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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9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 2005 康復計劃方案檢討事宜的意見書 
 

簡單背景： 
恆康互助社成立於 1996 年，由精神病患者組成的自助組織。本會以爭取精神病患

者合理權益為己任。超過 95%會員為精神病患者。 
 
本意見書包括： 
1. 自助組織參與政府諮詢及執行委員會的看法 
2. 政府對自助組織的態度 
3. 從服務使用者看社區精神健康連網 
4. 公眾教育及要求政府正視傳媒不當精神病報導 
5. 增加日間訓練中心以服務更多的精神病患者 
6. 要求政府進行全面的全港精神健康服務需求調查，檢視及改善現時服務使用情況 
7. 教育局應支援思覺失調學生，避免因為被欺凌和歧視而失去學習機會 
 
關於自助組織(第 1-2 項) 
 
第一項訴求：自助組織有權參與政府諮詢及執行委員會 
 現時與病人自助組織關係較密切的福利、勞工、衛生等事務，轄下有不少諮詢委員

會或執行委員會架構。儘量有病人或照顧者參與，可是不但所佔比例較少，而且全部是

個人代表委任。個人代表可能只反映他們個人的意見，不代表本身組織的看法，因此代

表性存疑。同樣地，被委任的病人或照顧者代表，沒有涵蓋至所有科別。例如精神病科，

現時沒有病人或照顧者組織代表被委任。 
 以下是其中三個委員會例子： 

監護委員會是影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監護權的法定委員會。

成員分三類，其中第三類「具有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相處有經驗的人士」，只包括照

顧者，沒有受監護對象團體代表(特別是精神病患者)。在台灣，同類委員會已要求三分

一代表是病人和照顧者代表，加上其他國家開始把病人及照顧者納入監護委員會，目的

是容許病人參與決定及監察監護權的執行。現在香港居然比台灣落後，加上精神健康條

例自 2000 年後，沒有因應病人權利提升的潮流，相應修改法例，加入病人組織代表在

委員會。因此，政府必須盡快修改法例。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是決定病人出入院的法定機構。委員會名單沒有病人或照顧者

代表。這個影響精神病患者利益的審裁處，居然沒有病人代表，完全無法反映病人聲音

及監督精神健康條例的執行。在世界衛生組織，早就要求在同類委員會，加入病人代表，

以反映病人的聲音及監督其執行。台灣也如上述例子，加入三分一病人及照顧者代表在

委員會。政府必須修改精神健康條例，加入病人組織代表，以反映病人組織的看法及監

督法律的執行。 
康復諮詢委員會是就未來香港康復政策，提出意見的委員會。雖然有病人代表在

內，但是不但只佔二人，而且是行政長官以個人名義委任。他們未必代表病人組織的聲

音，病人組織代表也沒有渠道參與委員會。政府(行政長官)應該增加病人代表數目，並

且廣泛委任不同病科病患者組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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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訴求：政府應該多重視自助組織 
 現時只有醫院管理局有病人自助組織的名單，可是它是以病科分類。社會福利署網

頁只有由社署管理或撥款的福利服務單位的名單，但是沒有自助組織資料。本會要求社

署的資料加入這方面的資料，方便服務使用者及求助市民。 
 此外，雖然政府在方案檢討內加入自助組織的內容，但是在康復政策上，假設自助

組織是輔助及補充主流社會服務，忽視了自助組織在社區康復及病人自主的功能。加上

社會各界較少宣傳自助組織的資訊，很多市民不知道自助組織的存在。建議政府、社聯

等機構，利用媒體、書刊、互聯網介紹自助組織，令更多市民知道。 
 
關於社區照顧、公眾教育(第 3-6 項) 
 
第三項訴求：所有精神病患者有權使用社區精神健康連網，增加連網單位數目，服務更

多精神病患者，善用現有康復設施 
 社區精神健康連網在 2002 年初投入服務，目的是善用現有設施，為社區中的精神

病患者，提供服務及聚腳點。現時有 25 間中途宿舍或日間訓練中心提供連網服務。正

使用連網服務的本會會員反映，每個連網開放時間不一，大部分單位在晚上提供極有限

的服務(每星期可能只有一天晚上開放)，有些日間要工作的會員難以使用。此外，最近

三年沒有新的連網單位提供，有些地區如將軍澳，有新的中途宿舍(利民會尚德之家)，
但本身又不是連網單位，完全無法善用資源，當地很多精神病患者(特別住在調景嶺、

市中心地區的病患者)，只能用觀塘連網單位或翠林連網單位，對他們很不便。每個連

網單位只有 2 位社工，但是 50 名社工要應付 4884 名精神病患者及照顧者(方案檢討文

件 04/05)，平均每名社工要處理接近百名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要求政府增加新的連網單位，善用現有康復設施，尊重每個精神病患者有使用社區

