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精神健康月 

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14

調查結果發佈會 

 
2014年10月14日 

 

平等機會委員會 
朱崇文博士 

1 



2014精神健康月 

2014精神健康月 

• 為加強公眾人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每年10月，由多個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非政府機構舉辦「精神健康月」
活動。 

• 「精神健康月」旨在透過不同形式的全港性公眾教育及
推廣活動，向市民宣傳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並提高市民
對精神康復者的認識及接納。 

• 為了解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在每年會進行「全港
精神健康指數調查」。此調查自2012開始進行，數據有
助建立指數，用作追蹤評估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
讓持份者能釐定合適的政策措施、教育和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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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五項身心健康指標」，完成了有關
受訪市民過去兩星期內的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另外，採用「生
活滿意度量表」，研究60歲或以上年長人士對生活狀況的滿意
程度。 

• 調查於2014年7月至8月期間進行。 

• 以問卷形式用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各階層的香港市民，共成功
收回1,500份有效問卷，回應率是43%。 

• 是項研究希望了解：(1)香港市民過去兩星期內的精神健康指數
得分、碰到困難時之處理方法、如何保持身心康泰；當遇上逆
境時，期望那些人來支持自己，並從別人獲得情緒支援的情況，
使進一度深入了解港人之精神健康質素；(2)當中年長人士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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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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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 

2012及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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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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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12和20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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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012 2013 

精神健康指數  

(50分或以上 ) 
65% 75% 

性別 
男性 

女性 

55分 

57分 

60分 

60分 

年齡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或以上 

64分 

54分 

53分 

56分 

55分 

59分 

63分 

58分 

58分 

60分 

58分 

60分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中學生 

專上 

大學或以上 

56分 

56分 

56分 

59分 

58分 

60分 

60分 

64分 

精神健康指數 

(%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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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12和20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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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012 2013 

職業狀況 

全職 

兼職 

家庭主婦 

退休 

學生 

待業  

53分 

59分 

58分 

58分 

65分 

44分 

58分 

61分 

60分 

60分 

65分 

52分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56分 

56分 

51分 

49分 

59分 

60分 

53分 

57分 

如何處理困難 

積極處理困難 
消閒娛樂 

閒談 
運動 

尋找專業人士 
不處理 

- 

58分 

58分 

59分 

56分 

48分 

63分 

61分 

61分 

64分 

62分 

47分 

精神健康指數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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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12和2013 (3) 

7 

 項目 

2012 2013 

快樂七式 
(感謝與讚美、健康樂
悠悠、敬業樂業、嘉
言善、為善最樂、常
懷寬厚、天倫情話) 

沒有 

一種 

兩種 

三種或以上 

39分 

56分 

56分 

62分 

43分 

57分 

57分 

63分 

情緒支援 – 家人 

(以5分為總分，平
均值為3.45分) 

足夠 
不足夠 

- 

- 

62分 

40分 

情緒支援 – 朋友 

(以5分為總分，平
均值為3.10分) 

足夠 
不足夠 

- 

- 

62分 

49分 

情緒支援 – 同事 

(以5分為總分，平
均值為1.08分) 

足夠 
不足夠 

- 

- 

62分 

59分 

精神健康指數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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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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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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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或以上受訪者的 

精神健康狀況 

(N=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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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 

「五項身心健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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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星期裡： 

所
有
時
間 

大
部
份
時
間 

超
過
一
半
時
間 

少
於
一
半
的
時
間 

有
時
候 

從
未
有
過 

我感到快樂、心情舒暢 5 4 3 2 1 0 

我感覺寧靜和放鬆 5 4 3 2 1 0 

我感覺充滿活力、精力充沛 5 4 3 2 1 0 

我睡醒時感到清新、得到了足夠休息 5 4 3 2 1 0 

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 5 4 3 2 1 0 

原始分數* 

註：* 原始分數總和 x 4 = 精神健康指標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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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香港市民精神健康欠佳 

以100分為總分，結果發現約三分之一(33%)受訪者精神健康指標低於
50分，即表示精神健康欠佳，可見香港市民精神健康問題值得社會的
關注。與2013年的25%比較，情況略差，這跟2012年的35%相若。 

2014年(55.93分)與2012年(56.25分)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相若，而
2013年的平均值則是最高(59.7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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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5% 

25% 

75% 

3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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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分以下 50分或以上 

2012 2013 2014

年份 2012  2013 2014 

平均值 56.25 59.72 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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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香港市民精神健康分佈情況 

結果顯示，有較多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指標值介乎48-68分
之間。整體來說，較低精神健康指標值(<20分)的香港市
民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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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精神健康相若 

結果顯示，男性佔樣本約40%，而女性約為60%。兩性的
精神健康沒有顯著差別(55分 vs 57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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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歲及35-44歲人士精神健康稍差 

