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㆓年五月十㆔日㆓零零㆓年五月十㆔日



•• 在在20012001年，香港年，香港6565歲或以㆖的長者㆟口約有七十五萬㆟。歲或以㆖的長者㆟口約有七十五萬㆟。
當㆗有部份甚少或沒有得到家㆟或親屬支援。當㆗有部份甚少或沒有得到家㆟或親屬支援。

•• 研究顯示，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區，香港的整體自研究顯示，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區，香港的整體自
殺率屬於㆗等。但本港長者的自殺數字卻較某些鄰近以殺率屬於㆗等。但本港長者的自殺數字卻較某些鄰近以
非華㆟為主的國家和㆞區為高。不過由非華㆟為主的國家和㆞區為高。不過由19971997年起，儘管年起，儘管
香港的整體自殺率有所㆖升，但長者的自殺率已逐漸㆘香港的整體自殺率有所㆖升，但長者的自殺率已逐漸㆘
跌，並在跌，並在20002000年時趨於穩定。年時趨於穩定。

•• 由於社會經濟改變，家庭結構和家庭照顧長者的傳統模由於社會經濟改變，家庭結構和家庭照顧長者的傳統模
式受到影響，加㆖長者㆟口快速增長，社會需要提高對式受到影響，加㆖長者㆟口快速增長，社會需要提高對
長者自殺及受虐問題的關注和認識，並採取適當的預防長者自殺及受虐問題的關注和認識，並採取適當的預防
措施。措施。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 家庭/人際
關係衝突

• 使人衰弱
的疾病

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 家人或護老
者最近經歷
不快的事

• 失禁

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 最近發生不
愉快事件
(例如: 喪偶)

• 令人沮喪的
事情

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力
大不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身
體機能缺損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家庭結構和人數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 獨居
• 不滿意居住安排
• 貧窮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感到絕望 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

• 性格衝動
• 應變技巧
欠佳

• 悲觀

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

• 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 色
和地位下降

• 代際關係變得疏離
• 有關自殺和暴力的
價值觀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家人之間
• 與護老者之間
• 與同屋住客或親
密朋友之間

• 沒有(與外界隔
絕)

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

• 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
• 缺乏自尊
• 抑鬱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特別在提供護老
服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身心健康
• 應變技巧
• 處理壓力的能力
• 無需依賴藥物
• 鞏固的社交網絡
• 無暴力紀錄或經歷
• 強大的家庭凝聚力
和適應能力

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

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

如負面的話

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

後果

背景影響 加強性情況

個別長者的因素 人際因素

正面因素社會環境因素

觸發性因素



• 健康狀況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力不
大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身體
機能缺損

• 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自我形象負面

- 感到絕望

•    容易自殺的長者特徵
-    性格衝動
-    健康欠佳
-    應變技巧欠佳
-    悲觀

• 容易受虐的長者特徵
    -   需要依靠別㆟
    -   處於高危境況
    -   失去自主權



• 環境壓力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與社會的接觸
• 影響護老者和家
㆟的高危因素

• 觸發性因素



-   -   獨獨獨獨獨獨獨獨居居居居居居居居
-   -   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不滿意居住安排

-   -   貧窮貧窮貧窮貧窮貧窮貧窮貧窮貧窮

••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   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家庭結構和㆟數

-   -   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

-   -   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與社會的接觸
• 影響護老者和家
㆟的高危因素

• 觸發性因素



•  環境壓力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長者可發揮的角色和

㆞位㆘降㆞位㆘降㆞位㆘降㆞位㆘降㆞位㆘降㆞位㆘降㆞位㆘降㆞位㆘降

–– 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代際關係變得疏離

–– 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

值觀值觀值觀值觀值觀值觀值觀值觀

•  與社會的接觸
•  影響護老者和家
     ㆟的高危因素
•  觸發性因素



•  環境壓力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與社會的接觸

–– 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與家㆟之間

–– 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與護老者之間

–– 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與同屋住客或親密朋

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友之間

––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與外界隔絕))))))))

