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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療問題: 
      難民兒童如要到政府診所求醫，手續繁複及輪候時間長。難民需在每次求診前申

請醫療費用減免，再憑證明書預約。 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屬一次性方案, 難民需在每次

求診前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再憑證明書預約。有難民因未能及時取得費用減免證明書趕

不及完成手續無法即日看門診要待翌日才可預約普通科門診。 
     加上ISS給予每名難民每月的交通費相當限度，他們還需要定期前往服務中心約見

社工及定期到入境事務處報到。父母往往因交通費不足而選擇不帶兒童覆診。 
      此外，難民兒童及父母因語言不通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服務。有小部分前線醫護

不了解難民相關政策，或有延阻難民兒童的治療。 
     難民兒童家長亦未必有足夠的健康知識，又擔心醫療費用昂貴而不帶子女求診或自

行買藥給兒童服用。 
1.1 建議 
      政府應簡化豁免醫療費用程序，例如延長豁免有效期為半年或一年。政府更可設

定一套客觀而透明的準則，讓醫護人員能有效掌握減免資格以確保兒童得到應有的醫

療權利。政府可推出交通劵 ， 按覆診次數派發給需要覆診的兒童 ，以解決難民家庭

的醫療交通費負擔。建議增設電話服務跟進難民兒童出院情況 ，如服藥方法及覆診進

度等。 
 
2 精神健康 

    香港的難民兒童主要面對法律狀態不明朗的挑戰，長期等待酷刑聲請的批准，隨時

面對著流離失所、被譴返、社會的不信任、長期擔心與屋企人分隔、寄人籬下等壓

力。加上，文化差異，在學難民兒童容易面對校園欺凌 , 被同學的排擠和標籤，讓他

們的自尊心下降 。 

      難民兒童受到種種的心理困擾會影響到他們情感發展，其中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的情況最為顯著。患者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問題，尤其在患病青少年當中，他們

容易出現犯罪及侵略等傾向。普遍大眾因此會容易把難民青年聯繫到暴力的問題，社

會誤解愈來愈深，形成惡性循環。所以，難民兒童的精神健康問題環環緊扣，往往不

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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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議  

     在社會方面，第一，政府應設立難民兒童社康服務及推行難民兒童精神健康的篩查

，盡早評估高風險的兒童，有助他們早日脫離陰霾 , 提高自信，長遠提升抗逆能力，

日後能更易面對各種挑戰。第二，政府應加強對難民的自助組織的支援，讓一班難民

互相連繫和支持。 政府除了資助相關組織外 , 應更實際地撥地設立難民社區中心，提

供恆常的活動地方讓他們舒緩壓力和情緒困擾 。 

       在學校方面，政府應撥款於學校設立關愛難民兒童小組及培訓學校老師、社工處

理難民兒童心理壓力及避免校園欺凌等問題。 

        在家庭方面，應提升難民父母對子女精神健康的認識 , 以及早發現子女異常的精

神狀態。 

 

3 教育問題: 

