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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5/11/2004  

非華非華非華非華藉藉藉藉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多啞忍多啞忍多啞忍多啞忍暴力暴力暴力暴力  

和諧之家呼籲社會關注少數族和諧之家呼籲社會關注少數族和諧之家呼籲社會關注少數族和諧之家呼籲社會關注少數族裔裔裔裔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暴力問題暴力問題暴力問題暴力問題  

 

 近 年 多 宗 家 庭 暴 力 個 案 均 引 起 公 眾 的 極 大 關 注 ， 過 去 社 會 的 討 論

都 把 焦 點 集 中 在 新 來 港 家 庭 ，然 而 ，和 諧 之 家 發 現 ，家 庭 暴 力 問 題 正

潛 藏 在 不 少 少 數 族 裔 的 家 庭，而 且 當 中 少 數 族 裔 婦 女 更 較 一 般 受 虐 婦

女 傾 向 選 擇 啞 忍 暴 力 及 不 懂 社 會 資 源 。  

 

非華非華非華非華藉藉藉藉受虐婦女多來自受虐婦女多來自受虐婦女多來自受虐婦女多來自元朗區元朗區元朗區元朗區  

 過 去 五 年，本 會 一 共 為 1055 名 婦 女 提 供 庇 護 服 務，其 中 996 個 案

為 配 偶 虐 待 個 案 ， 當 中 非 華 藉 的 受 虐 婦 女 佔 61 宗 ， 而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則 有 935 宗。非 華 藉 婦 女 指 其 出 生 地 點 在 中 國、香 港 及 澳 門 以 外 地 方，

當 中 主 要 包 括 印 尼、菲 律 賓、越 南、巴 基 斯 坦 及 印 度。居 住 區 域 方 面 ，

元 朗 區 同 時 是 最 多 非 華 藉 及 華 藉 的 受 虐 婦 女 居 住 區 域 （ 見 表 一 ）。 本

會 就 非 華 藉 及 華 藉 的 個 案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發 現 結 果 如 下 ：  

 

 非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的 年 齡 較 華 藉 的 年 輕 ， 超 過 七 成 非 華 藉 婦 女 年 齡

界 乎 21-40 歲 ， 而 有 七 成 的 華 藉 婦 女 則 界 乎 31-50 歲 (見 圖 一 )。 居 港

年 期 方 面，超 過 六 成 的 非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居 港 超 過 十 年，而 六 成 六 的 華

藉 婦 女 則 只 有 居 港 六 年 或 以 下 （ 見 圖 二 ）。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有 超 過 五

成 的 非 華 藉 婦 女 擁 有 高 中 或 以 上 的 教 育 程 度，而 華 藉 婦 女 則 只 有 三 成

擁 有 高 中 或 以 上 的 學 歷 （ 見 圖 三 ）。 職 業 方 面 ， 則 有 較 多 非 華 藉 婦 女

是 全 職 家 庭 主 婦 （ 見 圖 四 ）。  

 

非華非華非華非華藉藉藉藉受虐婦女受虐婦女受虐婦女受虐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情況遭受家庭暴力情況遭受家庭暴力情況遭受家庭暴力情況  

 61 宗 非 華 藉 的 受 虐 婦 女 個 案 中，接 近 四 成 遭 受 丈 夫 身 體、精 神 及

性 方 面 三 種 虐 待（ 表 二 ），超 過 六 成 忍 受 暴 力 超 過 五 年 或 以 上 才 求 助 。

當 中 超 過 九 成 的 個 案 表 示 男 性 主 導 思 想（ 大 男 人 ）是 主 要 暴 力 原 因（ 見

圖 五 ）， 而 有 超 過 八 成 的 婦 女 因 為 「 害 怕 家 庭 破 裂 對 子 女 的 身 心 健 康

和 成 長 會 有 不 良 影 響 」而 啞 忍 暴 力， 情 況 與 華 藉 婦 女 相 約。 然 而， 有

較 多 非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36%)選 擇 離 開 庇 護 中 心 後 返 回 家 與 配 偶 同 住 ，