•   影響護老者和家
     ㆟的高危因素
•   觸發性因素



•  環境壓力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與社會的接觸

•• 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影響護老者和家

      ㆟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

–– 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自感不足

–– 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濫用酒精或藥物

–– 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缺乏支援 ( ( ( ( ( ( ( (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特別在提供護老服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

•   觸發性因素

--------                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缺乏自尊

-  -  -  -  -  -  -  -  抑鬱抑鬱抑鬱抑鬱抑鬱抑鬱抑鬱抑鬱



• 環境壓力
• 文化價值觀和結構
• 與社會的接觸

• 影響護老者和家㆟的高危
因素

••   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觸發性因素
––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際關係衝突

–– 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使㆟衰弱的疾病

–– 虐待虐待虐待虐待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 : : : : : : 失禁失禁失禁失禁失禁失禁失禁失禁

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家㆟或護老者最近經歷不快的事

-------- 自殺自殺自殺自殺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 : : : : : : 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長者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  (  (  (  (  (  (  (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 : : : : : : 喪偶喪偶喪偶喪偶喪偶喪偶喪偶喪偶))))))))

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令㆟沮喪的事情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 家庭/人際
關係衝突

• 使人衰弱
的疾病

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 家人或護
• 老者最近經
歷不快的事

• 失禁
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 最近發生不
愉快事件
(例如: 喪
偶)

• 令人沮喪的
事情

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力
大不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身
體機能缺損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家庭結構和人數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 獨居
• 不滿意居住安排
• 貧窮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絕望 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

• 性格衝動
• 應變技巧
欠佳

• 悲觀

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

• 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 色
和地位下降

• 代際關係變得疏離
• 有關自殺和暴力的
價值觀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家人之間
• 與護老者之間
• 與同屋住客或親
密朋友之間

• 沒有(與外界隔
絕)

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

• 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
• 缺乏自尊
• 抑鬱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特別在提供護老
服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身心健康
• 應變技巧
• 處理壓力的能力
• 無需依賴藥物
• 鞏固的社交網絡
• 無暴力紀錄或經歷
• 強大的家庭凝聚力
和適應能力

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

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

如負面的話

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

亟需要照顧的亟需要照顧的亟需要照顧的亟需要照顧的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
力大不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
身體機能缺損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如與外界隔
絕、缺乏支援、
貧窮、不滿意
居住安排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應付壓力的能
力欠佳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家人/護老
者關係欠佳

- 與外界隔絕

長者的心理長者的心理長者的心理長者的心理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  如心理抑
鬱 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

- 應變技
巧欠佳

- 悲觀

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

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最近發生不愉快事件
(例如: 喪偶), 或令人沮
喪的事情

•家庭/人際關係衝突

•使人衰弱的疾病

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 家庭/人際
關係衝突

• 使人衰弱
的疾病

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 家人或護
• 老者最近經
歷不快的事

• 失禁
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 最近發生不
愉快事件
(例如: 喪
偶)

• 令人沮喪的
事情

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力
大不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身
體機能缺損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家庭結構和人數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 獨居
• 不滿意居住安排
• 貧窮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絕望 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

• 性格衝動
• 應變技巧
欠佳

• 悲觀

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

• 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 色
和地位下降

• 代際關係變得疏離
• 有關自殺和暴力的
價值觀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家人之間
• 與護老者之間
• 與同屋住客或親
密朋友之間

• 沒有(與外界隔
絕)

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

• 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
• 缺乏自尊
• 抑鬱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特別在提供護老
服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身心健康
• 應變技巧
• 處理壓力的能力
• 無需依賴藥物
• 鞏固的社交網絡
• 無暴力紀錄或經歷
• 強大的家庭凝聚力
和適應能力

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

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

如負面的話

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

亟需要照顧的長亟需要照顧的長亟需要照顧的長亟需要照顧的長
者者者者

•  需要依靠別人
•  處於高危境況
•  失去自主權

文化價值觀和形文化價值觀和形文化價值觀和形文化價值觀和形
態態態態

•  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
色和地位下降

•  代際關係變得
疏離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如與外界隔絕,
獨居, 貧窮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護老者/家人
關係欠佳

