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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香港懲教署心理服務組(—)
服務簡介

心七

示曰

香港懲教署心理服務組致力促進在囚人士的心理健康，協助他們適

應在囚環境，提供系統化的心理治療計劃，以助其反思及改正犯罪

行為，並在獲釋後重過新生 。 本署共有約三十多位臨床心理學家及

約三十位接受過相關訓練的懲教主任為在囚人士提供心理服務 。 為

針對不同類別在囚人士的需要，本署心理服務組分為兩組 ， 心理服

務組（一）主要在成人懲教院所提供心理評估、輔導及治療，心理

服務組（二）則負責青少年懲教院所及戒毒所 。 以下簡介心理服務

組（一）的工作 。 

一、

本組同時為有需要的在囚人士提供自願參與的系統化心理治

療計劃，包括為女性在因人士而設的健心館，預防暴力心理

冶療計劃及性罪犯心理評估及冶療組 。 透過專業的心理評估

和治療，幫助參與者深入了解自己的心理特質和反思犯罪成

因，協助他們踏出正面一步，減低重犯風險，並在獲釋後以

積極的態度開展新生活 。

為院所管理層提供專業意見 ： 向懲教院所管理層提供專業意

見以改善院所的整體運作 ， 例如向管方提供防止在囚人士自

殘行為的措施 。

I 服務範圍 

法證心理評估： 應法庭及各有關法定委員會的要求 ， 為在囚

人士進行法證心理評估，撰寫心理報告，並就他們的心理狀

況、性格、智力和重犯風險等範疇，提供專業意見。

心理治療：為有需要的在囚人士提供

心理輔導，協助他們面對服刑期間遇

到的適應困難及處理各種心理問題，

例如惰緒困擾、自殘傾向、精神健

康、人際和家庭關係等問題 。

四、

五、

科學研究 ： 臨床心理學家積極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務求深

入了解本地在囚人士的心理特質，以提供切合其需要的服

務 。 硏究重點包括發展本地化的風險評估工具和心理治療計

劃的成效評估等 。

職員訓練： 本組的臨床心理學家定期為懲教人員提供在職

訓練，包括防止在囚人士的自殘行為、認識及處理有暴力

傾向的在囚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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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懲教署心理服務組（－）服務簡介

服務特色

實證科學為本 ： 根據最新的國際科學研究，為在因人士提供

一系列以實證科學為本的專業服務，包括心理評估和冶療 。

多元化的治療形式：形式包括為在因人士提供個別的專業心
. 

理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個人情緒及行為等問題。系統化治療

計劃主要以小組進行，輔以臨床心理學家設計的治療手冊，

配合不同的視聽教材、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活動，以喚起

參加者的討論和反思 。 臨床心理學家亦會使用音樂、繪畫等

藝術媒介，加強治療的成效 。 

丶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發展方向

放眼國際：本組會繼續與著名學者合作，並不時邀請外國專

家協助專業培訓，持續提升心理評估的準確度和可靠性 。 另

一方面，本組亦會參考最新的科研證據和外國經驗，發展適

合本地在因人士的心理治療計劃 。

專業心理評估工具：臨床心理學家會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結果，

不斷更新評估工具，亦積極投入科學研究，期望研製出本地化的

評估工具，務求切合本地在囚人士的心理特質和臨床需要 。

一、 深化交流：本組亦會定期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及相關持份

者交流工作經驗，及加強合作以進一步優化在囚人士的更

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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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健心館

女性個人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

治療計劃內容
心七

示曰

健心館於二零一一年正式啟用，位於羅湖懲教所，為受中度至嚴重

情緒及心理困擾的女性在囚人士，提供多元化和針對性心理治療 。

健心館的成立為懲教署女性更生工作揭開新的一頁。

臨床心理學家發現，導致女性犯罪的因素有別於男性，而且女性

在囚人士也有獨特的更生需要，例如女性比男性在囚人士更常患

上不同種類的情緒病，有更多受虐和創傷經歷，不少更出現自殘

傾向。有見及此，懲教署成立健心館，為女性在囚人士提供成長

及情緒治療。 

建立希望 

0 
( 

1 

O 

+ 
| 

善用個人才能

圖：治療計劃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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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心館女性個人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

