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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致港聞 / 社區 / 專題版 編輯及採訪主任： 

 

 

「香港社會事件、新型肺炎、經濟下滑、心理健康及復原能力」問卷調查結果新聞發佈會 

 

*** 新聞稿 *** 

 

【2020 年 7 月 26日】 

 

香港過去一年面對社會事件、新冠肺炎、經濟下滑等三大創傷性打擊，社會及個人均遇到不

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及心理困擾。為了解上述三大打擊對香港市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復原能

力，香港忠僕事奉中心與心理健康會在本年 5月 15日至 6月 15日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收

集了 1262位市民有效的回覆（女佔 72%；年齡由 15至 70歲以上）。 

 

在發佈會中，註冊社工曾偉洪博士及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博士公佈調查的結果。同場，臨床

心理學家黃志明博士訪問了一位曾經歷創傷事件的受訪者(Anna)，了解她是如何走出困局。

首先，調查結果的重點歸納如下： 

1. 在本調查中，在三大創傷性打擊中，由 0-10 的評分（0 分代表全無影響，10 分代表

極大影響），社會事件的負面影響程度為最高（5.82 分），較新冠肺炎（5.68 分）及

經濟下滑的影響（4.39分）為嚴重。有 43%的回覆者對社會事件感到中度以上的負面

影響，有 38%因新冠肺炎感到中度以上負面影響，有 23%則因經濟下滑感到中度以上

負面影響。 

2. 雖然三大創傷事件對香港造成廣泛性的影響，但市民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可能與

市民對事件的心理預期有不同所致。例如，過去十多年市民對經濟下滑已屢見不鮮，

面對是次經濟衰退已有一定心理預期，故負面心理影響較少；市民因 2003 年沙士肆

虐，對新冠肺炎有一定的心理預防，亦有某程度上的危機感及控制感；但社會事件卻

是香港歷史中未曾遇見過的，在毫無任何心理的預期下，市民對事件的不確定性及相

關的負面情緒容易較高。 

3. 三大創傷事件對市民的心理健康產生一定的影響，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感到中等

程度以上的焦慮或抑鬱。在我們去年的香港人快樂指數調查中，指數由 6.39 降至今

年的 5.65；快樂與不快樂人數的比例由去年 4.8 比 1 ，降至今年的 2.3 比 1，大幅

下降超過百分之五十。上述數據反映三大事件對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及快樂指數造成

重大的負面影響。 

4. 本調查發現，能在創傷事件後得到成長的人，即是人在與極具挑戰性的生活事件過程

中或之後，所產生的正向心理改變而提升個人應對生活的功能，他們傾向有更佳的復

原能力，這些「創傷後成長」可以在以下幾方面出現，包括在創傷事件後，提升個人

的靈性、看到個人的長處、與人建立更深的關係、更懂得欣賞生命及成功發掘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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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我們的調查亦發現，在創傷後越成長的人，他們的抑鬱及焦慮程度較低，而快

樂指數則較高。； 

 

按上述調查結果，專家們作以下的建議及結論： 

1. 面對重大公共衛生、社會及經濟事件，個人可以學習並運用一些自助技巧，促使自己

得到「創傷後成長」的益處，從而加速個人心理復原、減少負面情緒及提升快樂指

數。 

2. 當遇到創傷事件之後的一段日子，個人心情稍為平穩後，為促進自己的心理健康，當

事人可以問一下自己以下的問題：因某創傷事件， 

 我看到自己有的長處是？ 

 我看到自己在人際上的正向改變包括？ 

 我發掘出新的出路以助解決問題，它們是？ 

 我看到生命美好的一面，這包括是？ 

 我學會用一些方法提升個人靈性，它們是？ 

3. 因疫情原因，政府及自願團體舉辦一些網上訓練或提供一些網上資源，幫助不同年齡及

需要的對象，以促進其創傷後成長經驗，減少過去一年三大創傷事件對香港市民的心理

健康影響。 

4. 誠然，由去年至今，香港飽受社會事件、新型肺炎及經濟下滑等重大打擊，不少市民感

到憂慮、困擾及無助。但本調查結果告訴我們，在逆境中建立個人的正向思維，以助盡

快復原，這可能是引導港人走出現時社會困局的其一重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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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新聞稿聯絡人：鄭健榮博士, drsammy.cp@gmail.com; 6130 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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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新聞台 

