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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就有關臨床心理學家「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提出下列意見。  

 

數據顯示  

• 根據香港精神健康普查 (2015 年)，患有一般精神疾病的比率為 13.3%，即全港 700 多萬人口

中，約 100 萬人有焦慮、抑鬱等精神問題。當中只有 26%的患者在過去一年曾接受精神健康

服務，不足一成人向普通科醫生求助。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綫中心 2016 年處理的 12,896 宗求助個案中，有 698 人（5.4%）

年紀低於 20 歲，最小只有 8 歲。 

• 接受醫管局治療的精神健康患者人數 (2015/16 年) 逾 22.6 萬，首次到公立醫院精神科約診最

長輪候時間接近兩年，每次診症時間只有 5 至 10 分鐘，青少年精神病個案新症 (2015/16 年)

平均輪候逾一年。  

• 《精神健康檢討報告》(2017 年) 顯示，每名社區個案經理同時照顧約 40 至 60 名嚴重精神病

患者，平均比例為 1:47，個案經理與病人的比例按外國標準為 1:20。 

• 據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及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2017 年的統計，香港的臨床心理學

家及香港居民的比例為 1：18000。與之比較，英國的比例為 1：5000，美國為 1：3000。  

• 社會福利署的臨床心理服務科報告顯示，2014-15 年間共 2061 個案得到臨床心理服務，即少

於 1%的患者需要得到照顧，新症平均需要輪候 56 天始獲得服務。  

• 醫院管理局在 2011 年提出策略 : 需要有更多以社區為基礎的專家護理隊伍，尤其是臨床心理

學家和精神科護士，以提供心理治療或輔導服務。 

 

立法會 CB(2)1217/17-18(02)號文件) 引述  

1. 醫管局成立了一條精神健康諮詢熱線，在 2016-17 年度為超過 23,000 人次提供服務。請問哪

個專業職系負責跟進個案?  

2. 由 2017/18 學年開始，教育局為協助公立普通中、小學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提供的

「學習支援津貼」涵蓋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社 

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請問學校應該向哪個專業職系尋求協助? 

3. 社署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在 2018/19 學年之內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全港 700 多間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合共約 150,000 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

服務。如有需要，社工應該將個案轉介至哪個專業職系負責跟進個案? 

4. 在 2018-19 年 度，政府會進一步為綜合社區中心增撥資源，包括增設臨床心理學家職位及社

工人手，為精神病康復者及照顧者提供更深入的專業支援。請問如何增設臨床心理學家職位? 

5. 據世界衞生組織所述，在全球的兒童和青少年中，有 10%至 20%患有精神病。在終身患上精

神病的個案中，有一半似乎始於 14 歲，有四分之三的個案則始於 20 多歲。醫管局兒童和青

少年精神科的個案數目於 2017-2018 年度進一步增至 33,900 宗。請問哪個專業職系負責跟進

個案? 

6. 醫管局設立的"兒情"計劃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以便及早識別受焦慮和情緒問題困擾的兒童和

青少年和提供介入服務。請問哪個專業職系負責跟進個案? 

7. 《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在兒童及青少年和家庭支援範疇下提出的建議包括加強服務和人手，提供更

多針對性的支援，以及加強跨界別和跨專業的協調。請問如何加強臨床心理學服務和人手? 

8. 衞生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聯合小組委員會認為，現有的精神健康服務

遠不足以應付精神病患者及精神病康復者的需要，各項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輪候時間冗長，在

2016-2017 年度，輪候時間介乎 13.5 至 18.2 個月，現有超過 8, 000 名兒童正輪候這些服務。即使當

局由 2018-2019 學年開始，把提供予上述輪候名單上兒童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名額於兩年內分階段

增至 7,000 個，仍不足以應付服務需求。請問如何解決服務需求的問題? 

9. 委員亦關注醫管局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輪候時間偏長的問題， 特別是一般精神病個案的平均輪

候時間為 69 星期。政府表示醫管局會繼續加強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服務人手。請問如何加強臨

床心理學服務和人手? 

