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向受近期事件影響人士提供的福利及社區支援》 
向福利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自今年 6 月已來，因為香港政府不顧民意，硬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

致香港社會經歷著嚴重的動盪不安；市民日常生活受到抗爭及警察行動，日常生

活受影響及情緒上都受到壓力。 
  

自 7 月起，不同的機構都對精神健康作出調查，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研究

團隊「愛+人」公佈香港疑似抑鬱症比率和自殺想法的精神健康追蹤調查。團隊

發現 6 月至 7 月份的疑似抑鬱症比率達 9.1％。這數字比 2017 年 9 月佔中結束之

後的 6.1％及 2014 年佔中期間的 5.3％為高。 
 

勞工及福利局聯同多個部門及機構組成的「2019 精神健康月」籌委會一個

小組，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有關調查四成一認為社會爭議影響精神健康，比例

較去年上升 23 個百分點。 
 

香港青年協會全健思維中心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受訪的

2,685 名受訪學生中，逾四成（41.7%）壓力指數屬偏高水平，接近四分之一（24
％）表示因「社會氣氛緊張」而威到擔憂。 
 

民間記者會於 10 月 28 至 29 日期間進行了 有關「抗爭者精神健康」的問卷

調查研究有 16.4%的受訪者身上所出現的抑鬱徵狀，超過了國際心理學家認可的

臨界指標，相對在 8 月 18 日所做同類型的調查，只有 12.7%受訪者出現抑鬱，

比率有所上升三成。今次有 26.7%受訪者有出現焦慮徵狀，相對 8 月 18 日的 24.3%
亦有所增加。至於出現壓力的受訪者就為 7.7%。是次研究特別量度受訪者因警

察執法而出現的創傷性壓力徵狀，結果發現 36.7%受訪者有創傷性壓力徵狀，亦

即每三個受訪者中就有一位，情況令人擔憂；而經歷或目睹兩件以上創傷性事件

的人士的壓力徵狀比例更高達 55%。 
 
另外在抗爭現，經常出現警方向人道支援人員攻擊，包括濫捕及攻擊社工和

急救員。情況無知無之令人髮指。 
 
因此我建議： 
 
抗爭即時社區支援 

－ 確保現場支援人員的安全，包括社工、記者及急救員：現時衝突不斷，

警方濫權無日無之，無論抗爭者或一般市民深受其害。除抗爭被捕人士被剝

奪應有法律權利及被捕後被虐打外；不少一般市民因警方徵用港鐵站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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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障而未能回家，當中包括不少長者及傷健人士，這群人由於應變能力較

弱，面對以上情況會感無助，需要不同專業在場提供支援，但專業支援常受

到警方阻撓、干擾、辱罵、濫捕、攻擊。政府必需向警方作出清晰明確的指

示，表明不可阻礙相關人士人道救援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即場救援、根據基

本法 35 條作出的被捕支援等。 
 
其他時間的福利及社區支援 
 

－ 推廣情緒支援熱線/服務：坊間雖然已經有不少相關熱線/服務，但缺乏

推廣，對部份人包括中年人和長者未必認識，政府應增撥資源協助相關機構

推廣熱線（如傳媒廣告/街站）；亦應視乎情況增撥資源處理增多的個案。但

因現時政府誠信破產，需要避免由政府直接推廣，以免求助者失去信任而放

棄求助。 
 

－ 放寬機構限制：因應社會環境混亂，社署應放寬資助機構接收個案的限

制，包括但不限於區域和年齡限制；另外部份外展服務因應市民減少外出，

亦應對 FSA 作出彈性處理；同時准許機構將資源調撥至應付連月社會事件所

帶來的影響。 
 

－ 增加社區教育：現時全港 18 區都曾受催淚彈影響，政府必需公布所使

用催淚彈的成份，影響的範圍，事後處理方法等。現時人口 9 歲以下有 7.8%，
60 歲以上有 25.3%，兩組人口數目約 2494100 人，都是較易受到催淚彈直接

或殘餘物影響，政府需要馬上處理有關問題，否則會增加日後醫療壓力。政

府更應檢討警方使用催淚彈的情況，因多段新聞影片可見，警方經常向無抗

爭者的街道發射，或在離開時向無抗爭者地方施放，甚至在車來車往時向路

過車輛施放，以至爆軑和車窗爆裂，或催淚氣體滲入車箱；在經歷 4 個多月，

相信警方此舉絕非無心之失或訓練不足，而是促意向一般市民發射催淚彈。 
 

－ 經濟支援：自警方 7 月 14 日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後，每逢抗爭活動有

警察到場，商店定必落閘關門以免被波及，另外警方胡亂使用催淚彈及濫捕

等行為,亦令一般市民減少外出，直接影響到經濟，部份市民開工不足甚至

失業。政府帶頭推動商界作出支援，協助市民渡過難關。 
 
市民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