 

星島日報(超連結) 

港人快樂指數跌 兩成焦慮中等以上 

2020-07-27 00:00 

 

  （星島日報報道）香港於過去一年深受社會事件、新冠肺炎

及經濟下滑等三大創傷性打擊。有團體調查發現，港人的快樂指

數由去年六點三九降至今年的五點六五，並有近兩成受訪者的焦

慮或抑鬱程度達中等以上；團體指，雖然社會運動已稍微緩和，

但有關事件仍對青少年構成頗大的負面影響，建議政府及教育界

可增強對教師的培訓，協助學生建立正面思維。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256825/%E6%97%A5%E5%A0%B1-%E6%B8%AF%E8%81%9E-%E6%B8%AF%E4%BA%BA%E5%BF%AB%E6%A8%82%E6%8C%87%E6%95%B8%E8%B7%8C-%E5%85%A9%E6%88%90%E7%84%A6%E6%85%AE%E4%B8%AD%E7%AD%89%E4%BB%A5%E4%B8%8A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與心理健康會早前合作，在今年五月至六

月收集逾一千二百位市民的回覆，以問卷調查形式，研究上述事

件對社會及個人產生的負面影響及心理困擾。調查發現，以十分

為滿分，在三大創傷性打擊中，社會事件對港人的負面影響程度

最高，達五點八二分，負面影響為中上水平；其次則是新冠肺炎

及經濟下滑，分別是五點六八分及四點三九。調查又發現，受訪

者的焦慮或抑鬱程度的平均達三點八一及四點零三，逾兩成受訪

者的分數更達中度以上，即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人影響程度最

高感到中等程度以上的焦慮或抑鬱。  

 

  臨牀心理學家鄭健榮表示，市民對事件的心理預期會導致不

同程度的影響，如過去十多年市民面對經濟下滑已屢見不鮮，故

是次經濟衰退的負面心理影響較少；而二 ○○三年經歷沙士肆虐，

又使市民對新冠肺炎有一定的心理預防。由於過去一年的社會事

件未曾在香港歷史出現，市民對事件的不確定性及相關的負面情

緒容易較嚴重。  

 

  他又指，教師的角色能直接影響眾多學生，建議政府及教育

界可就增強教師培訓作商討，協助學生建立理性且正面的思維。

他強調輔導者會保持中立態度，望引導學生以不同角度分析事

件，協助青年人走出現時社會困局。記者  何蘊姿  

  



明報(超連結) 

調查：反修例事件及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心

理健康 (21:55) 

 

本港過去一年經歷反修例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香港忠僕

事奉中心 5 月至 6 月用網上問卷訪問 1262 名 15 至 70 歲以上市民，

調查社會事件、新冠肺炎及經濟下滑對市民心理健康影響。  

 

調查發現，認為自己受社會事件嚴重影響的受訪者中，自評抑鬱及

焦慮程度平均為 5.14 及 5.41 分；認為自己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受訪

者中，自評抑鬱及焦慮程度平均為 5.3 及 5.61 分； 5 分即達中度水

平。調查亦發現， 15 至 29 歲組別的自評抑鬱及焦慮程度平均值較

其他年齡組別高。  

 

