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的健康不平等:
新型冠狀病毒病對健康公平的影響

Collaborative Partner:



研究所的第一份
健康公平報告



香港男性的預期壽命



香港女性的預期壽命



自評健康狀況(self-rated health)及收入的
關係及「梯度(social gradient)」

Sourc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 Report of Population Health Survey 2014/15 





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

 新冠疫情下的防疫措施：

 社交距離措施、旅客入境管制、疫情監測、個案偵察、感染源頭追蹤、隔離和檢疫、
社區檢測中心、疫苖注射計劃等

 醫院管理局和院舍的支援措施

 有些防疫措施會在社會決定因素上帶來預期之外的後果；社會上的弱勢群組尤其受
到影響

 全面的經濟刺激方案以紓緩新冠疫情的影響：

 以GDP的12.2%來支援個人和企業的需要

 雖然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的疫情紓緩措施，但醫療及社區服務的缺口依然存在，難
以完全滿足市民的健康和社會需求

 與社區緊密合作：

 社區支援在現行的控制與紓緩措施中不可或缺



新冠疫情所曝露的社會不平等

 新冠疫情及其相關防疫措施對本港的影響

 弱勢社群較常遇到延誤診斷和治療，並承受更大的心理負擔

 弱勢社群在經濟保障、就業、教育、健康及社會服務使用等範疇中尤其受到影響



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會不平等

 經濟保障

 自疫情出現後，匱乏及無業人士普遍更加擔心自己的經濟狀況 (來自研究所電話調查的未公開數據)

 65.7%匱乏人士表示較疫情出現前更擔憂，僅30.6%非匱乏人士表示更擔憂

 60.2%無業人士表示較疫情出現前更擔憂，僅約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士表示更擔憂

 教育

 長期停課對學童發展及學習的影響顯著

 來自低收入家庭及有特別需要的學童面對較高的社會心理風險 (Tso et al., 2020)

 數碼隔閡為學童帶來嚴峻挑戰

 70%低收入家庭欠缺電腦; 28%無法使用寬頻服務 (SoCO, 2020)



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會不平等

 就業

 疫情期間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攀升

 對年輕群組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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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會不平等

 獲取健康服務

 雖然新冠疫情住院服務尚算公平，但門診服務卻比以往更加傾向富裕階層

 公共非緊急非必要門診服務大幅減少

 弱勢群組難以管理自身的長期病患和心理健康狀況 (Chan et al., 2020, Wong et al., 2020)

 在弱勢社區居住的多重病患者在患上新冠肺炎後，病情較居於富裕地區的患者嚴重(Chung et al., 2021)

 在首波疫情的確診者中，居住在公屋及在較低教育水平地區的人士較容易遇到診斷延誤 (Wu YS et al., 2020)

 公屋住戶的延誤診斷風險可以透過高密度的診所/醫院來紓緩情況，但在私家診所密度較高的地區，
風險卻會稍為上升

 獲取社會服務

 疫情下的中心服務供應受到嚴重影響 (Chan et al., 2021)

 職員及服務使用者在運用網上服務時遇到各種困難



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會不平等

 對邊緣群組的排斥及歧視

 如：少數族裔、移民、外籍家庭傭工

 健康資訊與服務使用的障礙、歧視行為、較差的僱用條件、政策下較少的保障 (Lui et al., 2021)

 精神健康與社會心理狀況

 匱乏人士的抑鬱與焦慮風險較高

 24.7% vs. 9.1% (非匱乏人士)

 匱乏人士的主觀幸褔度較差

 在開心程度、生命價值及生命滿足度的評分均較低

 較低學歷人士在疫情後的壓力水平增幅較大 (Zhao et al., 2020)



公民社會的關鍵作用

 非政府組織(NGOs) 及慈善團體為疫情下的弱勢社群提供大量社會支援
 例子: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超過350個社會福利組織提供個人保護裝備計劃

 香港紅十字會提供社區健康教育及心理支援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為弱勢社群提供營養食物包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出超過 $9.87 億，並連同社會各界包括學術團體、非政
府組織及社會與健康服務組織等，支持各項新冠疫情的社區支援服務



總結及建議

 香港享有全球最長的預期壽命，惟同時面對顯著的健康不平等

 新冠疫情暴露並加劇了既有的社會不平等。這不僅源於感染風險的差異，而且
是因為防疫措施對社會各階層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有所不同

 紓緩健康不平等需要整個社會和各個政府部門通力合作以制訂全面的政策

 審視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和防疫措施對不同社會群體在身心健康方面的影響，
並在日後制訂應對疫情的政策和措施時，加入對社會健康平等的影響的分析



 致力探討與分析香港的健康公平議題

 培訓和加強持份者的能力，並作為分享經驗和
交流的平台

 為政府相關政策和介入計劃提供參考，以改善
香港的健康公平狀況

 建立亞洲區的研究網絡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

https://www.ihe.cuhk.edu.hk/

https://www.ihe.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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