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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社區精神康復的新服務模式 

 

本會(恆康互助社)是精神病康復者的自助組織，一直致力推動康復者的自助運動，以及倡導康

復者/患者的合理權益，促進社區精神健康。本會就著精神病康復者的住宿服務，以及香港近十多

年的社區精神康復的服務模式發表以下意見，希望勞福局等決策部門能考慮及採納： 

 

建立可供長期住宿的「支援性居所」(supported housing) 的服務模式 

 

根據文獻及業界經驗，我們大致可以將精神病康復者的獨立能力程度分為三大類，並且粗略地

以三分之一的比例來界分。三分之一的精神病康復者會因為疾病的影響而致社會心理適應上出現問

題，他/她們便須使用中途宿舍服務來協助其適應社區生活，重新建立社交、工作及家庭生活，以

便日後獨立居住或回家，他/她們有關精神病的殘疾並不顯著影響日常生活及社會功能。另外有三

分之一的康復者會因為疾病的起伏而明顯地影響其日常生活，部份這類康復者需要長期的住宿支

援，以便有朋輩及職員在他//她們有需要疏導情緒、提醒服藥及日常進行精神狀況評估。這類康復

者只需要基本的支援便能保持精神狀況穩定及過獨立生活；他/她們並不需要密切的長期護理服

務。另外還有三分之一的康復者嚴重地受著疾病病徵的影響而障礙了日常生活的功能，他/她們較

缺乏自理能力及生活動力，並須要監察服藥及密切的評估與介入。這類康復者便適合接受長期護理

院 (long stay care home) 的服務。 

 

可供康復者長期住宿的支援性居所( supported housing)的服務模式在歐美等國家已發展得很盛

行，證明能適切上述第二類獨立能力 (即: 需要長期、但較低程度支援) 的康復者。反觀香港，截

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了 6 間支援性居所，共服務 134 個康復

者，佔整體精神康復服務機構的各類型住宿服務名額的 4%。然而，第二類的康復者約佔總體康復

者人數的三份之一，以 15 萬求診公立醫療系統的康復者而言，則有約 5 萬的康復者潛在地需要支

援性居所的服務。然而，在沒有政府規劃的情況下，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所提供的宿位實在杯水

車薪，導致不少這類住宿服務需要的康復者選擇長期護理院。這類康復者根本無需護理服務，他/

她們不少仍可如常返工場及公開就業，卻要被迫困在高度設防、高度護理及運作成本高昇的長期護

理院內生活，大大地壓制他/她們獨立生活的權利，生活質素亦大受影響，並造成對社會資源的錯

配及浪費。 

 

本會強烈建議政府在服務規劃上資助設立支援性居所，給相關獨立能力的康復者得到合適的支

援，無需在沒有選擇下迫使他/她們申請私營殘疾院及要等 3 至 4 年來能入住的長期護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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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以大樓式服務作為社區照顧的主要模式 

 

自 1996 年以來，非政府機構陸續運作多棟服務大樓來提供住宿、職業康復及訓練活動中心等

服務，而大樓服務的對象則主要是精神病康復者及智障人士，所處地點多在半山及遠離社區的僻靜

地區，例如現時已在青山醫院後門的宿舍用地、前荔枝角醫院的原址、歌和老山及觀塘的半山地段

等地點設立多棟服務大樓。香港在 1980 年代起開展社區精神康復服務，政府及業界其時均致力實

踐「在社區中接受康復服務及生活」的非院舍化理念，因而在社區裡設立了多間中途宿舍、庇護工

場及活動中心等服務設施。然而，在 1996 年起，整體精神康復服務的發展卻背道而馳，各服務機

構以投得服務大樓的承辦權為榮，政府亦基於成本控制及避免地區反對而力推大樓式服務，作為香

港精神康復社區照顧的主流。這種倒退不但令國際社會有識之士質疑，更重要的是剝奪了精神病康

復者的康復及參與共融社會的權利。 

 

舉例說，在 1984 年至 1997 年期間，本港在公共屋邨開設了約 900 個中途宿舍宿額；而在 1996

年後陸續設在各綜合大樓的中途宿舍名額約為 600 個。另外，在 1997 年前本港在社區裡開設了約

210 個長期護理院宿額；而在 1997 年後陸續設在各綜合大樓的長期護理院名額約為 1,197 個。可見

香港精神康復社區照顧服務越來越傾向在「假社區」的服務大樓內提供。使用大樓服務的康復者可

以在同一楝大樓內居住及工作，並且在「假社區」生活久了，較難在日後適應真實的社區生活。 

 

促請政府預先規劃社區精神康復設施 

 

政府必須全面規劃社區裡的精神康復設施，加強社區教育及回應居民的顧慮，減少居民的誤

解及地區反對所造成的阻力，全力協助服務機構在社區裡運作服務設施，並且在新建屋邨及屋苑預

留福利單位給精神康復設施。如要實踐社區精神康復的理念及達到預期效果，政府在這方面的努力

是十分必須及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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