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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認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原則，我們樂意見到離異夫婦，可以繼續以父母

身份為孩子的最大利益作打算，我們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獲得親生父母的良好照顧，儘

管父或母未必與孩子住在一起，但在為孩子最大福祉的前提下，我們贊成這法例的設

立。 

     

    因此，我們贊成法例修訂，但同時要求有足夠的支援和相關配套給離異夫婦去準備

共同承擔撫養子女的責任。因爲法律的施行，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需要相應配套的服務

去應付，而這些配套不能在法律施行前憑空想象出來，配套服務需要配合法律而施行。

所以，本會建議法律的修訂需要和配套服務同時進行。 

 

本會作出以下 4 項建議: 

 

1. 加強「共同父母責任」意識的教育 

現在政府有推出一系列的廣告宣傳「夫妻緣不再，親子情永在」的訊息，去推廣親

職共享的概念，但長遠來說要改變下一代人關於「權」與「責」的觀念，單是靠媒

體宣傳是不夠力度的。我們建議宣傳必須配合教育，在學校、傳媒、法律、社區四

方面都要做推廣，老中青的人都要加強教育，才可以有效地將「父母責任模式」植

入每一個人的觀念中。 

 

2. 增加婚前、婚後及離婚輔導服務 

如單單就處理離異夫婦關於離婚後的責任問題、分工問題或情緒支援，離婚

輔導是必須要的，讓不能繼續婚姻生活的夫婦，學習放下怨恨、學習用新的

相處方法，以孩子的最大利益出發去商量以後的生活，用父母應有的態度去

處理孩子的事情。我們知道政府有打算設立一間探訪中心，設立一條熱線電

話，舉行一場講座去配合修例，顯然現在只單靠家庭服務中心去處理都已經

是不足夠支援有需要處理的家庭，更何況是法例修改之後？我們除了建議增



加現有的離婚輔導服務之外，亦希望政府在成人婚前及處理婚姻中出現的問

題期間，都可以增加關於責任的教育、情緒支援及壓力排解等服務，早一步

在問題出現前預防及評估應對的處理，我們相信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令夫婦

間的問題得以順利解決。 

 

3. 提升社工專業技能，增加輔導全面性 

現在香港社會工作者的訓練中，未有關於父母責任的教育，甚至未有專門處理離婚

個案的培訓，我們希望盡快加入相關元素到各個牽涉處理離婚個案中的行業培訓之

中。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現時處理離婚夫婦個案的過程之中，有些情況是女方找一

個社工跟進，男方又會找另一單位的社工跟進，導致社工接收到的都是來自單方面

的訊息，往往會出現偏頗的情況。建議日後可以設立機制，讓一個社工跟進一個家

庭的問題，這樣對離異家庭的整體情況都會有較全面的了解，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4. 跨專業、跨部門的合作推動及支援 

以上提出的建議內容之中，其實牽涉多個專業範疇及政府部門的工作，我們建議如

決心推行這個令「權力」轉變成「責任」的政策，過程中必須透過各個專業團體及

各不同政府部門的配合，才會有更好的效果。例如教育宣傳方面，除了勞工及福利

局之外，教育局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學校在處理離婚家庭中的子女的角色十分重要，

因此在處理這個議題上，政府各個部門都應該配合加強溝通及合作宣傳，有需要時

更需要跨部門的合作，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認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原則，但我們同時期待政

府透過法例修改以外，計劃一系列的支援配套措施，包括加強及改善服務、公眾教育等，

使到廣大香港市民更了解法例的原意，以及更有信心相信法例及其他支援可較完善地解

決婚姻中需要協商的問題，這樣才能長遠地協助整個社會把照顧子女的觀念從『權利』

轉為『責任』。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