臨牀心理學家鄭健榮認為，社會事件及疫情讓市民感受到打撃，與

他們對事件的心理預期有關；去年社會事件是香港歷史中未曾遇過，

新冠肺炎亦是全球前所未見，事件不確定性高，因此市民容易產生

負面情緒。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指出，市民在疫情下

即使留家，可每日抽空默想（ meditat ion）、做呼吸練習，令情緒平

靜；如出現抑鬱及焦慮症狀，影響工作、學習及身邊的人，應向醫

生或社工求助。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726/s00001/1595770368948/%e8%aa%bf%e6%9f%a5-%e5%8f%8d%e4%bf%ae%e4%be%8b%e4%ba%8b%e4%bb%b6%e5%8f%8a%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7%96%ab%e6%83%85%e5%bd%b1%e9%9f%bf%e5%bf%83%e7%90%86%e5%81%a5%e5%ba%b7


AM730(超連結) 

社會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致港人中度負面影

響 

 

調查指，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部分人在過去兩周出現抑鬱或

焦慮。 (資料圖片 )  

 

過去一年，港人可算經歷「多事之秋」，先發生大型及持續社會運

動、之後疫情來襲，重創各行各業。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公布「香港

社會、疫情、經濟創傷、心理健康及復原能力調查」，結果顯示港

人在社會事件中受負面影響程度最高，達 5.82 分 (10 分滿分 )，新冠

肺炎疫情及經濟創傷亦達 5.68 分及 4.39 分， 15 至 29 歲的受訪者

在受創傷程度及抑鬱、焦慮程度中的評分都是最高。  

 

中心於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 1,262 人，逾六

成受訪者為 40 至 59 歲。在社會事件受創傷中，逾四成人評 5 分以

上。  

 

各年齡組別受不同事件有不同影響， 15 至 19 歲組別最受社會事件

影響，平均達 6.39 分；肺炎疫情中， 2 0 至 29 歲組別評分最高，平

均達 7.1 分；經濟創傷方面，40 至 49 歲組別評分最高，平均達 4.81

分。  

 

「心理健康的狀況」部分中，受訪者自評過去兩星期的抑鬱或焦慮

程度平均分分別為 3.81 分及 4.03 分。15-19 歲組別的焦慮程度平均

https://www.am730.com.hk/news/%E6%96%B0%E8%81%9E/%e7%a4%be%e6%9c%83%e4%ba%8b%e4%bb%b6%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8%87%b4%e6%b8%af%e4%ba%ba%e4%b8%ad%e5%ba%a6%e8%b2%a0%e9%9d%a2%e5%bd%b1%e9%9f%bf-228111


分最高，達 5.44 分， 20-29 歲組別的抑鬱程度平均分最高，達 5.08

分。  

 

港人平均快樂指數由 2019 年 6.39 分跌至今年 5.56 分， 15-19 歲最

低分 (4 .5 分 )， 70 歲以上最高分 (6 .29 分 )。  

 

「復原能力評估」方面，受訪者的「創傷後成長」平均分為 2.92 分

(5 分滿分 )，創傷後，最多人出現的正向變化為「更珍惜每一天」，

其次為「更欣賞及看重生命的寶貴事物」及「對別人有同情心」。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指，三個事件接連發

生造成負面情緒放大的效應，負面影響達 5 分已是中度影響，值得

關注。中心建議市民個人學習及運用自助技巧，在逆境中建立個人

正向思維；亦促政府及自願團體舉辦一些網上訓練或提供網上資源

減低事件對市民心理健康影響。  

  



香港經濟日報(超連結) 

調查指近 2 成人中度抑鬱焦慮 過去一年社

會事件對心理影響最大 

 

本港過去一年先後經歷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經濟同受衝擊。

有團體調查發現，達 2 成受訪者有中度抑鬱和焦慮情況，而在社會

事件、疫情及經濟下滑中，社會事件的負面影響最大。團體認為情

況值得關注，建議市民多靜心思考讓自己平靜，建立正面思維，有

需要時向專業人士求助。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與心理健康會在 5 月中至 6 月中訪問 1262 名市

民，發現在社會事件、疫情及經濟下滑中，以社會事件的負面影響

程度為最高，達 5.82 分（以 10 分滿分，代表極大影響），其次為

新冠肺炎和經濟下滑。當中有 43%人因社會事件感到中度以上的負

面影響。  

 

