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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間
70年代婦運 -- 婦女庇護中心運動
Women Shelter Movement 
1980 加州首先判令男性家暴犯罪者(convicted)
1985 Duluth Model (DAIP, Duluth, Mi, USA)
80年代後期 廣泛發展 (National Pro-
arrest Laws)

Chan, Chiu & Chiu (2005) Peace at Home: Report on Review of the Social & Legal Measures 
in the Prevention & Inter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HK. HK: HKU
Feder L & Wilson D B (2005)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urt-mandated batterer intervnetion
programs: Can courts affect abusers’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2005) 1: 
239-262.



發展時間
80年代
美國、加拿大

90年代
澳洲、紐西蘭、新加坡、英國、台灣

90至千禧年代
香港



施虐者輔導計劃
手法及模式

心理教育性 (Psycho-educational )
行為認知技巧 (Cognitive behavioral technique)
女性主義概念 (Feminist Concepts)
協調社區與刑事司法模式

(Coordinated community and criminal justice 
context)
Duluth Model

Amend, Emerge, California, New York, Florida, Texas, Illinois, 
Mandel Models



共同目標

停止暴力

減少重犯 / 累犯 (Recidivism)
提升受害人安全

施虐者為自己行為負責



共通內容
認識暴力

改變暴力價值觀、信念、態度及行為

承擔責任

權力與控制

受害人安全管理

聯絡受害人



其他內容

新加坡 、加拿大

管理憤怒及壓力

建立和平家庭及社區關係

新加坡

建立對受害人的同理心



推行模式

12-52星期 (3個月至一年)
大部份 24星期
5-15人小組
清楚工作及內容(structured group)
開放小組

組後跟進時間6至24個月



成效指標及結果

53-90% 停止身體暴力
(跟進6-36個月) 

75%提升受害人的安全感

Chan, Chiu & Chiu (2005) Peace at Home: Report on Review of the Social & Legal Measures 
in the Prevention & Inter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HK. HK: HKU
Gondolf (1990; 1991; 1997;2000;2002); Mullender & Burton (2000); Ashcroft & Hart 2003; 
Bennett & Williams 2003; Feazell Mayers & Deschner 1984; Lynette & Wilson 2005; Dobash
& Dobash 1996; Davis & Taylor 2003; Edleson & Syers (1990, 1991); Edleson
(1989,1995,1996); Saunders (1996); Austin & Dankwort (1999); Gregory & Erez (2002)



30%60%減少重犯 / 累犯
(Recidivism)

判令性自願性

75-90%40-50%提升出席
(Compliance)

10-25%50%-
60%

減少退出

(Drop-out)



標準
法例內容
Domestic Abuse Act, Ch.518B.01, Mi, USA

計劃標準、專業指引及培訓要求 (美
國、英國、澳洲)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people who come into professional contact with those affected 
by domestic / family violence, Australi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and Minimum Standards of Practice fro DV Perpetrator 
Programmes and Associated Women’s Services, National Practitioners’ Network, UK
Batterer Intervention Services Coalition. 
http://www.biscmi.org/other_resources/state_standards.html



爭議 –家庭暴力夫婦治療
沒有法庭判令的計劃

美國最少20個州清楚表明禁止
夫婦治療視夫婦雙方為家暴的問題核心
改變夫婦溝通及處理衝突技巧

被批評“責怪受害人”(blaming victims)
令受害人在不平權關係中更為危險

(Healey & Smith 1998; Babcock & Taillade 1999; Feder & Wilson 2005)



實驗性 / 先導性
先決條件

完全停止暴力6-12個月
施虐者已改變暴力信念

施虐者輔導計劃中有良好表現

存在男女平權尊重關係

監察安全的機制

清楚目標

雙方願意



本地發展
1995 – 2003
香港家庭福利會男性施虐者治療小組 (自願性)

2000 – 今
和諧之家第三線男士服務(自願性)

2001-2003 
社會福利署 男士施虐者小組 (自願性)