參與健心館治療計劃的女土會接受一系列密集式的治療計劃，臨床

心理學家會透過認知行為治療，協助她們處理情緒問題 ， 並且運用

正向心理治療，強化她們的個人潛能 。 治療內容包括情緒管理、擺

脱犯罪行為、改善人際關係、提升正面的覺察能力和建立希望感

等 。 除了進行系統化和深入的小組治療外，臨床心理學家亦會按照

每位參加者的進度和心理需要 ， 提供個別指導和最適切的治療 。 參

加者會互相支持和學習，成為一個治療社群，透過持續實踐，把在

小組冶療所學到的新思想和技巧轉化為持之以恆的生活習慣 。

治療計劃特色 

1. 嶄新治療計劃
傳統的認知行為治療傾向「 尋找問題」，健心館除了運用傳統的

心理治療以外，亦會引入正向心理學，提供一個全新的治療概

念，透過協助參加者「尋找自我潛能」來提升治療效果 。 本中心

將正向心理學有系統地應用在懲教院所內的治療計劃 中 ，這是亞

洲甚至國際首創的做法 。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2. 運用藝術媒介
健心館在心理治療中加入藝術元素，讓參加者透過創作，展現內心

情感及想法，藉此抒發和處理個人的情緒困擾 。 

3. 治療社群
健心館會透過建立治療社群，讓參加者互相幫助，建立關係，並在

生活中一起實踐從小組所學到的心理技巧 。 同時，臨床心理學家亦

可得知她們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困難，並把這些困難用作小組課題，

讓他們從中學習新的處理技巧，藉此深化治療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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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心館女性個人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榮譽顧問 發展方向

本署邀得正向心理學 各項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健心館的治療計劃成效顯著，參加者的

方面有豐富硏究經驗 情緒明顯改善，希望感增加，亦更懂得感恩。榮譽顧問何教授指

的本地專家 香港 出，健心館的臨床心理學家示範了嶄新而有效的治療技巧 。 我們會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 在此基礎上繼續相關研究，力求完善健心館的課程內容，使更多有

學系何敏賢教授擔任 不同需要的女性在囚人士受惠；亦讓她們在情緒、思想和行為上持

本中心的榮譽顧問， 續有正面的轉變，使她們離開院所後能夠開展新生，重新出發。

以助進一步提升心理

治療的質素 。

獎項

本署於二零一三年榮獲婦女事務委員會頒發 「 性別主流化嘉許獎 」 ，

以表揚本署為女性在囚人士獨特需要而設的服務，健心館正是其中

獲得嘉許的項目。此外，健心館於二零一五年榮獲公務員優質服務

獎勵計劃的「隊伍奬（專門服務） 」 和 「 特別加許（積極回應） 」 ，肯

定了本中心在積極回應女性在囚人士需要的努力。 

'"'''''""""""""""" '""'""'""'""'"'、,"''"丶"'"'""

店伍"'充 /"IJIO 絲 I 

,~"'"'""''''""'''"'."''"'' 
科即疝訐（積如回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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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

心七

示口

香港懲教署心理服務組轄下的

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於－

九九八年設立，藉以幫助干犯

性罪行的在囚人士在獲釋後重

過新生 。 本組位於小欖精神病

治療 中心， 是東亞首個為干犯

性罪行的在囚人士而設的住院

式治療中心，旨在為參與者提供全面而有系統的心理評估和治療

計劃，並給予他們一個適切的治療環境，以協助他們避免重犯及

建立正面的生活模式 。 

I 
治療計劃內容 

1. 啟導課程
干犯性罪行的在囚人士會由各

間懲教院所轉介至本小組參與

啟導課程 ， 其間小組會為他們

提供全面的心理評估，並鼓勵

他們接受治療 。 小組內的臨床

心理學家會根據個別在囚人士的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訂定合適的

治療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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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2. 中度密集治療計劃及高度密集治療計劃
有關在囚人士完成啟導課程後，若評估為低重犯風險，該在囚人

士會返回所屬院所繼續服刑 。 若評估為中度及高度重犯風險，便

按他的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參與中度密集冶療計劃或高度密集治

療計劃 。

干犯性
罪行的
在囚人 .... 
士

（鵰被定罪
或服刑中） 

導
程

啟
課

尸
中風險需要

圖：治療計劃會按照在囚人士的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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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

