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改會就「監護權和管養權」的建議諮詢公眾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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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改革委員會轄下由劉健儀擔任主席的監護權和管養權小組委員會今日（星期二）發表

一份諮詢文件，就該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改革建議諮詢公眾意見。小組委員會相信這些改革建議

能夠為父母正在辦理離婚或分居手續的家庭提供協助。 

這份諮詢文件就以下三個範疇提出建議： 

＊ 監護權和管養權的實體法； 

＊ 非對抗性排解糾紛程序；及 

＊ 關於擄兒童法的改革。 

監護權和管養權 

－－－－－－－ 

 劉健儀在闡釋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時指出，當父母其中一方去世時，而他於生前已經（藉遺

囑）委任遺囑監護人於他去世後照顧其子女，又或如他並無委任監護人而其親屬對於應由誰負

責照顧其子女有意見分歧時，都可能出現監護權爭議。如果父母在離婚後就教養子女事宜上出

現意見分歧，便會引起管養權糾紛。 

 劉健儀解釋時指出：「小組委員會建議訂定法定的要項清單，以協助法官根據兒童最佳利

益的原則來裁斷有關糾紛。」 

 「小組委員會建議廢除現行常用的命令，就是不再發出將管養權授予父母其中一方並只予

另一方探視權的命令。理由是這項安排會使一些父母認為父母其中一方獨得對子女的擁有權和

管束權，而另一方則完全沒有權利。」 

 現時發出的命令將會由「同住令」、「聯繫令」、「指定事項令」和「禁止行動令」來替

代。這些命令都較為着重為兒童作出實際安排。 

 「同住令」將會指明兒童的居所和由誰人負責兒童的日常照顧和福利。「聯繫令」則會反

映兒童有權與並非和他住在一起的父親或母親維持個人關係。 

 至於「指定事項令」，則適用於父母雙方在某些事項的立場上有異的情況，以界定父母雙

方各自負有的責任和享有的權利，並訂明他們可如何行使權利和履行責任。 



 

 

  「禁止行動令」將可禁制父母任何一方在未取得法院同意前履行某些父母責任。 

 

 

  劉健儀補充說，小組委員會認為父母監護權的觀念，應以父母在離婚後仍持續對子女負有

父母責任的原則取代，因為父母必須為子女作出教養安排，直至子女長大成人。至於監護權，

則只限於兒童的父或母不在（不論是否已經去世）的情況下，才賦予第三者照顧兒童的責任。 

 

 

  她繼續說：「我們也建議改革《未成年人監護條例》，以鼓勵父母委任監護人，以便在其

去世後有人代為照顧其子女。對於遺囑監護人按照兒童的最佳利益所作的決定，尚存的父或母

將不能如以往般加以否決。」 

 

 

  「我們建議香港的法制應更明確肯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香港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讓他們

可獲委任為兒童的監護人，或讓他們可以與兒童保持聯繫。」 

 

 

  「小組委員會也建議，為符合《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的規定，在監護權和管養權糾紛

中，應可藉委任獨立法律代表如「法定代表律師」，或透過社會福利主任或兒童心理治療師擬

備的報告，或如兒童已具足夠的成熟程度，由兒童直接表達等途徑，以取得兒童的意見。」 

 

 

  「此外，為加強協調政策的制定工作，我們建議應由單一決策局全權負責所有關於家庭和

兒童的法例。」 

 

 

排解糾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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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解糾紛程序方面，小組委員會建議改進家事法庭的制度，例如就優先排期聆訊管養權

案件一事訂立服務承諾指標，並由法庭發出個案管理實務指示，以鼓勵有關人士在早段解決糾

紛。 

 

 

  劉健儀指出：「從其他施行普通法國家的經驗可見，修訂實體法用語和應用調解等另類排

解糾紛方法來處理管養權糾紛，確有助緩和離婚父母之間的紛爭。」 

 

 

  她繼續說：「小組委員會建議，應鼓勵父母在處理有關糾紛時，自行協商解決或由調解員

居間調停，並盡量減少日後就教養問題而訴諸法院。」 

 

 

  「兒童的父母可訂立教養計劃。這計劃會扼要列明父母就日後兒童的住所、與誰保持聯

繫、其教育、宗教信仰和醫療各方面所作的安排。這個計劃可在法院登記。 

 

 

  「為推廣另類排解糾紛程序，我們建議在家事法庭開辦資訊簡介會，以提供關於另類排解

糾紛程序和支援服務的資料。我們也建議律師應有責任告知為人父母者有關輔導和調解服務的

資料。」 



 

 

  她又指出：「小組委員會也建議增撥資源予家事法庭，供其聘任支援服務統籌員，以推動

和統籌將父母轉介接受適當支援服務和開辦資訊簡介會等工作，並增撥資源予政府機構和非政

府機構，以提供輔導和調解服務。」 

 

 

  「此外，小組委員會又建議，在社會褔利主任提供調查和報告服務以外開辦獨立的法院調

解服務。」 

 

 

  「我們就排解糾紛程序所提出的建議，旨在推廣更為有效、更合情理和更充分照顧兒童需

要的程序，以期可在減低父母之間怨憤和仇恨的情況下排解糾紛。」 

 

 

擄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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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委員會建議修訂擄兒童的民事和刑事法律，例如引入名為追尋令和返還令的命令，

以便當局可於兒童被遷離本港法院的司法管轄範圍之前追查兒童的行蹤和尋回有關兒童。 

 

 

  劉健儀表示，這些建議有助加強海牙《國際擄兒童民事方面公約》的效用。 

 

 

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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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如欲索取有關的諮詢文件，可聯絡法律改革委員會秘書，地址是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三十九號夏慤大廈二十樓。 

 

 

完 

 

 

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一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