精神健康聯網的權利。要求政府督促連網單位延長開放時間，特別是更多晚上開放時間

及增加假日開放時間。加強地區為本的連網服務，連結其他服務單位，使更多精神病患

者受惠。 
 
第四項訴求：加強公眾教育，深化精神健康公民教育 
 現時政府及不同機構都有向不同界別人士宣傳精神健康，但是集中於疾病預防及治

療的層次，較少以生活化的精神健康宣傳(例子：在傳媒或工作間介紹積極生活、改善

精神健康以增加工作效率等)。 
儘管社會各界向公眾展開精神健康教育多年，但是現今社區人士對精神病患者仍有

恐懼感。這不是宣傳者做得不夠，反而是媒體過分地報導精神病事件，令公眾聯想精神

病患者會突然傷人或自殺。這樣報導手法在近十年屢次被批評，政府有需要正視這種會

破壞社會和諧及社會包容的報導。行文時有精神病患者狀告三間媒體歧視精神病人，反

映的是現時投訴機制及公眾教育無法保障精神病患者免受歧視。因此政府不但帶頭展開

精神健康公眾教育，而且協助及支援自助組織、資助機構直接到醫療機構、社區機構、

中小學、屋邨宣傳。現時的每年 10 月舉行的精神健康月，政府有空間容許更多組織參

與，當中包括自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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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訴求：增加日間訓練中心以服務更多的精神病患者 
 現時香港有 5 間精神病康復者訓練及活動中心，服務 259 名(04/05)精神病患者。自

從 01 年精神病康復者訓練及活動中心創薈坊啟用後，之後再沒有新的中心啟用。政府

大力提倡精神病患者融入社會，這些中心正好發揮作用。因為中心可以同時提供日間訓

練，及固定交誼地點，這是社區精神健康連網服務無法兼顧的地方。特別是近年會所模

式的流行，新的日間中心需要參照會所模式營運。因此，政府必須康復服務中，將連網

服務及日間中心服務作雙線發展，容讓其他資助機構營運新的日間中心，服務更多精神

病患者。 
 
第六項訴求：要求政府進行全面的全港精神健康服務需求調查，檢視及改善現時服務使

用情況 
 現時政府及統計處不包括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服務需求調查，只有服務情況調查。這

方面的數據散見在各機構，沒有一個機制整合數據。結果政府無法掌握服務需求，公眾

也不知道相關可使用服務的用家數目。現今康復計劃方案檢討，沒有詳細羅列各類病患

者總人數，只有服務使用者人數，有些隱蔽的病患者更無法計算，因此服務需求往往被

低估。政府應該進行全面的需求調查，收集各機構數據，並借助人口統計，了解香港精

神病患者人數。這樣才能了解服務需求，藉此投放更多資源改善精神健康服務。 
 
關於教育權利(第 7 項) 
 
第七項訴求：正視思覺失調學生就學權利 
 近年青少年患上思覺失調(早期精神病)數字有上升的趨勢，每年新症約有 700 宗，

他們病發時大多在學期中，老師及學生突然要處理思覺失調青少年，在不了解病情及藥

物副作用(特別是渴睡)的情況下，歧視及欺凌難免會出現。除了協助其他有需要的學生

外，教育局也需要考慮思覺失調學生的特別需要。在醫療支援及社區支援之外，政府必

須支援這些學生及其他師生，並且協助學業調整，避免他們因歧視及病情失去學習機會。 
有些思覺失調學生或會報讀大學，然而現時大學缺乏支援這些學生的配套，包括密

集心理輔導、課程輔導、基金支援及課程安排調整等。在外國，早有大學提供這些支援，

這些支援本身不構成標籤，反而是保障這些學生的讀書權利。如果他們因為缺乏配套導

致追不上學業而失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生涯的打擊，因而或會影響病情。 
 
總結： 
 精神病患者是社會上弱勢的一群，缺乏社會大眾的關懷和支持，及缺乏政府的良好

精神健康服務，他們只會縮在一角，不願面對社會。本會透過社區互助，公眾教育、倡

議更完善精神健康服務，目的是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這是為政府建立良好民望的

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