治療計劃以小組治療為主，

並輔以個人冶療； 同時，參

加者需要完成一系列為干犯

性罪行的在囚人士而設的治

療手冊 。 治療計劃主要包括

以下七個單元：

圖：治療計劃包括七個主要單元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治療計劃特色 

1. 治療社羣及團隊協作
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亦是一個治療社羣，透過提倡參加者之間

互相關懷及支持，帶動他們作出正面的改變。參加者除了一起參與

小組治療外，亦會一起工作和生活。治療社羣讓參加者實踐並鞏固

治療所得，如情緒管理及社交技巧等，為他們往後重投社會作準

備 。 為此，前線懲教職員會致力為參加者營造良好的治療氣氛，並

時常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到的技巧。 

2. 強項為本的治療方針
治療計劃不單希望就參加者的情緒及心理問題對症下藥，同時期望

提升參加者的優點與強項；例如，除了處理參加者的性偏差外，更

強調建立健康的性知識。本小組透過定期安排以正向心理學概念為

主題的集體活動，如感恩、欣賞自己和他人等，培養參加者的正向

思維及正面情緒，以協助他們展開正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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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 

3. 本地評估工具
為在囚人士訂定合適的治療

計劃，便有賴精確的風險及

冶療需要評估方法 。 本署得

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的捐助，與香港中文大學共

同研發了一套本地化的重

犯風險及更生需要的評估

工具，以評估本港干犯性

罪行的在囚人士的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 。 本組亦將持續進行研究，繼

續優化評估工具 。

成就

本署自二零零九年起成立由本地及國際知名的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

定期檢討性罪犯的更生工作，以確保能維持國際水平 。 在二零一三

年，參與檢討顧問小組的專家包括： 

• 萊斯· 馬歇爾博士，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頓前羅克伍德心理服

務總監 

• 羅伯特．麥葛福先生，美國佛蒙特州懲教署佛蒙特性罪犯治療

計劃前臨床總監 

• 張妙清教授， OBE• 太平紳士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該次檢討中，顧問小組認為本組提供的心理評估及治療計劃非常全面

和成熟，達致高度專業水平及符合國際標準 。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榮譽顧問

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有幸邀請了美國佛蒙特」州懲教署佛蒙特性

罪犯治療計劃前臨床總監羅伯特．麥葛福先生擔任榮譽顧問，為治

療計劃提供寶貴的專業意見 。

發展方向

本組今後將持續研究和優化本地化的評估工具，以提供精確的風險

及治療需要心理評估，並繼續致力發展適合本地干犯性罪行在囚人

士的心理治療，由國際知名的專家顧問小組定期檢討現有的治療計

劃，確保評估及治療維持國際水平 ， 進一步提升治療質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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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暴力心理治療計劃

心七

示口

香港懲教署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保障公眾安全，協助減少罪案發

生。鑑於暴力罪行（例如謀殺、誤殺、傷人、家暴、虐待兒童等）

對受害人和社會造成的傷害往往難以估計，亦無法補救，心理服務

組（一）專門為干犯暴力罪行的成年在囚人士制定 「 預防暴力心理治

療計劃」，旨在減低他們獲釋後重犯的風險。

臨床心理學家會為參

加者提供系統化的心

理評估及治療服務，

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

思想，促進理性溝

通，積極解決問題，

並於服刑期間實踐新

的思想行為模式，避

免將來再使用暴力 。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治療計劃內容

科學研究顯示，暴力行為是複雜而多樣，形式、嚴重程度和動機

亦各有不同。干犯暴力罪行的在囚人士，通常有一些心理特質，

令他們傾向用暴力解決問題。本署臨床心理學家參考了外國懲教

機構的治療方針，並因應本地在囚人士的特質，設計了以心理學

理論為基礎、科學實證為本的預防暴力心理治療計劃，共有十個

單元：

認知重塑
防止重犯

圓 ： 治療計劃包括核心和選修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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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暴力心理治療計劃

