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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歧視 除去標籤 

「媒體報道與精神病患」研討會 

2023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 

平機會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召集人黃梓謙先生致辭 

******************* 

 

林翠華教授、黃綺湘女士、各位講者、嘉賓、社福醫療界的代表以及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平等機會委員會，歡迎大家今早抽空出席研

討會。今次活動能夠舉行，有賴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和香港新聞行政

人員協會的鼎力支持，還有來自不同界別的講者及分享嘉賓參與，實

在非常感謝各位。 

 

平機會舉辦研討會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希望借助媒體無遠弗屆

的影響力，提升市民大眾對精神健康議題的了解，從而避免誤解、偏

見甚至歧視，讓精神復元和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能夠盡快康復、融

入並平等參與社會。 

 

平機會曾在 2001 及 2002 年舉辦類似主題的研討會，二十多年過

去，香港社會經歷重大變遷，包括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根據政府統

計處的數字，2001 年全港約有 50 500 人患有精神病；到了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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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字增加四倍有多，達 256 800 人。另外，根據醫管局的數字，

2021-22 年接受精神科專科服務的人次接近 96 萬，較 10 年前即 2011-

22 年約 75 萬人次增加近三成(26.6%)。 

 

過去三年在新冠疫情下，學校關閉和防疫措施令正常社交受到限

制，還有家庭面對經濟壓力等挑戰，均導致有精神或情緒健康需要的

人士大增。事實上，不同機構的研究均顯示，有相當部分市民在疫情

下精神大受困擾。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去年便警告，全球正經歷一

場精神衛生危機，有近 10 億人患有精神病，而新冠疫情更加重了這

場危機。 

 

雖然精神病越來越普遍，但市民對精神健康的認知仍然不足，污

名化和誤解的情況仍然嚴重。平機會於今年 2 月公布「對職場精神病

患者的標籤及歧視態度之研究」結果，發現大約八成在職人士(81.7%)

和精神病患者(78.5%)均認為，香港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情況非常普

遍或普遍；最常見的職場歧視情況為「因為患有精神病而獲得和他人

相比較少的升職機會」（71.3%），以及「因為患有精神病而不被聘用」

（67.5%）。 

 

Mind HK 在 2021 年進行的調查亦顯示，47% 的受訪者表示不願

意住在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附近，而 37% 的受訪者甚至害怕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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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健康問題的人住在同一區。 

 

今年 6 月鑽石山暴力事件發生後，根據香港紅十字會熱線所提供

的數據，有超過 20%的求助者是復元人士，曾患有精神健康疾病，他

們擔心相關事件會影響市民對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的看法和態度。事

實上，市民對精神健康議題的態度，直接影響患者本身的態度，例如

是否願意尋求協助、積極治療，還是選擇隱瞞病歷，自我孤立，亦影

響復元人士是否可融入社區，重新建立生活。 

 

對於如何協助大眾建立對精神病患的正確觀念和正向思維，我們

認為媒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傳媒是大眾市民獲取資訊的主要媒介，

對大眾的取向以及社會的價值觀有著極大影響。我們常說傳媒就如同

一把「雙刃劍」，可以給大眾帶來新的資訊、傳播知識，引導輿論、影

響大眾的價值取向；但同時媒體又可對市民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

甚至心理狀態等帶來消極影響。究竟我們可如何善用傳媒的影響力去

傳播正確的精神健康訊息，媒體又應採取怎樣的報道內容和方式去達

致教育大眾的使命，這些都是我們今天探討的議題。 

 

各位專家和朋友，我希望大家都能積極參與今天的討論，一起共

謀對策，為香港社會的精神健康謀求出路。多謝各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