結果顯示，15-24歲(53分)及35-44歲(53分)的精神健康一般較其
他年齡組別稍差，他們佔樣本約30%；而55-59歲(59分)及65歲或
以上(59分)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顯著地(p<0.05)為高，他
們佔樣本約32% 。與2012年(64分)及2013年(63分)比較，2014年
15-24歲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3分)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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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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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 20% 13% 6% 22% 19% 

2012 – 64 

2013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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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上學歴人士精神健康稍差 

結果發現，專上學歷人士(54分)的精神健康一般較其他教
育程度組別稍差，他們佔樣本約20%。整體來說，各組別
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4-57分)沒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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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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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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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平
均
值

 

24% 41%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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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業人士精神健康較差 

如下圖所示，待業人士(34分)的精神健康一般較其他職業組
別顯著地(p<0.05)為差，他們佔樣本約3%。整體來說，其他
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3-58分)沒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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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9% 18% 21%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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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分居人士精神健康較差 

結果顯示，離婚/分居(48分)人士的精神健康一般較其他婚姻
狀況組別顯著地(p<0.05)為差，他們佔樣本約3%。整體來說，
其他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3-58分)沒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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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4% 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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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困難人士的精神健康較差 

如下圖所示，當面對困難時，受訪者會選擇不同方式去應
對(可選多項)。當中有15%人士會選擇「不處理」(47分)，
其精神健康一般會較其他組別為差。整體來說，其他組別
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5-58分)沒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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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1% 23% 36% 27% 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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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保持身心康泰方法」人士的精神健康良好 

結果發現，受訪者會選擇不同保持身心康泰方法(可選多項)。
當中有17%人士會選擇「為善最樂」(62分)，其精神健康一
般會較其他組別為佳。整體來說，其他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
平均值(58-59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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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 41% 40% 36% 1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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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項保持身心康泰方法人士的精神健康較佳 

結果顯示， 33%受訪者選擇三項或以上保持身心康泰方法，
其精神健康(61分)一般會顯著地(p<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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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一般會較其他組別顯著地(p<0.05)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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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8%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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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期望那些人支持其渡過逆境 

如下圖所示(可選多項)， 受訪者較期望伴侶(53%)、子女(34%) 、家中長
者(31%)和工作伙伴(31%)支持其渡過逆境，較少的是朋友(25%)和兄弟姐
妹(20%)。整體來說，有期望別人支持的受訪者的身心健康指標平均達
54-60分。與2012年及2013年的數據比較，期望伴侶(39%-44%-53%)、家
中長者(15%-16%-31%)及工作伙伴(5%-8%-31%)支持其渡過逆境人士的
比例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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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從家人和朋友獲得較多情緒支援 

由0分(完全不足夠)至5分(完全足夠) ， 受訪者從家人(3.31)

和朋友(2.65)之中獲得較為足夠的情緒支援。反之，受訪者
從同事得到較不足夠的情緒支援(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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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訪者從家人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神健康較佳 

結果顯示，84%受訪者從家人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
神健康(59分)顯著地(p<0.05)較16%得不到足夠家人支援
的受訪者(42分)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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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訪者從朋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神健康較佳 

結果顯示，65%受訪者從朋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
神健康(59分)顯著地(p<0.05)較35%得不到足夠朋友支援的
受訪者(50分)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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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較少對受訪者提供足夠的情緒支援 

結果顯示，31%受訪者從同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神健康

(59分)顯著地(p<0.05)較69%得不到足夠同事支援的受訪者(55分)為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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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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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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受到下面因素影響，依次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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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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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指數 - 2014 vs 2012和2013 

• 2014年的33%受訪者精神健康指標低於50分。與2013年的25%比較，

情況略差，這跟2012年的35%相若。2014年(55.93分 )與2012年
(56.25分)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相若，而2013年的平均值則是最
高(59.72分)。  

• 與2012年(64分)及2013年(63分)比較，2014年15-24歲組別的精神健
康指標平均值(53分)明顯下降。 

• 相對2012年(65分)和2013年(65分)的受訪學生會有較高的精神健康

指標平均值，2014年的學生組別則呈現一般精神健康水平(56分)。 

• 2012至2014年的數據皆顯示，當面對困難時，受訪者會選擇「不
處理」(47-48分)，其精神健康一般會較其他組別為差。受訪者選

擇三項或以上保持身心康泰方法，其精神健康會較佳(61-63分)。 

• 受訪者從家人、朋友和同事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其精神健康會
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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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跟2012年(64分)及2013年(63分)比較，2014年
15-24歲組別的精神健康指標平均值(53分)明顯
下降，情況令人憂慮。這有待相關持份者進入
深入研究，探討箇中原因。 

2. 比較2012年至2014年的數據，期望工作伙伴
(5%-8%-31%)支持其渡過逆境人士的比例有增
加的趨勢。但是，只有31%受訪者從同事得到
足夠的情緒支援，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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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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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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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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