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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人精神健康（關鍵性）因素調查 

研究撮要 

引言 

1.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青少年服務自 2022 年 9 月起，向 40 所服務

中學推行了 Power T.A.G. - Boosting Inner Strength Project「心•動啟航」

計劃，旨在讓青少年及家庭發展成長心態，增強他們的內在力量，以面對精神

健康的挑戰。為了解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狀況以及影響他們精神健康狀況的

因素，家福會青少年服務於 2023 至 2024 學年再次進行了「香港青少年精神健

康調查」，期望達致以下目標：   

1) 識別香港青少年面臨的精神健康挑戰

2) 分析青少年的需要以制定並改善現有之服務方向及措施，以滿足青

_少年及家庭的精神健康需要

調查對象和方法 

2. 是次研究對象為 12歲至 19歲、正就讀中學的青少年。調查由 2023年

10月至 2024年 6月進行，期間共收集 4835份有效問卷。 

3. 受訪青少年男女比例大約各佔一半（56.5%；43.5%）。最多受訪青少年

為 15至 16歲（38.8%），其次為 13至 14歲（30.2%），15歲以下的受訪者佔

47.6%，而 1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則約佔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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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4. 大多數受訪者（65.7%）認為香港青少年重視自己的精神健康。15 歲或

以上的受訪者中，有 66.5%持此觀點，而 15歲以下的受訪者則為 64.9%。 

5. 大部分受訪者（65.9%）認為香港社會關注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其中，

15歲以下的受訪者的認同比例比 1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高出 5.1%。 

6. 超過一半（52.8%）受訪者認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不理想。當中，

1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比 15歲以下的受訪者的比例高出 12%。 

7. 另有接近一半（42%）受訪者認為現時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源去促進青少

年的精神健康，當中更有 10.1%認為非常不足夠。當中，15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

比 15歲以下的受訪者的比例高出 13.5%。   

8. 影響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個主要因素，分別為學業成績（92.7%）、家

人期望（90.8%）及家庭關係（90.5%）。當中，女性受訪者認為學業成績、家

人期望、家庭關係、前途出路、自我期望、朋輩關係、社交網絡和社會期望的

因素對香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響，各佔比例與男性的青少年相比顯著

較高。 

觀察及討論 

9. 從以上數據顯示，雖然青少年和香港社會普遍都關注青少年的精神健

康，以及認為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不理想，然而現時卻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以促

進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10. 隨著受訪青少年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加傾向認同青少年關注自己的精

神健康，但卻認為社會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關注程度及社會資源不足。 

11. 從數據發現，影響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個主要因素與去年的結果相

同，學業成績和家庭因素仍然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有顯著影響，反映出青少年

學業壓力及家庭支持系統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家庭、

學校及社區應攜手合作，共同努力發展針對性措施，以增加相關資源，促進青

少年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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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2. 在青少年面臨精神健康挑戰日益嚴峻的情況下，社會應投放更多資源，

及進行持續的跨界別協作和努力，以推廣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加強家庭關係，

需要嘗試和尋找有效的預防措施和方案，以提升青少年面對挑戰時的應對能力。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關注青少年及家庭精神健康的需要，於 2024年第二季與不

同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合作，開展「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 2.0」的計劃。香

港家庭福利會青少年服務作為其中一個受惠機構，將實施新一輪為期兩個學年

的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 2.0 -「心•動啟航」計劃，繼續加強對青少年精神健

康的措施，為有需要的中學生、家庭及老師提供相應的支援。 

13. 學校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應加強情緒管理

和壓力調節的相關課程。透過提供有關如何應對學業壓力、焦慮和其他情緒挑

戰的知識，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的情緒，並學習有效的應對策略。此外，學校應

增加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在繁忙的學業中獲得放鬆和釋放壓力的機會。

除了提供情緒上的支援外，學校亦應鼓勵學生多加注意個人情緒，適時排解負

面情緒，並應加強校內關愛互助氛圍，鼓勵學生遇到困難時應主動向師長、家

長、社工或輔導服務尋求協助。 

14. 隨著學業競爭的加劇，學校亦應定期檢視和調整功課量及考試安排，

避免學生在短時間內承擔過多的學業壓力。過重的課業負擔會導致焦慮和沮喪

等負面情緒，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損害。因此，學校應該採取靈活的考試

和評估策略，減少不必要的競爭壓力。對於壓力水平較高的學生，學校宜提供

針對性的輔導及小組活動等支援，以幫助他們紓緩壓力。  

15. 教育工作者長期與學生接觸和互動，對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有著舉足輕

重的影響，因此學校需加強他們對識別及支援有需要的學生的能力及技巧。學

校應多鼓勵他們參加精神健康知識培訓，學習相關的評估工具和輔導技巧，以

提升對青少年常見情緒問題的認知和應對能力，全面提升教育工作者對學生心

理狀況的關注意識，從而完善對學生的情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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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學校應向家長提

供精神健康教育活動，幫助他們了解子女可能面臨的情緒挑戰。家長應多關心

和留意子女的情緒狀態，了解青少年面對的處境及需要，並學習合適的應對方

法和技巧，藉以增強在支持子女時的信心，同時有助建立正向的親子關係。此

外，學校應積極促進家校合作，鼓勵家長參與相關活動，並保持良好的溝

通。  

17. 鼓勵青少年走進並接觸社區，能有助他們發掘及意識自身在社區貢獻

的可能性，從而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感及改善心理健康。青少年能透過參加社

區活動增強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更能因此結識新朋友，擴闊社交網絡，

減少孤獨感。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 2.0—「心．動啟航」計劃於 2024-2026 學

年亦將繼續推動 Power On社區大使行動，組織一群對社區活動有興趣的青少年，

幫助他們探索自我，並鼓勵他們成為社區大使。透過增加與社區及公眾交流的

機會，他們能感到被接納和被賦權，進而強化他們的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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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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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按性別組別分析影響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的因素（數字以百份比 % 

顯示）   

% 合計 

性別 年齡組別 

男 女 15歲以下 
15歲或以

上 

學業成績 1,2 

有重要影響  92.7 91.0 95.0 91.9 93.4 

沒有重要影響 7.3 9.0 5.0 8.1 6.6 

家人期望 1 

有重要影響  90.8 88.7 93.5 90.4 91.1 

沒有重要影響 9.2 11.3 6.5 9.6 8.9 

家庭關係 1,2 

有重要影響  90.5 88.3 93.4 88.9 91.9 

沒有重要影響 9.5 11.7 6.6 11.1 8.1 

前途出路 1,2 

有重要影響  87.4 84.8 90.9 84.5 90.1 

沒有重要影響 12.6 15.2 9.1 15.5 9.9 

自我期望 1,2 

有重要影響  85.5 82.0 90.1 82.0 88.7 

沒有重要影響 14.5 18.0 9.9 18.0 11.3 

朋輩關係 1,2 

有重要影響  83.6 79.9 88.4 80.7 86.2 

沒有重要影響 16.4 20.1 11.6 19.3 13.8 

社交網絡 1,2 

有重要影響  78.3 75.1 82.6 76.3 80.2 

沒有重要影響 21.7 24.9 17.4 23.7 19.8 

社會期望 1,2 

有重要影響  75.4 71.9 80.1 72.0 78.6 

沒有重要影響 24.6 28.1 19.9 28.0 21.4 

總計 4,835 2,734 2,101 2,298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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