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簡介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撰寫) 

研究項目名稱 「獨留兒童在家」問卷調查  

研究機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機構性質 非政府組織 

研究主題 家庭暴力(獨留子女在家) 

報告網址，若有 研究報告 (Chinese Version Only) 

http://www.hkcs.org/commu-z/press2008/p080620childinhome.pdf 

研究資金 沒有提供 

研究時間 2008 年 1 月-3 月 

研究目的 了解 5-15 歲的兒童對被獨留在家的情況、感受、心聲和兒童對父母因獨

留兒童在家而被罰的感受，以倡導更有效的解決方法。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以問卷形式） 

對象 168 位來自研究機構寄養服務、兒童之家服務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年齡

介乎 5 歲至 15 歲的服務對象。 

回應率 沒有提供 

有效樣本 168 份 

研究發現及建議 研究發現： 

1. 兒童被獨留在家的狀況 

有七成受訪者曾試過被獨留在家，當中一成半受訪者經常被獨留在家，超

過一半受訪者表示間中發生。38%受訪者表示被獨留在家少於一小時。6

歲或以下的兒童被獨留在家的時間一般較短。這顯示父母可能意識到獨留

兒童在家有一定的危險，所以，即使獨留兒童在家也不會離家太長時間。

而對於越年幼的兒童，父母的安全意識似乎較高。  

2. 家長獨留兒童在家的原因 

七成受訪者的父母是因為上班或外出購物 (即有正當事情要辦) 而獨留子

女在家，4.2%受訪者的家長是離開往打麻將或到投注站。63.2%受訪兒童

大多知道家長去了那裏，另有 21.9%受訪者表示不知道。而兒童年紀越

少，其父母多數會告訴他們自己往那裡去。  

3. 不同年齡組群兒童對獨留在家的反應 

年齡較大的兒童，對獨留在家較多會感到快樂、平靜和興奮。相反，年齡

較少的兒童，則較多感到驚慌（13-15 歲只有 5.6%，7-12 歲有 11.3%，

6 歲或以下的則有 21.4%）甚至憤怒（13-15 歲的受訪者中沒有人感到憤

http://www.hkcs.org/commu-z/press2008/p080620childinhome.pdf


怒但 7-12 歲有 7.2%，6 歲或以下的則有 21.4%）。父母離開時間越長，

即使年齡較大的兒童，其快樂感則越少。而快樂的感覺亦以很少有被獨留

在家的兒童較多。這反映若父母偶然不在家，子女未必覺得有問題，反而

覺得可以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看電視、打機和玩耍。但是大部份兒童都不

喜歡長時間被獨留在家。  

4. 受訪兒童對獨留在家危險性的認知  

曾被獨留在家的受訪對者中，只有一半覺得有危險。大部份被訪者認為即

使有危險，他們也有能力處理，包括報警或致電家人/親友。這顯示受訪

兒童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但亦有可能低估存在的危險或高估自己能力。

所以兒童獨留在家仍潛在一定危險性。  

5. 有超過一半受訪者希望由他們熟悉的人照顧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若家長要離家，應找別人照顧他們。調查顯示兒

童是不希望被獨留在家的。倘若家中的成年人要離家處理事情，兒童亦希

望家長可安排他們熟悉的成人照顧他們。  

6. 部份受訪者會因父母被罰而感到無助和焦急  

被問到假如父母因為獨留他們在家而被罰時，有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覺得憂

傷、驚慌，甚至憤怒。而有差不多四成兒童覺得無助、焦急、失望及孤單。

這顯示若父母因為獨留子女在家而真的被罰，他們的子女亦會有不安的情

緒。因此單單懲罰父母既改變不了已發生的事實，亦間接使他們的子女受

到傷害。 

建議： 

1. 政府增加資源延長託管服務時間  

2. 協助學校、社區建立互助網絡  

3. 情、理兼備處理立法懲罰父母獨留子女問題  

4. 加強宣傳教育提高父母、兒童獨留在家危機意識  

關鍵詞 家庭暴力  

Keywords Domestic Violence 

備注 只備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