• 與外界隔絕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護老者/家人的
應付壓力的能力
欠佳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  護老者或家人最近經歷
不快的事件

•  家庭/人際關係衝突
•  使人衰弱的疾病
•  失禁

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
危因素危因素危因素危因素

• 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

• 缺乏自尊
• 抑鬱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特別在提供
護老服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
照顧

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

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

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如微弱的話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感到絕望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感到絕望



• 影響長者、其家㆟和護老者的高危因素不㆒定
會增加長者受虐或自殺的可能性。防禦因素可
加強個㆟和家庭的適應能力，有助抗衡和減低
高危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 高危因素亦不㆒定是導致長者受虐或自殺的成
因。適當的支援可化解高危因素所造成的危機。



• ㆔管齊㆘的策略方針 -
(㆒) 預防 ：  以加強防禦因素
(㆓) 及早識別問題 ：  以減輕和減少傷害
(㆔) 危機介入 ：  以提供適時和適切的援助

• 以㆖措施旨在㆒方面加強防禦因素，另㆒方面針
對高危因素，減低長者受虐或自殺的可能性。





•• 安老事務委員會在㆓零零零年年底展開安老事務委員會在㆓零零零年年底展開““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
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樂頤年””運動，旨在通過提倡個㆟責任、推動運動，旨在通過提倡個㆟責任、推動
社會積極參與、創造可促進健康生活的環境，社會積極參與、創造可促進健康生活的環境，
以及提升長者的形象，讓市民和社會認識健康以及提升長者的形象，讓市民和社會認識健康
㆟生的重要。㆟生的重要。

•• 生署設有生署設有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長者健康㆗心和和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長者健康外
展隊展隊展隊展隊展隊展隊展隊展隊，向社區內的長者定期推廣 生教，向社區內的長者定期推廣 生教
育計劃。另外，育計劃。另外，  生署亦有提供生署亦有提供護老護老護老護老護老護老護老護老
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者計劃，以提高護老者在應付有自殺傾，以提高護老者在應付有自殺傾
向和抑鬱病長者時的警覺性和技巧。其向和抑鬱病長者時的警覺性和技巧。其
㆗更有特別為照顧有慢性疾病和殘疾長㆗更有特別為照顧有慢性疾病和殘疾長
者的護老者而設的處理壓力計劃。者的護老者而設的處理壓力計劃。



• 社會福利署(社署)動員所有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護老者
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支援㆗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家庭服務㆗心、、、、、、、、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醫務社會服務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為居於家㆗亟需照顧和體弱的長者提供適切的福利服
務。

• 同時，社署亦通過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助計劃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為有需
要的長者提供經濟援助。

• 社署透過成立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支援服務隊，推
行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和““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老有所為活動計
劃劃劃劃劃劃劃劃””，為亟需援助的長者進㆒步加強
支援和照顧服務。





• 社署由㆓零零㆒年年㆗起，聯同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和香港老年精神科學會，合辦了

““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珍愛生命－預防長者自殺計劃””，為期㆔
年。這項計劃有㆔部分，分別為社區教育
活動資助計劃、亞太區防止長者自殺研討

會和珍愛生命㆔層協作服務計劃，服務包
括電話熱線，義工探訪和社工輔導服務，和在長者診所試辦老㆟
精神科服務。

• 醫院管理局亦會由㆓零零㆓年十月開始，採用兩層服務模式，推
行““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防止長者自殺計劃””。第㆒層服務包括盡早察覺和識別社會㆖
有自殺危機的年長病㆟，這些病㆟會被轉介接受第㆓層服務，在
快捷診療所由老㆟精神科醫生給予專科治療。當局會設立五個防
止長者自殺小組，每年約為700名有自殺傾向的年長病㆟提供服務。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成立了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及
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資源㆗心，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電話熱線服務和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自殺危機處理㆗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旨在通過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關懷服
務、及早識別高危㆟士，以及即時和深入輔
導服務，向不同年齡的㆟士，包括有強烈自
殺傾向的長者，提供預防自殺的服務。自殺
危機處理㆗心已於㆓零零㆓年㆕月起逐步投
入服務。



