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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構簡介 
香港兒科基金是一所非牟利的專業團體創立於 1994年直屬香港兒科學會成員包括兒科醫

生、醫護人員、兒童工作者及社會賢達。香港兒科基金肩負起推廣兒童健康、爭取兒童權

益和公眾教育的使命。通過舉辦多元活動去推動兒童健康的成長及發展。並以(一 建立兒

童醫院; (二 製定香港兒童健康政策; (三 成立兒童事務專員為目標。 
 
2. 兒童健康 
根據<<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有 18歲以下人士均被視為兒童。健康的定義是一種心理、

生活、社交、情緒、行為等的良好狀態並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潛力。兒童主要分為嬰兒、兒

童及青少年三階段。 
 
3.香港的現況 
現時香港擁有的兒童數據參差不齊，缺乏統一的收集系統，數據四散於各個政府部門。並

且不開放予學術界及公眾人士，只作內部參考，有時候，即使是跨政府部門分享也不容

許。 因此， 2013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強烈建議香港政府建立中央資料庫，設立系

統，定時收集兒童健康數據，作為制定和推行恰當的兒童政策及計劃的依據。可惜政府一

直未有行動，有見及此民間組織自行收集及整合不同來源的數據，為大眾提供香港兒童狀

況的基本概念，但始終欠缺系統和全面。 
 
參考國外例子，1993 年瑞典設立兒童專員，以收集兒童的意見及倡議兒童權利，確保兒

童權利公約 在國內各個地方落實，有法定地位要求各政府部門提供資料及參與回應兒童

要求。 
 
4.1資料庫內容 
為了解關於兒童健康狀況，讓社會掌握兒童福祉的趨勢，讓未來的人手、資源等分配上，

能夠更有依據。資料庫應該包含不同的醫療數據, 包括兒童疾病資料，尤其是長期病患，

罕有病、遺傳病等；資料庫也要收集有關高危或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例如兒童及青少年自

殺、家庭暴力、兒童貧窮、兒童受虐、濫藥家庭等等，以便讓政府及公眾掌握宏觀情況的

總體數據，同時亦可方便日後安排跟進及復康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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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資料互通性 
關於兒童不同範疇的資料如能互通，將有助政府全面了解個別個案的全面背景，並為有需

要兒童提供更適切及時的支援，免卻病童及父母奔波於各不同部門尋求協助。 
 
4.3數據收集及使用 
政府應該成立獨立的「兒童事務專員公署」及任命「兒童事務專員」去統籌及定期在各部

門收集收集所有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數據，亦應開放予學術界人士，以提升兒童服務質

素、進行學術研究。另外，政府亦應該定期就公眾關心的議題發布簡單數據分析，讓公眾

對該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及討論。 
 
 
5  總結 
為了制訂良好的政策、有助制訂各項措施並且製作行動計劃，讓未來的人力物力心配上更

加到位，更有依據，具系統性的中央資料庫實為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