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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死亡個案檢討機制
先導計劃

社會福利署

家庭及兒童福利科

二零零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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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近年家庭暴力及兒童福利個案漸趨複
雜，往往牽涉跨機構、跨界別合作

• 不同團體的建議
• 參考外國經驗
• 自2005年初開始研究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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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非為追究責任或挑剔錯處
1. 檢討服務提供過程、制度、跨專業合作，
舉出優良、有待改善之處

2. 提出可行建議
3. 辨識共通點、影響服務的趨勢或特徵，提
出預防性的策略

4. 為預防兒童死亡促進跨專業、跨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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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圍

• 所有十八歲以下、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兒童
(總體檢討)

• 引起公眾關注、與社會福利服務有關個案
(深入檢討)

• 計劃推行前十八個月及以後死亡的兒童個
案

• 已完成所有刑事及死因研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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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委員會的組成

• 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委任
• 來自不同界別
• 專業或非專業人士
• 具中立、公正和獨立性
• 署長可委任其他人士填補退出者
• 署長可委任適合人士參與個別深入檢討
• 沒有法定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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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委員會的職能

• 檢討服務機制、過程及經驗
• 辨識可改善之處
• 對增強服務效率、合作和協調作出建議
• 盡量完成該年度內的檢討
• 發表周年綜合報告
• 向相關機構／部門轉達建議
• 不包括監察建議的落實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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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形式

• 以審閱文件為主
• 委員會在必要時才與相關人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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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層次

• 總體檢討
• 深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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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程序

• 委員會參考秘書處準備的資料及清
單

• 篩選個案及定出檢討優次
• 進行總體及深入檢討



10

檢討結果的匯報及處理

• 不會公開深入個案檢討報告
(保密原則)

• 發表周年綜合報告
• 轉達建議至相關機構／部門作考慮
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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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工作

• 向委員會提供協調、聯絡及文書等支援
• 整理兒童死亡名冊及有關資料
• 儲存個案紀錄、檢討資料、報告、統計
數字

• 向死因庭及各方面搜集資料
• 備妥清單及基本資料供委員會參考
• 列舉個案予委員會考慮作深入檢討
• 就已知個案向相關單位收集事件或個案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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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工具

• 就兒童死亡名冊資料作出分析
• 資料輸入表(連簡介) 
• 撰寫檢討報告及事件報告的指引



13

收集資料內容 (一)

• 有關死亡兒童的資料：

1. 基本資料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死亡
日期、証件號碼、國籍、居港年期、住址

2. 學校資料 –教育程度、就讀過之學校、在
學的表現及行為、在學校發生過的特殊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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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內容 (二)

• 家庭資料：
家庭結構、同住家人、照顧者、居所種類
(自置、租用….) 、經濟情況、家庭關係

• 健康狀況：
已故兒童的病歷、傷殘情況、為何接受醫
療服務、接受治療的歷史及情況、其死亡
是否與健康狀況有關、家人的健康狀況及
接受治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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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內容 (三)
• 接受社會服務歷史：
- 曾向已故兒童或其家庭提供過服務的各單位及機
構的名稱

- 所有曾向已故兒童或其家庭提供過服務工作員及
主管的名單及時序表

- 服務時段、所提供過的服務及個案發展
- 家庭是否有虐兒或家庭暴力紀錄
- 與其他單位或機構的協作情況、協議過的介入計
劃

- 工作員及主管及機構對個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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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內容 (四)

• 與兒童死亡有關的資料：
死亡日期、地點、據稱死因、報知單位如
何及何時得知兒童死亡的消息、最後與已
故兒童及其家庭的接觸日期、同一家庭內
是否有其他兒童死亡事故

• 填表單位資料：
填表日期、填報同工姓名、職位、單位名
稱、聯絡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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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料注意事項

• 只須就手頭現存資料填寫
• 死者資料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規限

• 提供資料時可將可辨認在生者的資
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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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豁免

‧ 在以下情況，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
第3 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所管限：

(a) 該等資料將會用於製備統計數字或進
行研究；

(b) 該等資料不會用於任何其他目的；及

(c) 所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成果不會以識
辨各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
的身分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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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籌備工作

• 諮詢及推廣
• 設計工具
• 連繫死因庭搜集兒童死亡個案的資料
• 成立秘書處
• 成立檢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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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時序

• 為期兩年
• 兩年後會進行檢討
• 預算於二零零七年底或二零零八年
初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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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查詢

• 彭潔玲
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暴力)
電話 ：2892 5510
電郵 ：cdv@swd.gov.hk

• 姚雪儀
秘書(檢討委員會)
電話 ：2892 5670
電郵 ：srp@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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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