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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2019-2023 性罪行個案概況」研究發佈 

疫情後青少年性罪行個案比率大增  最低犯案年齡為 11 歲 

信義會以「青少年自強計劃」為學生提供輔導服務 

 

疫情後青少年的罪案率有上升趨勢，根據警方公佈的數字，2023年上半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被捕的青少年，比 2022

年同期增 22.8%。而根據本機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的研究，發現青少年性罪行個案亦有明顯增長趨勢。 

 

研究整合了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間，本機構轄下青少年單位之 10-18 歲青少年的警司警誡及法庭定罪共 139 宗個

案，分析近年青少年性罪行個案的趨勢，我們發現： 

1. 綜觀 2009 至 2023 年度的性罪行個案比率，單位 2009 年的個案數字為 551 宗，性罪行個案佔 24 宗，比率

為 4.36%；2019 年的個案數字為 156 宗，性罪行個案佔 19 宗，比率為 12.18%；而 2023 年的個案數字則為

209 宗，性罪行個案佔 63 宗，比率為 30.14%，反映性罪行個案比率節節上升。 

2. 非法性交及猥褻侵犯兩項性罪案數字自 2021 年起有上升趨勢，對比 2022 年及 2023 年的數據，兩項性罪

案數字更分別錄得 1.8 倍及 3.5 倍之升幅。 

3. 這 五年間，在不同性罪案類型中，猥褻侵犯／向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的個案佔 54%；與

年齡在 16 歲以下或 13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個案佔 31%；其他性罪行個案則佔 15%。 

4. 非法性交個案升幅顯著，由 2022 年的 8 宗，上升至 2023 年的 15 宗，同時猥褻侵犯／行為個案亦大幅上

升，由 2022 年的 10 宗，上升至 2023 年的 35 宗，反映後疫情青少年性教育值得關注。 

5.  2022 年至 2023 年間，非法性交案件中的 87%的涉事者為情侶關係，反映社會需關注青少年對相關法例的

認識，以及他們的戀愛觀與相處界線。 

6. 而這兩年間，猥褻侵犯／行為案件中，91.5%的犯案者為受害者認識的人，反映非禮者並非以陌生人為主。

當中表示未有獲取對方准許而干犯猥褻侵犯／行為，佔最多數的關係類別為同學。 

7. 這兩年間，非法性交案件中的 87%雙方事主於事件後沒有再接觸，而猥褻侵犯／行為案件中，則有 80%的

人事後不再接觸，反映案件發生後對關係的破壞。 

8. 非法性交個案中最多犯案者的年齡為 16 歲，佔同類案件的 39.5%；而最低的犯案年齡為 13 歲，佔同類案

件 4.6%。 

9. 猥褻侵犯／行為中最多犯 事者的年齡為 14 歲，佔同類案件 20%；而最低犯案年齡為 11、12 歲，各佔同

類案件的 5.3%。 

 

此研究並輔以從美國引入為青少年性罪犯而訂的評估工具：青少年性罪行犯事者評估工具 (二) (Juvenile Sex 

Offender Assessment Protocol-II) (J-SOAP-II) ，深入了解青少年犯事成因及重犯機會。社工以此工具了解個案的各項

風險因素，並根據評分作多角度分析，配合從家訪及面談了解案主其他情況。再從 12 個介入導向中對應選取合

適的目標，處理個案個人需要及其各個系統功能，例如處理個人的創傷（家暴、性侵犯）、加強對受害者的同理

心及建立健康性態度及關係等，從根源處理問題。我們建議社會各界亦建立適切評估系統，從中多角度了解個案

的需要，作為介入的基礎。 

 

 



綜合研究調查的結果，本機構提出以下建議： 

1. 14-16 歲的青少年為需要關注的群組，他們對性充滿好奇，但另一方面卻對性相關法例的認識和敏感度不

足，以為在同意的情況下發生就不犯法，不了解法律對未成年人士的保護。我們建議應在高小到初中加

強性教育及法律意識教育。 

2. 加強全面性健康教育，讓青少年能在性自主、守法及尊重他人等方面取得平衡，配合社會文化更新性教

育模式和內容。 

3. 讓青少年認識不同性相關議題，並需要多方面合作介入，如家庭及教育界。 

4.  加強青少年對性罪行的認識及守法意識，讓他們認識定罪紀錄對前途的影響，以及未成年性行為之影響

和後果。 

5. 鼓勵家長向子女進行性教育，並學習與青少年子女談交友、戀愛及性話題。 

6. 政策制定層面上，由於社會充斥色情資訊，與青少年性罪行有密切關係，政策制定者需要將兒童及青少

年置於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以便立法提供適合各種年齡的治療和懲罰方法。 

 

本機構向來關心青少年性罪行情況，並持續推動不同計劃及服務提供支援以作回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自強計劃 

自 2001 年開始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提供輔導服務予新界東區內，即沙田、大埔、北區及元朗警署轉介正接受警

司警誡計劃 10 至 18 歲以下之兒童及青少年。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服務對象擴展至為 18 歲以下被捕的兒童及青

少年及其朋輩。 

心渡計劃（青少年性健康支援服務） 

計劃的服務對象為受性偏差行為困擾的 10-18 歲青少年與其家長，以及社區人士(學校、家長、青少年工作者)。

服務區域覆蓋沙田、大埔、北區及元朗，以個案輔導、治療小組及強項發展活動推展服務。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傳媒聯絡 

 

許莉霞 Charlotte Hui 

T: 2376-0233 

Email: leehahui@elchk.org.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圓融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副主任 林濠賢  

T: 2650 0022 

Email: yes@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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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captions: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整合了轄下青少年單位的性罪行個案，分析近年青少年性罪行個案的趨勢。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圓融綜合服務中心副主任林濠賢先生指出近年的性罪行個案比率有上升趨勢。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圓融綜合服務中心主任陳藹姍小姐，針對青少年性罪行問題日趨嚴重，建議加強

全面性健康教育。 

4.  (左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圓融綜合服務中心主任陳藹姍小姐、中心副主任林濠賢先生，以及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助理總幹事竺永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