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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因犯事被判入獄，但卻不敢告知兒女，令他們的子女經常問「爸爸或媽媽去了哪裏」，但最終

都不得要領，因而出現情緒及暴力問題。有機構調查後發現，逾 35%兒童均不知道父親或母親入獄，因

而有較高機會出現社交能力、專注力及暴力行為的問題，同時照顧者因較高機會出現憂鬱，亦會直接影

響兒童的行為。有專家指，家長要小心評估是否說出真相，幫助兒童解決情緒問題。  

記者陳錦輝報道  

浪子回頭金不換，但若果有親人入獄，少不免會遭身邊的人白眼，生媽的丈夫因為沉迷賭博，其後更犯

事入獄，面對沉重的壓力，生媽一度打算輕生，「試過想死……爸爸（丈夫）犯罪不等於全家都是衰人！」

頓失經濟支柱的她，加上要照顧兩名幼子，只能靠綜援過活，但她擔心兒子會說溜嘴，被人叫作「監躉

個仔」，因此一直未有告知兒子小生，只有告知年紀稍大的長子。突然失去了父親，五歲的小生經常發

脾氣，曾試過三個小時站不動，又不說話。  

65%照顧者有憂鬱狀況  

而同樣丈夫入獄的峰媽，丈夫雖然只剩三個月的刑期，但仍有另一宗案件未判刑，而五歲的兒子有過度

活躍症，她至今仍未有勇氣告知兒子真相。  

負責跟進上述個案的香港善導會，昨聯同香港大學進行全港首個調查，研究在囚人士子女的行為及情

緒，與知道父母入獄是否有關。調查去年共訪問了 80 名在囚人士的子女或其照顧者，約 64%兒童知道

父母入獄，大部分從照顧者，如母親得知，其餘則是透過寫信、探望、社工或偷聽方式得知。  

數據亦顯示，不知道父母入獄的兒童，會較易出現社交問題、注意力不足、或作出具攻擊性的行為；而

照顧者面對兒童亦承受很大壓力，調查發現 65%照顧者出現憂鬱狀況，而照顧者的情緒亦會直接影響兒

童的行為，包括思考態度及犯罪行為等。  

善導會籲將服務常規化  

負責研究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崔永康在記者會上表示，這些出現問題的兒童，能力不

一定比其他小朋友差，只是他們需要面對情緒及壓力，可能因而難以發揮潛能，「如果幫助他們解決問

題，相信可以幫助他們啟發潛能。」  

香港善導會督導主任陳佩指，不少小朋友都出現情緒行為，「他們經常會打架，暴力得好緊要。」她

續稱，是否說出真相要先估其個案情況、在囚人士的年期及兒童情緒等因素，再訂出時間及方法。她建

議政府增撥資源，將有關服務常規化，設立專門中心為在囚人士家庭提供全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