通過後天的關愛
和教育，可逐漸改善兒童的心理問題。
但始終防範勝於治療，對社
會和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
採取積極措施，減少和防止
虐待兒童事件的出現。

虐兒

1. 根據上文，描述內地和香港的虐兒現況。

2. 根據上文，分別指出內地和香港的虐兒個案成因。

3. 你同意「受虐兒童的身心會受到終身影響」這個說法嗎？試舉例加以說明。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公眾教育比法律制裁更能有效減少虐兒案件」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5. 父母、政府和社會機構可分別做些甚麼來減少虐兒案件？試各舉1項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2012年1月至6月，共有465宗
案例，逾半是「體虐」。

•逾半施虐者是父／母。

•四成兒童曾受不同形式的虐待。
•主要發生在家庭。

兒童欠缺保障
身心受創：發育遲緩，
行為偏激，難與團隊合作。

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
體罰當家事 忽略嚴重性
有調查顯示，內地約有四

成兒童曾受到不同形式的虐
待，甚至有4.4%受過多種嚴
重虐待，而虐待的場所更多
發生在本該給予孩子愛的家
庭，特別是在夫妻關係惡劣
的家庭中。

不准吃飯 打腫鼻臉

2008年，西安一家兒童防
虐救助機構曾聯合西安交通
大學，對該市300名小學生
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60.14%孩子曾被父母打罵、罰站，不許吃飯或睡覺等；6.52%反映曾被家長很重
地打到鼻青臉腫；49.64%表示被家長輕微地打；情感虐待的「冷暴力」的家庭比
例達到28%。由此反映，兒童受到來自家庭的暴力和虐待已成為社會需要重視和
關注的問題，特別要從法律上和政策上採取措施，防止更多兒童受害，保護兒童
的個人權利，為他們營造一個美好健康的成長環境。
香港社會福利署對「支援虐兒、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受害人服務」的

最新統計結果顯示，2012年1月至6月，本港共有465宗虐待兒童的案例，超過半數
（51%）採取的虐待形式是「身體虐待」。更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發生家庭暴力的
事件中，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最多的是「父／母」，佔總數的56%。這個驚人的
結果說明當前諸多父母在對未成年子女進行侵害的同時，根本
沒有重視其行為的嚴重性，甚至很多家長認為這是自己的「家
事」，對兒童進行責 、鞭打以及體罰等行為不屬於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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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兒童
虐待兒童（Child Abuse）一般意指任何危害或損

害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虐待兒童並不限於發生在子女與父母

／監護人之間，任何受委託照顧及管教兒童的人士，如託管人、親

戚、教師等，都可能是施虐者。而施虐形式包括身體虐待、性侵

犯、疏忽照顧（主要指因忽視兒童需求而導致其陷於危險的處境）、

精神虐待等。當前內地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來保障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和合法權益，但大多起不到實際效果。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

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認為，從虐童行為本身的內涵而言，它其實

包括所有對未成年人的侵害，不止是「對兒童進行肢體傷害」那麼

簡單。《未成年人保護法》裡有類似規定，但缺乏一套可落實的司

法程序。他認為：「兒童是沒有社會化的群體，依賴性非常強，一

旦受害，沒有獨立表達訴求的能力。兒童有甚麼樣的訴求，向誰起

訴，誰來控訴，誰來負責，都沒有相關規定，因此虐童入刑勢在必

行。」

■有家長投訴女兒在幼兒園受虐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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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勝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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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家長期望子女在學業上名列前

茅，若成績未能如願，可能通過體罰等

方式處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