相 比 華 藉 婦 女 返 家 的 百 分 比 只 有 29%。而 在 眾 多 決 定 與 配 偶 復 合 的 原

因 當 中 ， 我 們 發 現 其 中 三 個 比 較 分 析 值 得 我 們 反 思 （ 見 圖 六 ）：  

一 ）  非 華 藉 婦 女 （ 31.1%） 較 華 藉 婦 女 (18.2%)更 加 「 要 求 自 己 維 繫

婚 姻 及 不 能 接 受 離 婚 」。  

二 ）  非 華 藉 婦 女 (41%)較 華 藉 婦 女 (31%)更 加 「 害 怕 家 庭 破 裂 對 子 女

身 心 健 康 和 成 長 會 有 不 良 影 響 」。  

三 ）  非 華 藉 的 婦 女 (24.6%)較 華 藉 婦 女 (17.5%)「 擔 心 離 開 配 偶 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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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上 遭 遇 困 難 」。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觀念重觀念重觀念重觀念重、、、、欠缺對社會資源的認識欠缺對社會資源的認識欠缺對社會資源的認識欠缺對社會資源的認識  

  就 以 上 的 分 析 顯 示 ， 非 華 藉 的 婦 女 較 華 藉 婦 女 更 要 維 繫 傳 統 家 庭

的完整性，及 更 要 求 自 己承擔照顧子 女 成 長 的責任。非 華 藉 婦 女 自 行

求 助 本 會 的 百 比 分亦相 對 較 華 藉 婦 女低 11%，而 非 華 藉 的 婦 女從傳媒

得知本 會 服 務 的 百 分 比 (1.6%)也遠低於華 藉 婦 女 (16%)(圖 七 及 八 )，相

信語言障礙是 主 要 非 華 藉 婦 女未能從傳媒中 得知社 會 服 務 的 原 因 。  

 

家庭暴力意識家庭暴力意識家庭暴力意識家庭暴力意識薄弱薄弱薄弱薄弱  

為 進 一步了解少 數 族 裔 家 庭 中 的 暴 力 問 題 ， 本 會於本 年 十月進 行

一 個小型的質素研究，訪問了四位巴 基 斯 坦 藉 的 人士，了解他們 對 家

庭 暴 力 的態度 和認識，發 現「 男 主 外、女 主內」，男 性 為 家 中 決策者，

女 性 則扮演附屬角色，甚為普遍及被他們 接 受 ，而 基於文化因素，每

當他們 面 對衝突時，男 女雙方 會首先請教兩個 家 庭 的父母，或由教 會

領袖作出調停，甚少尋找陌生 人 （ 包 括 社工）協助 。 受訪者亦表 示 ，

由於非 華 藉 的 婦 女未必能用英語表達，使她們未敢求 助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就 以 上 的 分 析 ， 本 會建議：  

一 ）  為鼓勵非 華 藉 的 受 虐 婦 女 求 助 ，應加強出版載有 不 同語言的宣

傳刊物及 教 育單張，並透過 傳媒加強服 務宣傳 。  

二 ）  社 會工作者為 少 數 族 裔 家 庭 提 供 服 務 的 時候，應考慮少 數 族 裔

家 庭 的文化背景、 宗 教信仰及 家 族緊密關係等對他們 的 影 響 。  

三 ）  由於少 數 族 裔 家 庭普遍尋求 宗 教領袖的協助 ， 本 會 期望能 與 宗

教團體 及專門 為 少 數 族 裔 家 庭 提 供 服 務 的機構多 加 合作， 以 提

升少 數 族 裔 家 庭 對預防家 庭 暴 力 的意識。  

四 ）  社 會應加強訓練非 華 藉 的 婦 女 及青年 成 為義工或朋輩輔導

員， 以協助 有需要 的小數 族 裔 家 庭 。  

 

 和 諧 之 家於今天舉行第十 九屆週年 大 會暨「 家 庭 暴 力 在 少 數 族 裔

中 的隱與 現 」講座， 出席嘉賓 包 括 社 會福利署署長鄧國威太平紳士、

社 會福利署元 朗 區福利專員周廖鳯儀女士、香 港浸會 大 學 社 會 學系助

理教授梁漢柱博士及 和 諧 之 家 社工蔡惠敏姑娘。  

 

24 小時 求 助熱線 :2522 0434   Man(男士 )熱線 :  2295 1386   

如 對 以 上內容有任何疑問 ,  歡迎致電  2522 0434 與 和 諧 之 家總幹事

王鳯儀女士或 和 諧 之 家 社工蔡惠敏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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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 一 ） 過 去 五 年入住 和 諧 之 家 受 虐 婦 女 的 區 住 居 域首三位：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元 朗  觀塘  葵青  