調查又發現，以 10 分為最高，港人的抑鬱和焦慮程度分別為 3.81

及 4.03 分，但回答 5 分以上的人平均有約 2 成，即平均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感到中等程度以上的焦慮或抑鬱。而今年市民的快樂指數

為 5.65 分，較去年 6.39 分有所下跌。  

 

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認為，市民在 3 件事中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可能與市民對事件的心理預期有不同所致。例如過去多年市民對經

濟下滑屢見不鮮，對是次經濟衰退已有一定心理預期，亦因 2003 年

經歷過沙士，而對新冠肺炎有一定的心理預防，但社會事件卻是香

港歷史中未曾遇見過。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06286?r=cpstni


他續稱，社會事件令朋友、家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因看法不同產生張

力，造成不開心情緒，而各種暴力情景亦會引致創傷後遺反應，即

使過一段時間仍會牽動情緒。  

 

註冊社工曾偉洪補充，疫情持續令人產生不確定性，感到恐懼無助，

甚至出現災難化思想，對心理造成壓力。  

 

曾偉洪建議，市民可多保持正面思維，例如在疫情中尋找某些事物

的意義，平時在家可安靜自己情緒，如用默想或呼吸練習。若有需

要，則應向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心理學家或醫生求助。  

 

記者：洪芷晴  

  



晴報(超連結) 

【情緒健康】社會動盪 經濟下滑 疫情夾攻 

每 5 人有 1 人感抑鬱或焦慮 

 

香港過去一年面對社會事件、新冠肺炎、經濟下滑等三大創傷性打

擊，港人面對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及心理困擾。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與心理健康會於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進行問卷調查，收集 1,262

份有效回覆，受訪者年齡由 15 至 70 歲以上。該調查顯示  ，平均

每 5 個人有 1 人感焦慮或抑鬱，且快樂指數亦下降。  

 

調查發現，在三大創傷性打擊中，由 0 至 10 的評分（ 10 分為極大

影響），社會事件的負面影響程度為最高，平均分為 5.82 分，當中

有 43%人指感中度以上（ 5 分或以上）的負面影響。其次新冠肺炎

疫情平均分為 5.68 分，有 38%人感中度以上負面影響；最後則是經

濟下滑的影響，平均分有 4.39 分，有 23%人感中度以上負面影響。  

 

面對不確定事件  負面情緒較嚴重  

此外，在三大創傷事件夾攻下，平均每 5 個人，就有 1 人感中等程

度以上的焦慮或抑鬱。在去年的港人快樂指數調查中，指數由 6.39

降至今年的 5.65；快樂與不快樂人數的比例由去年 4.8 比 1 ，降至

今年的 2.3 比 1，跌逾 5 成。  

 

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博士稱，過去市民面對經濟下滑已屢見不鮮，

而 2003 年沙士肆虐亦令對公眾對是次疫情有一定的心理預防。但

是次社會事件是香港歷史中未曾遇見過，在毫無任何心理的預期下，

市民對事件的不確定性及相關的負面情緒容易較嚴重。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706297/%E3%80%90%E6%83%85%E7%B7%92%E5%81%A5%E5%BA%B7%E3%80%91%E7%A4%BE%E6%9C%83%E5%8B%95%E7%9B%AA%20%E7%B6%93%E6%BF%9F%E4%B8%8B%E6%BB%91%20%E7%96%AB%E6%83%85%E5%A4%BE%E6%94%BB%20%E6%AF%8F5%E4%BA%BA%E6%9C%891%E4%BA%BA%E6%84%9F%E6%8A%91%E9%AC%B1%E6%88%96%E7%84%A6%E6%85%AE


臨床心理學家黃志明博士表示，市民在社會事件中接受不少衝突資

訊，而疫情下亦會擔心自己及家人出事，均會放大不安情緒，建議

如發現自己出現抑鬱及焦慮等情緒，應尋求專業協助。  

 

他續指，面對多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易有災難性思想，聽到一些

資訊便容易產生無助感，應時常保持個人思想正面，亦可以學習並

運用一些自助技巧，如默想、呼吸練習等讓自己冷靜下來，減少負

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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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網(超連結) 

