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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 

研究工作小組公佈 

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 2014 

報告摘要 

引言 

每年十月，多個非政府機構及公共機構會舉辦「精神健康月」活動，透過不同形

式的公眾教育及推廣活動，向市民宣傳精神健康的訊息。今年「精神健康月」籌

委會的研究工作小組，完成了一項香港人的精神健康指數調查，了解受訪者的身

心健康質素，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多關注個人及社區精神健康。 

 

研究目的 

1. 了解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碰到困難時之處理方法、如何保持身心康泰；

當遇上逆境時，期望哪些人來支持自己，並從別人獲得情緒支援的情況；及 

2. 調查年長人士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以及與家人同住和自身活動能力是否

對其生活滿意度有所影響。 

 

調查方法 

今次是第三次同類調查在港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於 2014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成功訪問 1,500 名香港市民，回應率為 43%。是次調查主要探討受訪者

於過去兩星期裡，有關以下方面： 

 

1. 精神健康指數 (WHO 世界衛生組織五項身心指標 [1998 年版]) 

2. 遇到困難時之處理方法 

3. 如何保持身心康泰 

4. 當遇上逆境時，期望哪些人支持自己 

5. 從家人、朋友和同事得到的情緒支援 

6. 生活滿意度 (60 歲或以上受訪者，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生活滿意度量表作

量度指標) 

 

研究結果 

三分一香港市民精神健康欠佳 

結果顯示，以 100 分為總分，今年約三分一受訪者(33%)的精神健康指標低於 50

分，表示其精神健康欠佳，比 2013 年的數據(25%)，情況略差。今年的精神健康

指標平均值(55.93 分)比 2013 年的平均值(59.72 分)亦較差，情況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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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調查按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及婚姻狀況的組別，比較其

精神健康指數平均值的分佈。兩性的精神健康指數相若。 

 

年齡組別的比較 

在年齡方面，15 - 24 歲(53 分)及 35 - 44 歲人士(53 分)的精神健康較其他年齡組

別稍差。今年 15-24 歲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3 分)與 2012 年(64 分)及 2013

年(63 分)比較，有明顯下降。 

 

教育程度、職業及婚姻狀況的組別的比較 

專上學歷人士(54 分)的精神健康較其他教育程度組別稍差。待業人士(34 分)的精

神健康較其他職業組別顯著地為差。離婚/分居人士(48 分)的精神健康較其他婚

姻狀況組別顯著地為差。 

 

不處理困難人士的精神健康較差 

當面對困難時，受訪者中有 15%人士會選擇「不處理」(47 分)，其精神健康較其

他組別為差。 

 

採用「保持身心康泰方法」人士的精神健康良好 

受訪者選擇不同保持身心康泰方法。當中有 17%人士選擇「為善最樂」(62 分)，

其精神健康較其他組別為佳。 

 

用多項保持身心康泰方法人士的精神健康較佳 

約三分一受訪者（33%)選擇三項或以上保持身心康泰方法，其精神健康(61 分)

顯著地較其他組別為佳。反之，5%受訪者沒有選擇任何保持身心康泰方法(45

分)，其精神健康較其他組別顯著地為差。 

 

期望支持渡過逆境的對象 

超過半成受訪者(53%)期望伴侶可支持其渡過逆境、其次是子女(34%)、家中長者

(31%)和工作伙伴(31%)，較少的是朋友(25%)和兄弟姐妹(20%)。 

 

家人、朋友或同事的情緒支援有助精神健康 

相對於家人(84%)和朋友(65%)，受訪者較少從同事(31%)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 

約八成以上受訪者（84%)從家人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約三分二受訪者（65%)

從朋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約三成受訪者(31%)從同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 

從家人、朋友和同事得到足夠情緒支援的受訪者，其精神健康較得不到足夠家

人、朋友和同事支援的受訪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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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精神健康指標的主要因素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指標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響，依次序為： 

•  從家人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 

•  從朋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 

•  日常生活中多運用「快樂七式」 

 

六十歲或以上受訪長者的精神健康及生活滿意度（N[受訪人數]=369） 

 

約四分一受訪長者精神健康及生活滿意度欠佳 

結果發現，超過四分一受訪長者(28%)的精神健康指標低於 50 分，表示其精神健

康欠佳。此外，以 35 分為總分，約四分一受訪長者(24%)生活滿意度低於 20 分，

表示他們生活得不大愉快，其生活滿意度平均值為 22.44 分，這情況值得關注。  

 

用多項保持身心康泰方法的受訪長者生活滿意度較佳 

分析顯示，受訪長者的生活滿意度跟其精神健康指標，呈現正相關性。換言之，

當受訪長者有良好精神健康，其生活滿意度亦會較高。 約四分一受訪長者（26%)

選擇三項或以上保持身心康泰方法，其生活滿意度平均值(24 分)顯著地較其他組

別為佳。此外，長者情緒支援的滿足度普遍較整體受訪者為低，這或許是由於他

們大多沒有工作，較為依賴家人的情緒支援。 

 

受訪長者的生活滿意度跟其自理能力有顯著關係 

接近八成受訪長者（78%)出入處所時，不需要任何輔助工具或協助，其生活滿

意度(23 分) 比需要輔助工具(22 分)和需要別人扶助(21 分)的受訪長者稍高。 只

有 2%受訪長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別人幫助進行一些活動 (例：如厠、洗澡、穿

衣服、進食等)，他們的生活滿意度顯著地偏低(16 分)。 

 

受訪者(60 歲以下)評估同住六十歲或以上長者的生活滿意度 (N[受訪人數]=290) 

如前所述，自理能力較低的長者普遍生活滿意度也較低(16 分)。但家人對長者生

活滿意度的評估卻未能反映出這樣的分別。可見家人及旁人傾向低估長者自理能

力對他們心理的影響。 

 

影響受訪長者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 

六十歲或以上受訪長者的生活滿意度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  日常生活中多運用「快樂七式」 

•   有自理能力去處理日常生活；出入處所時不需要任何輔助工具或協助 

•  個人有良好的精神健康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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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是次調查，「精神健康月」籌委會的研究工作小組作出以下建議： 

 

1. 有見 15 至 24 歲組別人士的精神健康明顯較前兩年下降， 建議及早教育，

把精神健康教育納入學校課程，培養青少年面對壓力和情緒管理能力，建

立正面具彈性的思維模式。 

 

2. 比較 2012 年至 2014 年的數據，期望工作伙伴支持其渡過逆境人士的比例

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只有約三成受訪者從同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可

見他們在職場要承受頗大的壓力。綜觀現今企業重視員工的合作精神，僱

主應加強培訓同事之間的團隊精神，以及提供工作間的友善政策。 

 

3. 遇到困難時，不要逃避問題，日常生活中多運用「快樂七式」，並尋找家

人、朋友及同事的情緒支援。 

 

4. 倡議定期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瞭解不同年齡、階層和組別的精神

健康狀況。調查研究數據有助各方持份者制定合適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以改善市民的精神健康。 

 

對長者的建議： 

 

1. 建議長者多運用「快樂七式」。 

 

2. 家人支援對長者極為重要，同時也要幫助長者在其他方面得到情緒支援。 

 

3. 家人及社會多留意長者自理能力對他們心理的影響，增加長者及家人對長

者精神健康及生活滿意度的認知，當長者出現情緒問題時及早尋求醫生或

社工協助。 

 

4. 建議政府應增加資源，針對自理能力轉差的長者加以訓練及輔助，減低他

們因對別人依賴而感到內疚，以免影響其精神健康。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