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鑽石山兇殺案後，行政長官李家超宣
布加強四方面工作，包括要求醫務衞生局
盡快召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會議，探討
如何更綜合、安全和全面應對與精神健康
相關的事宜，並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
昨晚舉行緊急會議，李夏茵於會後會見傳
媒時表示，政府十分重視市民的精神健
康，在聽取委員會意見後，提出十項加強
措施，務求更全面支援涉及嚴重精神病患
的精神復原人士，以及其他有精神健康需
要的人士（詳見表）。

倡多考慮復原人士家庭狀況
就支援嚴重精神疾患復原人士的加強

措施，李夏茵稱，醫管局就《精神健康條
例》下 「有條件釋放」 機制進行的檢討快
將完成，將於諮詢委員會下月的會議上匯
報結果，政府將因應檢討結果，制定下一
步工作。政府亦會邀請委員會探討 「社區
治療令」 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向政府提交
建議。

「有條件釋放」 機制是政府2017年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提出的40項

建議之一。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
龍昨晚在會後表示，當年報告涉及五大範
疇，檢討 「有條件釋放令」 屬於第五範疇
的法律工作，委員會將工作優先次序放在
加強社會認識、保障兒童精神健康等工
作。而醫管局已就 「有條件釋放令」 進行
研究，而在未發生鑽石山兇殺案前，已安
排在下次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資料顯示， 「有條件釋放」 機制是鼓
勵病人於社區接受治療，根據《精神健康
條例》，精神病院院長可於指明條件下將
病人 「有條件釋放」 ，病人需居住於指明
的地方、覆診及服用藥物，否則可以召回
病人。

黃仁龍稱，醫管局就 「有條件釋放
令」 的研究方向，包括在發出命令時 「需
考量的因素」 等細節。有委員在會上提
出，當考量有條件釋放時，應多加考慮復
原人士的家庭情況，包括家人的支援，以
及在社區可否獲得適切照顧。被問到會否
收緊 「有條件釋放令」 ，李夏茵稱有待醫
管局專家研究，提供詳細建議。

至於 「社區治療令」 ，黃仁龍稱，

2017年報告有指出實施的複雜度高，因為
涉及社會保障及個人權利平衡問題，在外
國實踐時產生不少問題。他形容精神健康
事宜浩瀚，要按優次跟進。

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陳沛良表示，
樂見政府推出 「5+5」 支援措施，包括加強
地區康健中心於基層精神健康推廣上的角
色與功能等，但對未採納他提出的全港精
神健康普查、設立全港精神健康藍圖的建
議，表示遺憾，希望政府在制訂長遠的精
神健康政策方面仔細審視上述建議。

研究員籲加強社工角色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周嘉俊歡迎政府

提出十項加強措施，但他指出，隨着措施
推出，可預見服務量會有所增長，需要更
多服務人手，短期內建議政府多加善用現
有社區內的人力資源，例如輔導員、家庭
醫生，以及與社福機構加強合作以滿足新
增的服務需求；社工培訓方面，建議政府
參考社區的精神健康服務計劃，考慮加強
社工的角色，提供臨床心理服務以應對一
般精神病患者的需要。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兇殺案令
社會關注精神健康服務問題，精
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昨晚開會，署
理醫務衞生局局長李夏茵會後宣
布，政府將推出 「5+5」 加強支援
措施，包括醫院管理局將優化個
案經理與嚴重精神病患者比例、
探討採用副作用較少的新藥等。

委員會將於下月再開會，到
時將討論醫管局就 「有條件釋
放」 機制的檢討結果；委員會並
將探討 「社區治療令」 在香港實
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政府10措施加強支援精神病患者
諮詢委員會下月討論有條件釋放機制

大公報記者 戴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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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壓力不再 家庭生活快樂指數改善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

道：香港婦聯昨日公布最新 「快樂
家庭」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港人家
庭生活快樂指數按年有改善，但僅
35%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家庭生活
愉快，三大因素影響家庭生活快
樂，包括 「經濟收入減少」 、 「抗
疫壓力」 和 「照顧家庭壓力」 。調
查亦顯示，八成受訪者認為增建公
營房屋、改善居住環境，有助家庭
重拾快樂。

