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攜手‧實現共親職願景

服務配套 為離異家庭提供全面支援

經歷離婚風暴過後，不少家庭難以撫平離婚過程的傷
痕，更遑論心平氣和地與前配偶商討子女日後的照顧
安排。在達致共親職之前，離婚雙方都需要適切的支
援。

政府在2018年財政預算提出，撥出恆常經費，在港
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設立五個由
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共享親職支援中心」。新措施
不但將專門的離異家庭支援服務恒常化，亦在探視

為加強推廣離異父母共同履行父母責任的訊息，社聯獲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由2016年2月起推展為期三年的「賽
馬會兒童為本共享親職計劃 」，從社區層面及利用多媒體，推
動公眾教育工作。計劃並與亞洲家庭治療學院合作，提供共享
親職的專業支援及培訓。

賽馬會兒童為本共享親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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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子女為本的家庭需要評估、親職協調服務、
輔導、公眾教育及專業培訓等全面支援。以兒童
友善及尊重兒童權利的角度，支援子女參與有關
自己安排的決定和表達意見。

共享親職支援中心是否能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如何與現有的家庭服務系統銜接至關重要。相互協
作的機制和定期溝通及檢討，有助推動共親職服務
的發展。 離異家庭服務的個案相對

更為複雜，處理相關個案
需由具經驗的專業同工負
責。當中，家庭服務經驗
豐富的社工，以及資深督
導主任能協助處理較複雜
的個案，並為團隊提供臨
床督導。

離異家庭服務對場地規格比一般服務要求更高，包括
場地大小、保障同工及服務使用者的安全措施、以兒
童為本的設計及設施等。例如設有可容納探視、親職
協調等服務設備。

服務硬件的配合

兒童為本的服務設計

服務以外，增加為離異父母及其子女提供共親職等
專職服務。

本港專門的離異家庭服務正值起步，在服務規劃時應
因應離異家庭獨特需要，設計一套適切的服務模式。
當中需要考慮包括兒童為本的服務設計、與現有服務
的協作與銜接、服務硬件的配合及人手配置等。

何謂「父母責任模式」？

「父母責任模式」基於兒童為本共
享親職的理念，強調離異父母共同
照顧子女的責任，建立以子女利益
為依歸的價值觀念與態度，以「伙
伴合作」的關係照顧和教養子女，
讓子女在父母的愛中成長。

出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日期：2018年12月

政府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公佈將會設立五間共
享親職支援中心，加強對離異家庭的支援服務。同時暫
時擱置「父母責任模式」的立法工作，待落實離異家庭
支援措施後，再重新進行公眾諮詢。

設立專門的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為香港離異家庭服務邁
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要實現共親職願景，讓離異父
母以子女為本履行親職責任，仍需要多方的協作，包括
從公眾的認知與接納、到支援服務的承托，以至於政策
的配合，缺一不可。

本期「共親職專訊」希望與讀者一起從公眾教育、服務
及政策發展方面，探討如何創造讓共親職生根發芽的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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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贍養費被拖欠問題  為共親職奠定基礎

多元策略 加強公眾教育

海外贍養費中介機構主要的功能：「父母責任模式」的理念強調離異父母對
子女有持續的責任，這責任並不單單指教
養的責任，亦包括經濟的供養。離婚後，
贍養費的交與收往往成為離婚雙方必需要
的連繫，能和平理性地按照法庭的判令穩
定地支付贍養費，是實踐共親職的重要因
素。

過去二十年，本港關注團體一直倡議借鑑
海外經驗，成立中介機構，專責處理贍養
費被拖欠問題。政府在2018年委托香港大
學進行「香港離婚狀況進一步研究」，當
中包括重新檢視贍養費的問題及海外的經
驗。相關研究預期在2019年年底完成。

《爸爸媽媽還愛我嗎？》繪本在2018年8月出版，印製
一萬本。出版後除了在社福界得到關注外，亦獲小學及
幼稚園積極回應。有近百間小學或幼稚園主動索取，部
份更將繪本派予全校學童，令繪本出現供不應求情況。

從索取繪本之學校調查顯示，約八成學校認為離異家長
對於離異的話題會「不主動談及」或「避而不談」。有
超過九成的回覆認為繪本能幫助老師與離異的父母打開
話匣子。而且，繪本能帶出兒童為本共享親職的訊息予
家長及學生。 

為了讓《爸爸媽媽還愛我嗎？》
繪本的訊息更廣泛地宣揚出去。
以繪本故事為腳本，由真人演繹
，製作「爸媽離婚後，仍會愛鍚
我」短片。短片推出一個月已獲
得超過三萬人次瀏覽。

中國傳統觀念中，子女被視為家庭重要的財產。當面
臨父母離婚，子女往往成為被爭奪的對象。無論結果
如何，對於子女而言，意味著失去父或母，成為「單
親」小孩。「共親職」借鑑外國「父母責任模式」的
理念，強調子女為獨立的個體，而非父母的私有財產
照顧子女是責任，而非權利。夫妻離婚，意味著婚姻
關係的結束，但親子關係並未有改變，無論與子女同
住與否，依然需要履行親職責任。

推動公眾教育，以達致改變固有觀念，關鍵在於相關
的教育資訊能否廣泛地流傳。傳統上，香港的公眾教
育手法多依賴傳單、小冊子或展板等文字資訊為主，
而網站亦多提供資訊為主，需要公眾或有需要的人士

主動登入網站。傳統的手法在社區層面有其一定的功
效。但在資訊爆炸的網絡時代，應思考嶄新、具創意
及 更「吸睛」的公眾教育策略。

因應社會的轉變，社聯嘗試運用更「貼地」的公眾教
育策略，分別推出本地首套以關注離異家庭小朋友的
微電影《分身爸打》及《爸爸媽媽還愛我嗎？》繪本
書，同時在社交媒體設立專頁，利用多元策略，希望
循不同渠道引起社會對於離異家庭的關注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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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動關注離異家庭小朋友需要為目標的《分身爸打》
微電影，不但在公眾層面獲得令人鼓舞的回響，部份社
福機構亦用作舉行離異家庭社區教育活動的教材，以電
影情節帶動討論及反思。微電影引起了五十多個網上媒
體的注意及轉載，累積將近三百萬人次瀏覽，轉發及討
論亦逾萬則。

現代的網絡世界，催生了不同類型的平台，聚集了大量
人流。《分身爸打》微電影讓我們看到如能善用網絡平
台，將訊息帶入群眾，引起關注，讓相關訊息被自發性
地分享、流傳，可以獲得更高的公眾教育成效。

微電影獲得主流網上媒體轉載，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公眾
自行分享及回應亦十分踴躍。

微電影於2017年5月推出，結合緊張刺激的虛擬online
遊戲與及現實故事情節，帶出小朋友被夾在離異父母之
間的無助。微電影在社交平台播放，獲得將近三百萬人
次瀏覽，反應非常理想。

繪
本

掃描二維碼，欣賞
「爸媽離婚後，仍會愛鍚我」

掃描二維碼，
欣賞《分身爸打》電影

繪本由本地家庭組合創作，
由十歲女兒繪畫，嘗試從小
朋友角度，親自述說面對父
母離異的感受和期盼，希望
讓家長更了解孩子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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