• 為了加深市民對長者自殺問題嚴重程度的瞭解，
規劃預防長者自殺的服務和制定有關政策，
生福利局已委託研究㆟員進行了㆒項《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香港長

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並就處理本港的
長者自殺問題提出建議。

• 政府成立了㆒個跨部門的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研究自殺事宜工作小
組組組組組組組組，以加深對自殺，包括長者自殺問題的認識，
並研究現有策略和計劃是否足夠。





• 及早識別問題

• 基督教靈實協會和香港明愛各自
由㆓零零㆒年㆕月起展開為期㆔
年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
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這些計劃會向長者，
尤其是㆒些亟需照顧的高危長者，
提供社區教育、電話熱線服務、
義工探訪、互助小組、短期輔導
服務和保健計劃，同時亦會制定
工作程序，處理虐待長者個案。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由㆓零零㆓年㆓月起，推行㆒
項為期兩年的““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虐老防治計劃””，旨在於兩年內就
本港虐待長者的情況進行研究，制訂跨專業指引、
設計有關虐待長者的電腦化資料系統以處理虐待
長者個案，以及舉辦㆒系列培訓課程。

• 政府亦已在㆓零零㆒年八月成立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虐老問題工作小
組組組組組組組組，以研究本港的虐待長者問題，並會就香港基
督教服務處的研究結果，制定進㆒步的策略和行
動計劃，以處理虐待長者的問題。





•• 「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虐待長者」㆒詞並無㆒致的定義

•• 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㆒般分為㆕類：

   (㆒) 身體虐待

   (㆓) 精神虐待

   (㆔) 剝奪財富

   (㆕) 疏忽照顧



•• 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世界各國的防止虐老措施：

!鼓勵服務機構合作，
進行研究

!預防和介入計劃

!規管護理服務

!及早識別虐待個案!立法和司法行動

!規劃護理和治療服務!公眾宣傳計劃



•• 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就應否訂立具體虐老法例，其他國家//㆞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的做法不㆒：

!有些國家制定特別虐老法例，加重與虐老
有關罪行的罰則。例如美國。

!有些國家沒有特別虐老條例。倚重刑事法
律、精神健康法、規管健康醫護服務、社
區護理、房屋和產權的現有法律條文等。
例如英國和澳洲。



•• 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外國經驗顯示對訂立具體虐老法例意見
不㆒。不㆒。不㆒。不㆒。不㆒。不㆒。不㆒。不㆒。

•• 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倡議立法原因：

! 保障長者權益

! 闡明醫護和社會工作者的介入權力
! 列明初步和長遠的個案處理程序
! 阻嚇施虐者



•• 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反對立法原因：

! 侵犯家庭空間和㆟身自由

! 資源用作“監察”家庭而非提供服務

! 經驗顯示，個案偵察存在困難，專業㆟士和
長者本身也不願舉報，以致具體虐老法例未
能有系統和積極㆞執行

! 強制性舉報未必能有效回應虐老問題或阻嚇
施虐者



•• 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香港的情形：

! 以長者為犯罪對象的刑事罪行，可引用現有
法例作出檢控

! 長者與施虐者之間關係複雜

! 特有社會文化背景

! 擬定更多有關虐老的綜合措施

•• 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首要工作：

! 加強公眾對虐老問題的關注和認識

!  透過調查研究，建立有關虐老的高危因素和防禦

   因素的資料庫

! 致力制定預防和介入策略/措施



                                                                          



