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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黃潔貞議員

關注家事調解制度及相關配套措施進展

　　近十多年以來，本澳每年的離婚宗數一直保持在千宗以上，當中不
少離婚夫妻仍育有未成年子女，如據政府統計資料，單是2023年的1,299
宗離婚個案中，就有846名未成年子女。未成年人作為社會的未來棟樑與
可持續發展關鍵，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減低因父母婚姻破裂對其身心
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值得全社會共同關注。

　　政府今年已完成了修改《民事登記法典》，其中涉及有未成年人子
女的兩願離婚條文，將於明年1月1日起生效。當中有關兩願離婚案件將
可到登記局辦理，而相關行使親權協議，必須由檢察院進行審查，做法
相信能減輕法院的司法負擔，同時避免夫妻及未成年子女面對法院程序
的壓力，以及兼顧未成年子女的權益保障。

　　不過，在總結以往本人接觸的個案經驗中，發現部分離婚個案，夫
妻雙方很難自行就行使親權的問題達成共識並轉化為行使親權協議，甚
至以未成年子女作為離婚及財產分割作為談判條件，令個案最終只能以
訴訟處理婚姻關係，造成了嚴重的家庭內耗，且未成年子女因處於父母
婚姻衝突中，帶來的傷害和負面情緒往往是長期甚至是永久性的。因此
社會一直關注已納入今年法律提案《家事案件調解制度》進展，期望建
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更好保障夫妻雙方及未成年人的權益，並提供能
修補讓婚姻關係的機會，促進社會及家庭和諧。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今年3月份的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中，當局透露正有序1.
推進修改《民事訴訟法典》的勒遷之訴，以及制定《家事案件調解制
度》的法案草擬工作，經過前期深入分析研究後，提出相關立法建議
方向。但現時《民事訴訟法典》的勒遷之訴已進入細則性討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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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案件調解制度》則仍未提交立法會審議，請問其最新進展為何？
能否趕及本施政年度內完成？
為使未來《家事案件調解制度》得以有效運作，應對司法程序帶來的2.
需求，並要滿足家事案件或糾紛的獨特性，建設具多元專業的調解員
團隊至為關鍵。為此，請問相關部門在家事調解員的專業認可制度及
培訓上有何規劃？如何支持包括法律、社會服務、心理諮商、教育等
專業人士取得認證，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多元解決家庭糾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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