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1829/17-18(37)號文件  

 

有關「臨床心理學家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回應 

 

致：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國麟議員 及 衛生事務委員會全體會員 

 

井底之蛙望明月 

 

幾十年前的香港就只有兩所大學舉辦臨床心理學課程，這些青蛙畢業生可在香港由自己畢

業生成立的心理學會註冊成為香港執業臨床心理學家。那時的香港並沒有競爭，青蛙在香

港這個井裡自稱為王，每天望著同一個月亮以為世界就是這麼細。直至到最近十年的香港

產生了變化，外國著名大學來到香港與本地大學合辦臨床心理學課程，這課程除了得到本

地教育管轄機構評定為最高級別外，這些田雞畢業生更能拿到青蛙盼望已久的海外心理學

機構的認證。但青蛙一向是井裡的王者，一日三餐錦衣玉食，青蛙只想著不夠青蛙為市民

服務並不重要，亦不需着急，因為自古以來只要控制青蛙及田雞的數量，便可長期讓青蛙

成為井底之王。因此，青蛙並不承認田雞的臨床心理學資格，就算田雞能夠拿到他們未有

資格申請的海外認證，就算田雞的臨床心理學資歷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青蛙都一意孤行，

阻攔田雞成為自己心理學會的會員。面對這種情況，田雞畢業生有樣學樣，學著青蛙以往

成立自己的心理學會之經驗，自己成立了一個田雞心理學協會認證自己的畢業生及海外回

來的田雞臨床心理學家。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亦越來越多青蛙及田雞為市民提供臨床心理學服務。青蛙，因為歷史

原故，大部分在醫院、慈善機構或大學等為市民提供服務。反之，田雞則為社會需求補位，

除了在慈善機構任職外，大部份以私人執業形式為市民提供臨床心理學服務。有一天，香

港政府決定已認證計劃規管臨床心理學家及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這時的青蛙突然發現原來

世界很大，不是只有井底，自己的資歷只能夠得到少量海外國家的認證，而相對地，田雞

的資歷則擁有大部份海外國家專業臨床心理學團體的認可。這時候的青蛙便開始著急起來，



萌生惡念，決定以立法計劃排除異己，保自己飯碗之餘，正正亦保持着自己作為井底之蛙

的美譽。無論田雞拿出多少證據證明自己在臨床心理學上的國際廣泛認可資歷，青蛙都視

而不見，在報章及網上更不停散播錯誤訊息以抹黑策略攻擊田雞。青蛙所草擬的認證計劃

內訂立了一系列的苛刻規條，打著『保障市民』及『維護專業水平』的名號，務求能夠達

致青蛙能自動成為計劃認可的臨床心理學家，而田雞們則需要歷盡艱辛才能踏入門檻，包

括考試及增補課程 (如：重新實習、課堂學習、臨床督導等)，在這要求底下，可說是需要

田雞重讀課程才能成為香港認可臨床心理學家。 

 

作為市民，一切看在眼裡，痛在心中，試問公義何在？ 

 

CHAN Siu Wai, Anson 
一個普通香港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