調查指每 5 人有 1 人患抑鬱 社運負面影

響最大 

 

調查發現平均每 5.4 個人當中，就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抑鬱。  

曾患罕見病的 Anna 建議當有負面情緒時可暫時遠離負面消息。  

曾偉洪指抑鬱人士或有輕生念頭，須正視有關情況。  

 

過去一年，本港受反修例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及經濟下挫打擊，影

響不少港人的心理健康。有組織在網上訪問了 1262 名市民，發現

受訪者認為上述 3 項事件，若以 10 分評為最受影響，社會運動的

負面影響程度最大，有 5.82 分，比新冠肺炎及經濟下滑的負面影響

更大。調查亦發現，平均 5.4 個人當中，就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

抑鬱。  

 

心理健康會及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在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向 1262

名市民進行調查。調查問到，社會運動、新冠肺炎疫情及經濟下挫

對他們的影響程度， 10 分評為最受影響， 0 分為不受影響。  

 

受訪者認為，社會事件的影響平均分為 5.82 分，而認為影響程度達

5 分以上的有 43%。其次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平均分是 5.68 分，

達 5 分以上的有 38%，而經濟創傷影響平均分是 4.39 分，達 5 分以

上的有 23%。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726/bkn-20200726172413034-0726_00822_001.html


調查亦問到，他們過去兩周的心理健康狀況。 10 分為最極端， 0 分

為完全沒有影響。受訪者當中，受訪者在抑鬱的平均分為 3.81 分，

評 5 分以上的有 18%， 5.4 人當中更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抑鬱。

焦慮方面，受訪者的平均分為 4.03 分，評 5 分以上的有 22%， 4.6

人當中更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焦慮。  

 

臨床心理學家黃志明表示，若抑鬱或焦慮屬於中等程度，已響起警

號，有人本身容易有擔憂情緒，在疫情下可能更感焦慮，容易擴大

情緒，若有需要便須向家庭醫生或社工等專業人士求助。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補充指，若持續出現

抑鬱及焦慮，不止會影響個人心情，以及其家庭和生活狀況，而患

有抑鬱的人可能會有輕生念頭，要正視有關情況。  

 

不過，經歷創傷後，亦可能會令人成長。本身是社工的 Anna 在 2015

年確診「系統性硬皮症」的罕見病，以她所知全港只有百多個病例，

嚴重更會因而死亡。她曾對此感絕望，但其後尋得有效的治療方法，

亦經常自我鼓勵，最終戰勝病情，她亦建議有負面情緒的港人，感

擔憂時可以暫時遠離負面消息，讓自己冷靜，例如採用呼吸法及多

想正面訊息。  

  



東方日報(超連結) 

暴疫夾擊 逾兩成受訪者中度抑鬱 

  

【本報訊】過去一年，本港受反修例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及經濟下

挫打擊，影響不少港人的心理健康。有組織在網上訪問逾千名市民，

發現受訪者認為上述三項事件中，社會運動的負面影響程度最大。

調查亦發現，平均約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抑鬱。 

 

社運負面影響最大  

心理健康會及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在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向一

千二百六十二名市民進行心理健康的調查。調查以十分為滿分，顯

示受影響的程度，結果社會事件影響的平均分是五點八二分，而疫

情及經濟影響的平均分則分別是五點六八分及四點三九分。調查亦

問到市民過去兩周的心理健康狀況，平均每五點四人當中便有一人

出現中等程度的抑鬱，四點六人當中則有一人出現中等程度的焦慮。 

 

臨床心理學家黃志明指，若市民的抑鬱或焦慮屬中等程度，即代表

響起警號，他們在疫情下或更容易感焦慮。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

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補充指，患抑鬱人士可能有輕生念頭，須正

視有關情況。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727/mobile/odn-20200727-0727_00176_036.html


基督日報(超連結) 