      難民兒童的教育問題備受關注。在申請學費減免程序上，雖然學生資助處會酌情

資助難民兒童的學費, 但難民兒童父母要先為子女墊支學費, 大約半年後才可以向學資

處領回費用。 

     加上，雖然政府有提供生活津貼，但難民兒童父母不能工作，單靠緊拙的生活津貼

難以支付書簿、文具、校服、交通、午膳、課外活動等學習雜項，構成經濟負擔。在

高競爭性的香港中小學制度底下, 難民兒童必定是最容易被淘汰的一群, 種種的社會問

題就是正正因此而衍生。 

 3.1 建議 

      政府可酌情準許難民兒童在開學前提早申請學生資助，加快申請手續，以確保難

民家長不用預先墊支學費。政府也可以提高交通津貼給在學難民兒童，增設書簿、課

外活動津貼，及推廣校服銀行、舊書義賣等活動，讓兒童家長能夠負擔額外學習費

用。 

       這班難民兒童出生本應無辜，但是他們偏偏一出世就要承受著很多不公平的傷

害。因此，我們亦需要在難民兒童精神健康和教育著手，化解社會的矛盾，減少他們

所承受的負擔，令到他們感到在社會上再不是被邊緣化的一群。 

 
4 個人發展及社會支援 

4.1 嬰幼兒階段 

  根據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 新生兒是需要有一個安全環境及照顧者, 有助社

交和情緒的發展, 亦令他們勇於探索環境而發展出自我概念。難民家長本身在生活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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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種限制, 而新生兒出生後更需要為他們有種種的憂慮, 例如: 新生兒上的開支丶居

住環境。他們有些更未熟悉香港的醫療制度或教育制度。這些種種的困難有機會阻礙

新生兒的全面發展。 

4.2 兒童及青少年階段  

        與其他青少年一樣, 難民兒童及青少年也需要面對心理丶生理丶社交, 甚至身份危

機上的挑戰。在這個階段, 他們的心態和認知慢慢會轉變及越趨成熟。但若然在一些不

良的環境下, 他們更容易誤入歧途。難民青少年基於只有臨時身分證明書, 他們也不能

從事工作, 若然他們選擇從事非法工作, 工作環境丶工資丶工時和勞工保險也沒有保

障。相反, 他們若從事非法工作而被捕, 他們更可被判監。在讀書方面, 一般政府的小

學中學會較容易接納他們, 但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知識型經濟體系, 他們如何能保持與其

他香港青少年一樣的競爭力?  補習丶額外課外活動丶遊學團更是一些他們未必能負擔

得起的一些學校活動。 

缺乏校園生活的難民兒童長遠來說令到他們的個人支持網絡變得薄弱。另外缺乏校園

生活亦令到本地兒童和難民兒童減少接觸 , 增加隔膜 , 未能達致社會共融和影響兒童

發展。 

        這些青年不能養活自己及不是在家人外出打工而賺錢長大能只靠政府資助。現時

單靠政府每月向在港的酷刑聲請者、難民和尋求庇護人士提供1,500元租金援助1,200

元的食物援助 , 學資處每人每月不多於1600元的補助以及香港明愛等教會或民間團體

間歇性資助下 , 不能應付在港生活的開支。他們又怎麼會有高自尊丶高自信去對未來

抱負期望與時下青少年為自己生涯規劃丶為學業丶為理想丶為工作抱着希望? 

4.3 建議 

         若政府能安排一些健康資訊渠道, 讓他們可以得到一些急切性的資訊及尋求協助

的方法, 也能減少難民母親的憂慮及無助感, 預防棄養親生嬰兒。例如一些健康教育講

座丶醫療資訊簡介丶求助途徑 (知道及使用翻譯員服務而打破溝通障礙)丶教育資訊簡

介丶兒童發展里程碑等等的講題可為難民家長帶來幫助的。 

        希望政府亦可以商討怎樣可以令這批可有才能丶有潛質的青少年可以成為未來社

會的棟樑 , 成為社會貢獻而不是社會負累的一份子。再者, 政府可以參考澳洲的做法, 

他們設立了一個企業計劃, 當中讓這些難民青年去投入時間和能力, 而他們最終的成果

是可以製造出10萬澳元對於當地的經濟體系。 例如在計劃給為參加計劃的難民提供一

些獎勵 , 如食物券交通費 , 同時亦可以按難民服務的時數以增加獎勵。 

        政府更可以在教育等方面放寬管制, 所謂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轉危為機, 可以給希

望予這批難民青少年保障權益和令他們身心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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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總括而言，希望政府對於以上就醫療服務丶精神健康丶教育丶個人發展及社會支援等

方面的建議可參酌採行，因為這些問題對於難民兒童已經是迫在眉睫。 

最後，懇請政府請不要剝削了境內難民兒童丶在港出生的難民二代的權利，給予他們

一個充滿希望丶開心及健康的成長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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