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港成⼈專注⼒協會

⾹港成⼈專注⼒協會(以下簡稱為協會) 是⼀個註冊的⾮牟利慈善機構，致⼒於提⾼公眾對專注⼒失

調及過度活躍症的認識和理解。該組織為受此疾病影響的個⼈和家庭提供全⾯⽀援，並促進平等機

會。透過教育、研究、培訓和協作活動，⾹港成⼈專注⼒協會旨在為所有⼈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前⾔

⾃ 2013 年起，第 5 版的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冊明確增加了⻘少年及成⼈的

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症（下稱 ADHD ）症狀標準後，成⼈ADHD 問題在⾹港⽇益受到關注。

根據研究，約 65％  的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症患者會持續出現症狀到成年期，成⼈ADHD的症狀

與童年期有所不同，且常常與其他疾病的症狀相似，如抑鬱或焦慮  等，這增加了診斷的複雜性。

此外，社會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污名化也可能是成⼈ADHD常常未經治療的原因。

8 ⼤⾹港成⼈ADHD現況

1. ADHD 隱藏患者數量龐⼤

⾹港的ADHD患病率在不同年齡層中都有明顯的存在。具體來說，根據港⼤醫學院在2018年的⼀

項研究，兒童和⻘少年的ADHD患病率⾼達6.4%，⽽成⼈患病率則為2.5%。若以2022年的⾹港

⼈⼝數據推算，⾹港的ADHD患者可能多達21萬，其中兒童和⻘少年（以5-19歲計算）有逾5萬

⼈，成⼈（20歲或以上）則有157,000⼈。

然⽽，根據醫管局最新數字，2022/23年度，只有21,300 名ADHD患者到公⽴醫院精神科求診，

當中有17,500為兒童和⻘少年患者（5-17歲），約3,800為18歲或以上成⼈患者，與按⼈⼝推算

的ADHD患者數⽬呈現巨⼤落差。未有接受治療的患者可能在⽇常⽣活中⾯對各種困難，但卻沒有

得到適當的⽀援和治療。

2. 社會對ADHD的淺薄認識

在⾹港，社會⼤眾對ADHD的認識仍然停留在表⾯。許多⼈持有⼀些誤導的觀念，例如認為ADHD

僅僅是兒童時期的⾏為問題，⽽⾮⼀種可能伴隨⼈到成年的疾病。這種誤解可能源於對該疾病的知

識不⾜或是受到⼀些刻板印象的影響。因此，當患者⻑⼤後仍然表現出相關的症狀時，他們可能會

在⼯作場所或⽇常⽣活中遭遇到不必要的歧視或誤解。這不僅影響了患者的⼼理健康和社交互動，

也可能妨礙他們在職場上的發展和晉升。

3. 醫療⽀援的明顯短缺與不⾜

在⾹港，公共醫療體系下的精神健康服務⾯臨著嚴重的壓⼒，尤其是對於ADHD患者。⾸次預約的

等待時間經常過⻑，這對於需要及時治療的患者來說，可能會導致病情惡化或其他相關的⼼理健康

問題。⽽私⼈醫療服務雖然可以提供更快速的醫療⽀援，但其⾼昂的費⽤使得許多家庭難以承受。

瑪麗醫院作為⾹港提供相關治療的主要醫療機構之⼀，其成⼈ADHD部⾨的資訊不透明和很難獲

得。現實情況是，除⾮經過相關單位的轉介，否則⼀般患者在瑪麗醫院的官⽅網站上很難找到這部

分的資訊。這不僅增加了患者尋求幫助的困難，也可能導致他們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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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ADHD資源短缺

ADHD在社會上普遍被認為是兒童特有的疾病，這種觀念可能導致對成⼈ADHD的關注和資源投⼊

不⾜。由於⼤部分的研究、宣傳和治療資源都集中在兒童患者上，成⼈ADHD患者往往⾯臨著資訊

匱乏和專業⽀援不⾜的問題。

這種情況可能使得許多成⼈ADHD患者在尋求幫助時遭遇困難，他們可能難以找到專業的醫⽣或治

療中⼼，或者在接受治療時發現治療⽅法和策略不夠適合成⼈。此外，由於社會對成⼈ADHD的認

識不⾜，這些患者在⽇常⽣活和⼯作中可能還會遭遇到誤解和歧視。

5. 患者權益認知的不⾜性

許多患者對於ADHD的相關權益並不充分了解。他們可能不知道ADHD是受到《殘疾歧視條例》的

保護，因此在⾯對相關的問題時，可能會缺乏適當的應對策略。例如，他們可能不知道⾃⼰有權申

請《殘疾⼈⼠登記證》。此外，當他們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時，也可能不知道可以向平機會進⾏申

訴，尋求正義和保障⾃⼰的權益。這種權益認知的不⾜，可能會使得患者在⾯對困難時，感到更加

無助和迷茫。

6. 對成⼈ADHD的專業培訓不⾜

在醫療和⼼理健康領域中，對成⼈ADHD的專業培訓和知識普及仍然存在明顯的不⾜。許多醫⽣和

⼼理健康專家在受訓時可能沒有接觸到⾜夠的成⼈ADHD相關課程，導致他們在實際⼯作中缺乏對

此疾病的深⼊了解。更糟糕的是，⼀些從業員甚⾄還停留在過時的觀念中，誤認為ADHD只是兒童

特有的問題，⽽忽略了成⼈同樣有可能受到這⼀疾病的困擾。

此外，與國際間的專業交流和持續進修機會也相對有限，使得本地的醫療專家難以及時獲得ADHD

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治療⽅法。這不僅可能影響到診斷的準確性，還可能導致治療策略不夠先進和有