10. 政府表示教育局會按 4 個範疇，包括提升學生的心理與精神健康、加強對學校和教師的支援等， 訂

定多項措施及跟進行動，防止學生自殺。當局指會加強專業發展課程， 協助教師做更充足的準備， 

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以面對逆境和處理壓力。教育局亦會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和教

師培訓。請問哪個專業職系負責協助教師提升學生的心理與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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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育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 改善精神健康服務支援措施，調配額外專業人

手，以便支援學生，以及研究如何在各方面改善學生的精神健康。請問如何調配額外專業人手以改

善精神健康服務?  

12.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計算在精神科服務方面的相關人手需求， 並增加臨床心理學課程的培訓名額。現

時，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每兩年共提供 57 個臨床心理學培訓名額。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

宣布：每年增撥 6 億 6,000 萬元改善康復服務，當中包括提供臨床心理服務，加強支援精神病康復

者以，及加強社區教育，及早預防精神病。請問如何加強臨床心理學服務和人手? 

問題 

 

1. 為何香港政府寧願支持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學組) 的方案，拒絕讓 100 多名合資

格的博士級臨床心理學家已準備好服務香港市民為香我們提供服務？ 

2. 政府是否為了安撫這個學組，準備犧牲公眾利益，不理會市民急需臨床心理服務的基本

需求？    

3. 是否害怕挑戰目前的臨床心理學組？ 

4. 是否因為現時公營醫院及公營機構裏的心理學職位都是以臨床心理學組會員所有？ 

5. 政府是否準備犧牲公眾獲得急需的臨床心理服務以平息現時的臨床心理學組？    

6. 政府為什麼要堅持“一個專業，一個公會”？你們所邀請的英國專家小組，並非這樣提出，英

國亦不是實行個專業只有一個工會的原則，而是一個專業多個工會。  

7. 為何臨床心理學組沒有具體說明情況，並且沒有按照國際標準對其培訓進行準確的比較 ? 

因為CSPP-HK在公開文件中已按照國際標準對其培訓進行準確的比較。    

8. 政府是否願意接受任何聲稱來自“權威”(如醫院或政府) 人員的說話?  

香港市民質疑政府的監管和權力。希望政府可以交代，如果採用臨床心理學組的建議，一個排

外、沒有國際認證、沒有監管，的床心理學組織，政府如何向香港市民交代：  

 

o 其排外政策如何達致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 

o 其自我認證是 如何評估質量的合法方式  

o 床心理學組織的建議中 CSPP - HK 是不被納入合資格臨床心理學資格計劃內，如何向公

眾解釋 CSPP-HK 未獲得認證 

     

 

結果 

 

政府表示希望「保障公眾利益」，學組卻因限制心理健康服務而損害公眾利益。公眾是學組提案

的最終，也最大的受害者，因為提案阻礙臨床心理學行業發展成為國際水平的專業 (通過推廣一

個本地的培訓模式，而其碩士畢業生不獲國際認可) ，臨床心理學行業抱持著保護主義的立場 (堅

持選用一種不符合公眾最大利益的師徒制督導模式訓練) ，拒絕 100 多位符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

家給香港市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1. 阻止臨床心理學行業發展成為國際水平的專業 

• 通過推廣一個當地的培訓模式，其碩士畢業生不被國際認可 

• 僅以中文交流“公開論壇”資料  

2. 對臨床心理學行業抱著保護主義，本土化的立場 

• 透過”方案”排拒 “其他”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 

• 堅持選用一種不符合公眾最大利益的師徒制督導模式訓練 

3. 拒絕 100 多個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服務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 

 

建議  

 

希望政府可以交代，如果採用臨床心理學組的建議，一個排外、沒有國際認證、沒有監管，的床心理學

組織，政府如何向香港市民交代：  

 

o 其排外政策如何達致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 



o 其自我認證是 如何評估質量的合法方式  

o 床心理學組織的建議中 CSPP - HK 是不被納入合資格臨床心理學資格計劃內，如何向公

眾解釋 CSPP-HK 未獲得認證 

 

「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接納 100 多名合資格的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臨床心理學家的

註冊，讓他們協助政府進一步推廣精神健康及教育，增加服務，加強病人自強及對家屬和照顧者

的支援，加強對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服務支援，加強成人精神健康服務，以及促進認知障礙

症的診斷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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