反修例 疫病 經濟衝擊 5 人 1 人焦慮宗教

促復原 

 

香港過去一年面對反送中、新冠肺炎、經濟下滑三大創傷打擊，港

人面對不同程度心理困擾。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及心理健康會 5 月至

6 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 1,262 份有效回覆，受訪者年齡由 15

至 70 歲，發現社會事件影響港人情緒至大，每 5 個人有 1 人感焦

慮或抑鬱。  

 

5 人 1 人焦慮抑鬱  國安法影響待觀望  

 

調查發現近五成人情緒受社會事件影響（ 42.9%），其次是肺炎疫情

（ 38.4%）、經濟創傷（ 22.9%），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抑鬱及焦慮

程度佔最高，其次是 20 至 29 歲在職人士。  

 

該中心亦對比去年進行的快樂指數調查，指數由 6.39 降至今年的

5.65；快樂與不快樂人數比例由去年 4.8 比 1 ，降至今年的 2.3 比

1，跌逾 5 成。受訪者期望能夠「更珍惜每一天」、「  更加欣賞生

命」、「更有同情心」。  

 

臨床心理學家、忠僕事奉中心巴拿巴院長鄭健榮分析，三件大事情

對香港做成廣泛影響，市民對於過去十多年經濟下滑有一定心理預

期、2003 年沙士肆虐也有心理預防，但對於反送中社會事件是香港

歷史從未發生，所以心理預期最低。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news/soc-2982/%E5%8F%8D%E4%BF%AE%E4%BE%8B%E7%96%AB%E7%97%85%E7%B6%93%E6%BF%9F%E8%A1%9D%E6%93%8A5%E4%BA%BA1%E4%BA%BA%E7%84%A6%E6%85%AE%E5%AE%97%E6%95%99%E4%BF%83%E5%BE%A9%E5%8E%9F


被問到港區《國安法》對市民情緒影響，鄭健榮認為需時間看實際

的執行才反映到對人情緒的影響。他補充，社會事件一周年，心理

學家、社工正為年青人深入探索下一步怎樣做。面對政府實施《國

安法》，市民可從中具體看自己人生，怎樣創造機會在香港發展，

或海外升學的打算，重要是以理性思維做決定。至於創傷後提升復

原能力，「  靈性轉變」、「欣賞生命」等是可行的出路。  

 

疫情促信徒靈性操練社會關懷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建議，市民在疫情下

即使留家，可每日抽空默想、做呼吸練習等靈性操練，令情緒平靜。

疫情對基督徒亦賦予正面意義，教會群體在疫情當中踴躍探訪、社

會關懷，多了對社會熱心公益的人，也有家人關係比前緊密，個人

對上帝增加確信。他指，每個人雖有不同宗教信仰，憑藉宗教可得

到慰藉。  

 

個案：信仰抗抑鬱  

 

本身是基督徒、現職社工的 Anna 曾患上系統性硬皮症，出現抑鬱

情緒。疾病令肺部纖維化和氣促等，確診後服用抗癌藥，擔心身體

復原能力影響工作、身邊缺乏人了解，情緒陷入低潮。在尋找治療

之餘，透過不同案例正向面對疾病，肺功能亦逐步上升。  

 

她自言，信仰幫助很大令自己增加信心，面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也

有平安，在家工作多了時間作息，每晚做運動如拉筋、練習呼吸法

助鬆弛精神；經過此病後，作為社工關懷受助者時多一份認同感。 

  



HK01(超連結) 

調查顯示社會事件負面影響大 專家憂疫

情夾擊易誘發抑鬱焦慮 

 

本港過去一年經歷重大轉變，一項調查發現，社會事件、新型肺炎

疫情及經濟下滑 3 大打擊下，受訪者受社會事件的負面影響最大，

其次為疫情。有 18.4%及 21.6%受訪者直言感到中等以上抑鬱及焦

慮。  

有專家表示，相關等級意味已響起「警號」，又指創傷港人情緒的

事件接二連三發生，憂慮會有情緒放大效應。專家又指，近日疫情

爆發，與市民距離較近，低落情緒相對較為顯著，建議市民培養正

向思考，包括每日抽時間進行冥想及呼吸練習等活動，在種種限制

下主宰自己思想。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與心理健康會，於今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期