婦聯早前訪問了1658名18歲及
以上的香港居民，了解他們的家庭
生活狀況。調查結果顯示，
35%受訪者對家庭生活感愉
快，較上年的27%有進步，
其餘39%感不快樂，26%
答不知道或很難講。

調查指出，影響家庭生
活快樂與否的三大因素，包
括 「家庭經濟收入減少」 、
「抗疫壓力」 及 「照顧家庭
壓力」 。有八成人認為 「家
庭經濟收入減少」 對快樂指
數的影響最大，而往年影響
最大為 「抗疫壓力」 。香港

婦聯秘書長馬淑燕表示，香港已逐
漸回復正常，抗疫不再是港人面對
的最大困難，相反是現時經濟環境
導致的收入減少。

八成市民盼增建公營房屋
不過，54%受訪者認為現時社

區溝通輔導服務不足，且有31%受
訪者表示不會與他人傾訴。馬淑燕
舉例，曾有孕婦遇到家庭困擾問
題，但覺得 「社工有啲得人驚」 、
「家醜不外揚」 ，而不敢尋求社工

幫助。她認為現時社會在情緒上的

支援不足，有些基層市民不知如何
求助，建議政府提供正向家庭教
育，增加社會關愛感。

被問及政府有何政策或服務能
使得家庭更快樂時，八成受訪者認
為政府增建公營房屋，改善居住環
境能夠使家庭更快樂。57%人希望
能夠增加對長者和幼兒照顧者的支
援，26%希望可以提升最低工資並
實行一年一檢。婦聯會促請政府帶
頭落實僱主託兒等家庭友善政策、
加快建屋速度及縮短公屋輪候時
間、完善幼兒照顧服務和增加長者

及照顧者支援等政策。
因應近期精神病患者

傷人事件，婦聯副主席歐
陽寶珍認為，一般市民會
覺得無奈且無助，會對快
樂指數造成影響，建議政
府深化對精神病患家庭以
及獨居患者的社會支持，
改善大環境。

擺脫DSE考生不足困局
2024 年 中 學 文 憑 試

（DSE）考試時間表出爐，筆試
將於4月9日展開，暫定於5月6日
結束，歷時4周。明年中學文憑
試考試費加價3%，其中報名費
由534元加至550元，語文科考
試費由697元加至718元，其他

科目由466元加至480元。
文憑試的營運成本，包括考評局行政成本、出

題、改題、試場場地等基本支出，這些支出無法減
少。因應近年經濟狀況，政府為文憑試學校考生代
繳考試費，故此加費只是象徵式，賬面當然虧大
本。

值得未雨綢繆的，不是考評局能否回本，而是
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目前，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收生不足，要面臨縮班及殺校困局。接下來，必然
出現中學文憑試考生不足，大學學位過剩。

大學收生不足怎麼辦？減班？調低取錄門檻？
目前特區政府積極進取地為港搶人才，換言之，就
是吸納專才的子女來港就學，避免出現大學學位過
剩問題。

放眼未來，香港專上教育發展會更加國際化，
我們需要為中學文憑試的未來尋找出路，DSE能借
鏡IB（國際文憑）的路呢？若能吸引更多海外及內
地中小學生來港，這能否為DSE開拓新的考生來
源？

蔡樹文
透視鏡

東涌填海區建1600公營房
鄰近東站 料2028年落成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東涌
新市鎮填海工程即將完成，房屋署計劃在
新填海的東涌第119區興建公營房屋，提
供約1600個公營房屋單位，預計2028年落
成。有議員料未來數年內區內人口翻倍，
希望政府在建屋的同時做好交通配套，並
解決幼兒教育、託兒服務不足等問題。