••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專業和非專業㆟士提供培訓

在2002-03年：
防止自殺 培訓260名社工
防止長者被虐 培訓400名專業㆟士

培訓600名非專業㆟士

•• 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㆔管齊㆘，加強家庭支援服務

第㆒層：公眾教育、 家庭教育、外展服務

第㆓層：綜合家庭服務㆗心

第㆔層：特別服務小組提供危機介入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 家庭/人際關
係衝突

• 使人衰弱的
疾病

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 家人或護老
者最近經歷
不快的事

• 失禁

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 最近發生不
愉快事件
(例如: 喪偶)

• 令人沮喪的
事情

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亟需要照顧的長者

• 健康欠佳
• 照顧自己的能力大
不如前

• 精神不健全或身體
機能缺損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 家庭結構和人數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 獨居
• 不滿意居住安排
• 貧窮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絕望

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個人特徵

• 性格衝動
• 應變技巧欠
佳

• 悲觀

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文化價值觀和形態

• 年齡歧視
• 長者可發揮的 色和
地位下降

• 代際關係變得疏離
• 有關自殺和暴力的價
值觀

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社會接觸

• 與家人之間
• 與護老者之間
• 與同屋住客或親密
朋友之間

• 沒有(與外界隔絕)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身心健康
• 應變技巧
• 處理壓力的能力
• 無需依賴藥物
• 鞏固的社交網絡
• 無暴力紀錄或經歷
• 強大的家庭凝聚力和
適應能力

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長者被虐或疏忽照顧

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自殺危機

如負面的話

如負面的話

如微弱的話

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影響護老者和家人的高危因素

• 健康欠佳
• 自感不足
• 缺乏自尊
• 抑鬱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與外界隔絕
• 缺乏支援  (特別在提供護老服
務時)

• 過去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

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長者的心理狀況

• 抑鬱
• 缺乏自尊
• 負面自我形象
• 感到絕望

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觸發性情況

家人/護老者/長者/
最近經歷不快的事

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環境壓力

亟需要照顧亟需要照顧亟需要照顧亟需要照顧
的長者的長者的長者的長者

長者欠長者欠長者欠長者欠
佳的心佳的心佳的心佳的心
理狀況理狀況理狀況理狀況"

不愉快社不愉快社不愉快社不愉快社
會接觸會接觸會接觸會接觸"

生署的生署的生署的生署的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長者健
康㆗心康㆗心康㆗心康㆗心康㆗心康㆗心康㆗心康㆗心和和和和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健康外
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展隊伍，社署的社署的社署的社署的
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長者社區支援服
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務單位

"
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援助計劃和公
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共福利金計劃，
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長者支援服務
隊隊隊隊隊隊隊隊

負面文化負面文化負面文化負面文化
價值觀和價值觀和價值觀和價值觀和
形態形態形態形態

"
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
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
和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
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

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防禦因素

\ #
需照
顧的
個人
特徵"

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康健樂頤年，長
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者義工計劃和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有所為活動計劃,,,,,,,,
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珍愛生命－預防
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長者自殺計劃,,,,,,,,防防防防防防防防
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止長者自殺計劃,,,,,,,,
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預防和處理虐待
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長者問題的試驗
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計劃等

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
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
和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
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

"

影響護老者和影響護老者和影響護老者和影響護老者和
家人的高危因家人的高危因家人的高危因家人的高危因
素素素素 "

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護老者支援㆗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護老者計
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劃，家庭服務
㆗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心，家庭支
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

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護老者支援㆗心，，，，，，，，
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護老者計劃，家庭
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服務㆗心，家庭支
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援服務

"
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珍愛生命－預防長
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防止長
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者自殺計劃,,,,,,,,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自殺危
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機處理㆗心，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教育及資源㆗心,,電電電電電電電電
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話熱線服務,,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預防和
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
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防止虐老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為專業和非專
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業㆟士提供培訓等

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康健樂頤年，
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長者義工計劃
和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老有所為活
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動計劃



• 目前的社區支援服務和措施已奠定良
好基礎。

• 定期評估有關服務/計劃，建立資料
庫。

• 從預防、及早識別和介入策略㆔方面
為亟需援助的長者給予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