除了 「 認知重塑 」 和 「 防止重犯 」 是必修的核心單元外，臨床心理

學家會根據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的評估結果，為在囚人士選出其他

合適的單元。因此，每位參加者各自有獨特的治療計劃，需要參與

的單元也會有差異 。重犯風險和治療需要較大者 ， 一般參加較多治

療單元 ，治療期亦較長。計劃的各個單元皆以認知行為治療為核心

基礎，透過小組討論、治療手冊、角色扮演等方法，深化不同主題

和重點。所有參加者都是自願參與。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治療計劃特色 

1. 持續課程
部分干犯暴力罪行的在囚人士因案件的嚴重程度而被判處較長的刑

期，甚至終身監禁，他們在完成治療後往往仍要服刑一段時間。針

對他們的獨特需要，臨床心理學家會定期舉辦持續課程，讓參加者

溫故知新，鞏固治療成效和維持自我改善的動力，並以正向人生模

型 (Good Lives Mode l ) 為基礎，透過不同的集體活動，發掘參加

者的強項和正面特質，以深化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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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暴力心理治療計劃

2. 靜觀訓練
因應最新的科學研究結果，本計

劃引入嶄新的元素以提升治療效

果 。 近年，臨床心理學家利用靜觀 

(Mindfu ln ess) 訓練，改善參加者

的覺察能力，提升他們在面對強烈情

緒（例如憤怒）時的自制能力，使他

們能摒棄往日訴諸暴力的習慣，重新建立對自己思想、惰緒，和行

為的自主能力 。

發展方向 

因干犯嚴重暴力罪行而被判處終身監禁的人士，入獄初期往往

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面對無期徒刑所產生的絕望和孤

獨感 。 因此，臨床心理學家為這些在囚人士設計合適的適應課

程，一方面協助他們盡快適應院所生活，接納被判處無期徒刑

的事實，疏導不安情緒 ； 另一方面鼓勵他們參加心理治療，及

早在服刑期間開展更生計劃 。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本署臨床心理學家一直根據最新的國際科學研究，選用合適

的評估工具為在囚人士作專業心理評估 。 為更切合本地干犯

暴力罪行在囚人士的特質，本署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進行科

學研究，共同編製及持續優化一套暴力重犯風險及治療需要

的評估工具，進一步提升評估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讓在囚人

士能更清晰了解自己的心理治療需要，亦為相關法定委員會

提供科學化的專業意見 。

榮譽顧問

本署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梁永亮教授，擔任編製本

地評估工具硏究的榮譽顧問，為研究工作提供專業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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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證心理評估

心七

示口

法證心理評估旨在向法庭以及法定委員提供專業意見，以了解在囚

人士的心理狀況、犯案動機、更生需要、重犯風險和他們接受更生

服務的清況，協助法庭或相關委員會作出最適切的決定 。

簡介

一、法庭心理報告

臨床心理學家會應法庭要求，為還押於懲教署的人士進行心理評估

及撰寫心理報告。這些心理評估主要在有關人士被定罪後及判刑前

進行。臨床心理學家會透過面談了解還押在囚人士的背景、成長經

歷、精神病史、人際關係和就業情況等各範疇，期間亦會利用不同

的心理評估工具進行評估。這些心理評估工具皆以心理學理論為基

礎，並經過嚴謹的科學驗證和統計學計算而製成 ， 具廣泛的國際認

受性。臨床心理學家可以運用這些工具，就還押在囚人士的心理狀

況、性格、認知能力、重犯風險等各方面作出精確的評估，從而深

入理解他們的心理特質和犯案動機。有需要時 ， 臨床心理學家亦會

和還押在囚人士的家人聯絡，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

表現。 

圍牆內的日與夜十五個在囚人士的心理治療故事

E 

法庭心理評估除了可讓相關人士了解還押在囚人士的心理狀況和重犯風

險等資料外，亦會反映在囚人士需要接受心理治療的程度，供法官在判

刑時參考。此外，心理評估的過程亦可鼓勵他們自我反思，增進對自我

的韶識和培養正向思維，為日後接受心理治療或其他更生服務作準備。

、法定委員會心理報告 

心理服務組的蹄床心理學家會應不同

法定委員會的要求，定期為有關的在

囚人士進行心理評估，並撰寫心理報

告。這些法定委員會包括長期監禁刑

罰覆核委員會，監管釋囚委員會，以

及監管下釋囚委員會 。 心理學家會按

在囚人士的心理狀況、更生或冶療進度、重犯風險等各方面，向委

員會提供專業意見。此外，臨床心理學家會評估在囚人士在監管期

間是否有接受心理治療的需要，亦會就個別個案的性質提供管理重

犯風險的意見，例如就性罪犯的特別監管條款提出專業意見。有需

要時，臨床心理學家會在他們受監管期間提供心理輔導，協助他們

重新適應社會，減低重犯風險，開展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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