效。

7. 成⼈ADHD患者的⽀援服務缺⼝

⾹港雖然為殘疾⼈⼠提供了⼀系列的⽀援服務，但這些服務在設計和推出時，往往未能充分考慮到

成⼈ADHD患者的特殊需求。成⼈ADHD患者⾯對的困難和挑戰可能與其他殘疾⼈⼠有所不同，因

此他們需要的⽀援和幫助也應該有所區別。

⽬前，專⾨針對成⼈ADHD患者的⽀援服務在⾹港仍然相對缺乏。這不僅包括醫療和治療⽅⾯的⽀

援，還涉及到⽇常⽣活、⼯作和社交等多個⽅⾯。

8. 未能充分發揮ADHD患者的⼈才職場潛⼒

社會對ADHD的誤解和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其中最為普遍的就是將ADHD與低智商劃上等號。然

⽽，事實上許多ADHD患者的智商完全在正常範圍內，甚⾄有不少⼈的智商遠超過平均⽔平。這些

患者在學業和專業技能上都有出⾊的表現，但由於缺乏適當的治療和⽀援，他們在職場上經常遭遇

困難，如難以找到合適的⼯作或經常⾯臨失業的威脅。

在當前社會，⼈才是最寶貴的資源，⽽我們卻因為對ADHD的誤解和偏⾒，⽽未能充分發揮這部分

⼈才的潛⼒。這不僅是對這些患者的不公，也是對⾹港社會的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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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應該在其官⽅網站上，提供更加詳細和透明的ADHD相關資訊。

參考美國及加拿⼤，儘快落實開放給更多經培訓的家庭醫⽣協助治療ADHD患者，以減低輪

候時間及治療費⽤。

縮短公營醫療系統的輪候時間，確保患者能夠及時得到適切的治療和⽀援。

增加免費或低成本的ADHD篩查活動。

加強公眾宣傳，透過學校、職場和媒體進⾏教育宣傳，⿎勵患者及家屬主動尋求醫療幫助。

每年舉辦 ADHD 關注周提⾼公眾及業界認知。

參考 “Shall We Talk” 計劃模式，透過教育、研究、培訓和協作活動，⻑遠提⾼公眾對

ADHD的認識和理解。

增加專⾨針對成⼈ADHD的治療和輔導中⼼。

建⽴⼀個更加有效的轉介系統，使得家庭醫⽣或其他醫療專家可以更容易地將患者轉介到專

⾨的ADHD診所或部⾨。

跟新加坡國⽴⼤學的成⼈ADHD專科部⾨合作，引⼊客觀的確診ADHD 最新技術及治療經

驗。

在醫學院和⼼理學系增加成⼈ADHD的課程和培訓。

⿎勵醫⽣和相關專家參加國際研討會，以便獲得最新的研究和治療⽅法。

引⼊ADHD 教練 （ADHD coaching) 專業崗位及資格。

舉辦⼯作坊和講座，教育患者和家屬關於他們的法定權益。

建⽴⼀個專⾨的網站或資訊平台，提供相關的法律和政策資訊。

建⽴專⾨針對成⼈ADHD患者的⽀援⼩組和網絡。

提供專業的職業輔導和培訓，幫助患者更好地融⼊職場。

對於選擇私⼈醫療服務但負擔不起的家庭，政府提供經濟援助或補助。

與企業合作，提供專⾨為ADHD患者設計的實習和⼯作機會。

⿎勵企業提供更加友善的⼯作環境，如靈活的⼯作時間和專注的⼯作空間。

8 ⼤建議

   1. 加強醫療體系的⽀援

   2. 提⾼⾹港社會對ADHD的認識及減少隱藏患者

   3. 加強⾹港的ADHD資源及專業培訓

   4. 提⾼⾹港ADHD患者的權益認知

   5. 填補⾹港成⼈ADHD的⽀援服務缺⼝

   6. 充分利⽤⾹港ADHD患者的潛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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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加拿⼤、歐盟及英國的 ADHD單位的經驗，⿎勵建⽴ADHD患者的⽀援組織或⾃助團

體。

進⾏更多的研究，收集有關成⼈ADHD的數據，除了有關兒童及家庭的研究外，有關成⼈

ADHD 跟情緒及職場關係的研究亦⼗分重要。

  7. 建⽴患者⽀援組織

  8. 資助ADHD研究和數據收集

結論：

⾹港成⼈專注⼒協會作為⼀個致⼒於提⾼公眾對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認識的⾮牟利慈善機構，

指出⾹港在成⼈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症（ADHD）的問題上存在多⽅⾯的挑戰。

從⼤量的隱藏患者、社會的淺薄認識、醫療⽀援的短缺，到患者權益認知的不⾜，這些問題都亟需

解決。為此，協會提出了⼋⼤建議，包括加強公眾宣傳、提⾼專業培訓、資助相關研究等，旨在為

ADHD患者提供更全⾯的⽀援，確保他們能夠在社會上得到平等的機會和尊重，並充分發揮其潛在
的⼈才和能⼒。

⾹港成⼈專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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