東涌第119區鄰近擬議的港鐵東涌東
站，並與擬建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相
鄰。房署最新提交區議會文件表示，第
119區地盤總面積約1.44公頃，最高總地
積比率為5.9倍，將興建3座不高於33層高
的住宅樓，可提供約1600個公營房屋單
位，居住4320人。

議員促做好配套
項目會提供幼兒中心、特殊幼兒中

心、社會保障辦事處、體弱長者家居照顧
服務隊，以及安老院舍等社福設施，以及
綠化休憩設施、兒童遊樂場、羽毛球場、
乒乓球枱等康樂設施，綠化覆蓋率可達
20%。項目另有約600公頃零售設施。

房署預期今年年底接收地盤，會隨即
進行土地勘探及地基和上蓋工程，預計
2028年有單位供應。

離島區議員郭平預計，新發展區會吸
引不少年輕家庭入住，但現時區內的幼稚
園、小學爆滿，學位供不應求。現時東涌
西的逸東邨、滿東邨合共有逾6萬人口，東
涌東的迎東邨亦有逾一萬人口，隨着更多
新住宅項目落成，未來3至4年間區內人口
將翻倍，希望政府在起樓的同時亦要滿足
教育、託兒服務等需求。

交通方面，郭平表示，項目鄰近的東
涌東站預期要到2029年才竣工，首批入伙
居民或只能依靠巴士及小巴等交通方式，
在未來人口翻倍的情況下，若只靠巴士可
能更加難以應付，希望政府做好相應交通
配套，便利市民出行。

【大公報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
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費將上調百分
之三。其中，語文科費用調至718元，其他科目
調至480元，自修生報名費調至550元，分別加
價21元、14元及16元。以一名報考六科，即兩
個語文及四個其他科目的學校考生計算，考試
費為3356元。

政府為來屆學校考生代繳費用
考評局表示，今年二月，政府已公布將為

參加明年文憑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考評
局續指，局方是財政獨立的法定機構，沒有政
府的經常性資助，主要收入來自考試費。近

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提供特別考試安
排及更新支援公開考試運作的資訊科技系統均
需額外資源，令文憑試的營運成本持續上升。
在通過2024年文憑試考試費前，局方已審慎考
慮考生和家長的負擔能力等不同因素。

DSE考試費明年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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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聯會調查發現港人家
庭生活快樂指數按年有改
善。

▲東涌新填海區即將完工，其中第119區地
皮將興建公營房屋。

▲荷里活廣場日前發生駭人聽聞的謀殺案，促使社會關注精神病人照
料服務的不足。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以更綜合、安全和全面的方式應對與精神健
康相關的事宜，並向政府提出意見。

5+5支援措施
支援嚴重精神疾患復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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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今年第4季前，個案經理與嚴重精神疾患患者比例優化至
不超過1：40。
醫管局探討為有需要患者處方較新和副作用較少的口服或注射藥
物。
醫管局為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預約輪候時間中位數訂立目標，緊
急個案不超過1星期，半緊急個案不超過4星期。
優化醫管局及社署就個案跟進的溝通，包括探討更頻密地就共同
跟進的個案交換資訊，以便更全面評估其醫療、情緒及家庭情
況，從而提供全面持續的支援。
醫管局即將完成就《精神健康條例》下 「有條件釋放」 機制的檢
討，下月向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委員會並將探討 「社區治療
令」 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向政府提交建議。

個別地區康健中心推出先導計劃，為有需要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
估，與社區機構合作跟進，及早轉介高風險個案。
社署會優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包括強化及早識別有精
神健康需要人士和及早介入。
社署會探討加強培訓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單位社工，提升他們處理
複雜個案的能力。
醫衞局加快在今年內落實設立精神健康支援熱線，整合不同精神
健康服務，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即時支援及轉介服務。
加強支援特定群組（包括低收入及少數族裔家庭）的精神健康需
要，以及早支援。醫衞局正積極聯絡非政府組織，設立少數族裔
人士情緒支援及輔導中心，預計今年內落實。政府並探討利用
「關愛隊」 地區網絡和服務經驗參與協助支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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