2006年1月-2007年12月
兩個先導施虐者輔導計劃 (政府資助)
社會福利署及香港家庭福利會

(自願性 / 感化令個案)



施虐者輔導計劃
(至2004年11月)

自願性

誘導性(感化官)
Psycho-eductional 心理教育性
Cognitive behavioral technique 行為認知技巧
Feminist Concepts 婦女主義概念
? Coordinated community and criminal justice 
context 協調社區與刑事司法模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從英國到香港「社區與刑事司法合作」及「香港施虐者輔導計劃及服務成效」研討會 2004年11月25日
http://www.hkcss.org.hk/fs/SemNov25_2004/semNov25_04eng.htm



目標
停止暴力

改變暴力思想及行為

教育新的處理方法

改善夫婦溝通及關係技巧



模式

男士施虐者輔導小組

Emerge Model
虐偶夫婦小組 – 停止暴力6個月
公開 / 關閉或小組
6-10人
6-16 節
2名小組帶領員 (1男1女)



內容
認識暴力行為

性別角色

糾正暴力思想及行為

權力與控制

教育停止暴力的方法

學習控制情緒

衝突處理-改善與配偶溝通的技巧



接觸受害人

每節小組後與受虐配偶平衡小組(女士成
長小組)負責社工及轉介社工的個案討論
監察事件的危機性

小組工作員不會直接與受害人接觸

提醒個案工作員向受害人建議安全措施

施虐者在小組裏接受治療，並不等於受
害人和小孩已經安全了，所以安全計劃
和危機管理措施仍耍小心進行



成效指標及結果

Chan Yuk Chung (2005) An Evaluation Report on Third Path Man Services – Batterers Treatment 
Program, HK: HKPU and Harmony House 

Chan Ko Ling (2001) An Evaluative Study of Group Therapy for Male Batterers cum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HK: HKU and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從英國到香港「社區與刑事司法合作」及「香港施虐者輔導計劃及服務成效」研討會 2004年11月25日

40% 至82.4%完成出席率

17.6% 至60%退出

正面(量性資料)改變施虐信念和行為

78.6%停止使用暴力

(3-18個月跟進)



爭議

自願參與才能發揮成效?
強制參與不能發揮內在的轉化?
強制只會增加阻力?愁恨受害人及社工?
如何令否認責任的施虐者走出第一步面對其暴
力行為?
施虐者是被迫施虐? 受害人實在抵打?
施虐者也是受害人?
個人困境與施虐的關係?
協助施虐者尋找施虐及逃避責任的藉口?
社區男性成長或施虐者支援仍存在

法律判令並非將服務兩極化！



爭議
現時感化令已是法庭判令，由感化官建
議參與施虐者輔導計劃，已是法庭判令
施虐者輔導計劃？

倚靠個人的經驗判斷及建議？



法庭判令 – 反暴力計劃
《家庭暴力條例》(第189 章)新增條文第3(1A)條反暴力計劃

(立法會CB(2) 2739/06-07(01)號文件)
2007年10月

內容

包含五個核心組成部分: 

1. 建立關係和承擔責任

2. 控制和監察暴力行為

3. 認識自我(學習、面對和接受挑戰)
4. 技巧的訓練和建立

5. 防止重犯



舉行形式
包含12 節
每節兩至三小時的課堂

由精神健康方面的專業人員(社工、輔
導員或心理學家)
以單人或小組形式進行



監察
記錄出席率

缺席--不遵守法庭規定

屬藐視法庭罪行，可被判處監禁或罰款



授權
提交計劃書供社署署長審批

獲核准的計劃應包括上文所列的要素，
並可作適量修改以切合不同的施虐類別



未來發展空間

施虐者輔導計劃標準

專業發展局 – 發展、培訓、顧問及持續
學習

多渠道轉介(自願/判令)
簽保令



虐兒施虐者(父母)輔導
性暴力罪犯治療

重建親子關係計劃

伴侶施虐者輔導

同性伴侶服務

兒童探視中心

www.hkcss.org.hk/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