非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元 朗  葵青  荃灣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表 二 ） 過 去 五 年入住 和 諧 之 家 的 非 華 藉 受 虐 婦 女 受 虐形式：  

虐 待形式  百 分 比  

身 體 方 面  5% 

精 神 心理方 面  1.6% 

性 方 面  0% 

身 體 、 精 神 及 性 方 面  36.1% 

身 體 及 精 神 方 面  55.7% 

身 體 及 性 方 面  0% 

精 神 及 性 方 面  1.6%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圖 一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的 比 較 -年 齡  

資料來 源 :和 諧 之 家   

 

 

0.70% 0% 18.50%36.10% 52.90%37.70% 22.20% 23% 3.90% 3.30%1.70% 0%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
20 or below 21-30 31-40 41-50 51-60 61 or above

Age

Age of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Women in Shelterge of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Women in Shelterge of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Women in Shelterge of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Women in Shelter(9900 to 0304)(9900 to 0304)(9900 to 0304)(9900 to 0304)
Chinesen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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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的 比 較 -居 港 人 期  

資料來 源 :和 諧 之 家  

 

圖 三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的 比 較 -學 歷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15.3%1.6% 23.3%4.9%13.6%13.1%7.4%19.7% 19.6%
60.7%

0.0%10.0%20.0%30.0%40.0%50.0%60.0%70.0%
below 1 year 1-3 years 4-6 years 7-9 years 10 years oraboveYear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

Year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Year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Year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Year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9900 to 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9900 to 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9900 to 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9900 to 0304)

ChineseNon-Chinses

4.6%9.8%
28.1%27.9%35.6%

11.5% 25.6%34.4%
0.7%1.6% 5%14.8%0.0%5.0%10.0%15.0%20.0%25.0%30.0%35.0%40.0%

No formaleducation Primary LowerSecondary UpperSecondary Matriculation Tertiary /UniversityEducation Level

Education LevelEducation LevelEducation LevelEducation Level(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Clients from 1999/2000 to 2003/04)

ChineseN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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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比 較 -職 業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圖 五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比 較 -暴 力 原 因  

資 源 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18.9% 9.8% 11.3% 8.2%
64.0%75.4%

4.5% 1.6%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
Full-time Part-time Full-time house work Unemployed /retired Employment

EmploymentEmploymentEmploymentEmployment(Chinese and Non-Chinese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from 1999/2000 to 2003/04)(Chinese and Non-Chinese from 1999/2000 to 2003/04)

ChineseNon-Chinese
91.9%93.4% 90.1%91.8% 62.0%50.8% 43.3%29.5% 37.8%31.1% 32.7%27.9%

75.8%77.0%
37.3%42.6%

0%10%20%30%40%50%60%70%80%90%100%

MaleChauvinism Hot-tempered Jealousy Gambling Alcoholic Extra-maritalAffairs FinanicalProblem WorkPressure

Causes of  the Abuse as Perceived by ClientCauses of  the Abuse as Perceived by ClientCauses of  the Abuse as Perceived by ClientCauses of  the Abuse as Perceived by Client
ChineseN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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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比 較 -決 定 與 配 偶 復 合 原 因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圖 七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比 較 -求 助途徑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18.20%

31.10% 31%

41%

17.50%

24.60%

0%

10%

20%

30%

40%

50%

Cannot accept divorce Afraid of negative impact ofdivorce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fleaving spouse

Reasons for re turn to spouseReasons for re turn to spouseReasons for re turn to spouseReasons for re turn to spouse

Chinese

Non-Chinese

38.90% 27.9% 15.10%18.0% 13.80%24.6% 9.60%16.4% 20.50%11.5%0%5%10%15%20%25%30%35%40%
self-referralNon-government orgSocial Welfare Dep Hospital Police

Source of  ReferralSource of  ReferralSource of  ReferralSource of  Referral

ChineseN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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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 非 華 藉 與 華 藉 婦 女 個 案 比 較 -得知本 服 務途徑  

 

資料來 源 :  和 諧 之 家  

 

26.70%14.80% 16.10%26.20% 15.60%16.40% 9.20% 21.30% 8.80% 18% 16%
1.60%0%5%10%15%20%25%30%

Police SWD NGO Hospital Relatives/ Friends Media

Source  of KnowingHarmony HouseSource  of KnowingHarmony HouseSource  of KnowingHarmony HouseSource  of KnowingHarmony House
ChineseNon-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