間，成功以問卷方式向 1262 位市民收集意見， 28.4%是男士，餘下

71.6%為女性。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事件、新冠肺炎及經濟下滑三大

創傷性打擊當中，以平均分（ 0 至 10 分）計算，受訪者認為社會事

件的負面影響最高，錄得 5.8 分，其次為新冠肺炎及經濟下滑，分

別是 5.68 分及 4.39 分。以上三項事件，男女受影響程度相若。  

 

社會事件影響方面，倘以年齡劃分， 15 至 19 歲影響最大，平均分

達 6.39 分；疫情影響下則以 20 至 29 歲最受影響，平均值達 7.1 分；

經濟創傷下，則以 40 至 49 歲的年齡群組最首當其衝。  

 

心理健康狀況方面，受訪者過去兩星期的抑鬱程度及焦慮程度，平

均值各錄得 3.81 分及 4.03 分，回答逾 5 分或以上者，分別佔 18.4%

及 21.6%。快樂指數方面，受訪者的整體快樂指數較去年下跌，由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02832/%E8%AA%BF%E6%9F%A5%E9%A1%AF%E7%A4%BA%E7%A4%BE%E6%9C%83%E4%BA%8B%E4%BB%B6%E8%B2%A0%E9%9D%A2%E5%BD%B1%E9%9F%BF%E5%A4%A7-%E5%B0%88%E5%AE%B6%E6%86%82%E7%96%AB%E6%83%85%E5%A4%BE%E6%93%8A%E6%98%93%E8%AA%98%E7%99%BC%E6%8A%91%E9%AC%B1%E7%84%A6%E6%85%AE


去年同類型調查的平均 6.39 分，跌至今年的 5.65 分。不過，去年

的數據僅計及首 4 個月情況。  

 

三大創傷事件當中，以社會事件錄得最高平均分，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心理學會前會長鄭健榮表示，相關現象可用心理預期理論作解

釋，過去 10 多年來，市民對經濟下滑已屢見不鮮，故負面心理影

響較少；市民亦因 2003 年沙士肆虐，對疫情有某程度上的危機感

及控制感；惟社會事件卻是在本港前所未見，在毫無任何心理預期

下，市民對事件的不確定性及相關負面情緒容易高漲。  

 

他又提到，社會事件雖已逐漸冷卻，但不少人於期間產生不安感，

或有人際衝突，甚或暴力情景歷歷在目，易致創傷後遺症；疫情下，

則有人誘發強迫症，惟隨著疫苗進一步開發或疫情受控，相信或可

平復情緒，至於國安法立法，則是一體兩面，會否誘發更多情緒壓

力，需時觀察事態發展。臨床心理學家黃志明亦補充指，近日疫情

不斷擴散，與市民距離最近，故抑鬱及焦慮情緒較為顯著，「依家

焦點都係注目於疫情。」  

  

黃志明指，受訪者的抑鬱或焦慮程度倘達 5 分以上，便屬於中等級

別，意味已響起警號，他又提到，有病人憂心社會事件的示威及衝

擊，近期爆發疫情，情緒更趨焦慮，包括擔心自己或身邊人中招，

黃提醒指， 3 項重大事情夾擊下，情緒會有放大效應，亦相信會有

更多市民陷入情緒困擾，如出現徵狀者，應盡早求助醫生或社工，

「千祈不要冷待。」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曾偉洪指，倘市民持續出現

抑鬱及焦慮情緒，會影響生活及工作層面，連帶身邊人亦會受累，

或有漣漪效應，他建議，港人面對疫情的種種限制下，可每日抽時

間進行冥想及呼吸練習等活動，亦可尋找疫情下所洐生的正面意義

(meaning making)，從而轉化作靈性學習，協助過渡逆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