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一項對香港兒童健康的公共衛生政策模式 

及發展指標的先導性研究》報告 

 

 

 

 

 

中文大學 

 

2008 年 12 月 
 

 

 



中文摘要 

 

一. 前言 
 

一. 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健康是指其在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

應面的完好狀態，而不僅是身體沒有疾病或者不虛弱的。而兒童的健康除了包

括上述含義外，其健康的需要亦與一般成年人有所不同。兒童的日常生活及健

康照顧，是依靠他們的照料者及基於可獲得的資源。根據文獻指出，兒童的健

康風險乃特別易受到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健康風險不斷累積，

並且對他們的健康及人生造成長遠的傷害。從生命進程的觀點，童年階段是兒

童身心發展的基礎，這階段的兒童健康、物質資源和社會經濟的狀況，對他們

的成長過程有重大的影響。若要保障他們的健康和避免市民受到可能由童年所

積累的健康困擾影響，是有必要建構一個涵蓋影響兒童健康因素的理論架構和

制定相關的兒童健康監察指標，去追蹤兒童的健康發展。 

 

一. 二 這項研究計劃，在 2007 年 8 月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委託進

行，目的是研究和發展一個兒童公共衛生政策的架構，並在切合本地情況下，

建議監察兒童健康的指標。 研究計劃進行時間是從 2007 年 9 月至 2008 年 11

月。 

 

二. 背景 
 

二. 一 目前，香港既沒有一個受到廣泛認同的兒童健康政策理念，亦沒有一個兒

童健康指標的既定範圍。 香港小童群益會(BGCAHK，2006)曾收集了社會上各種

各樣的統計數字，並以一個全面的架構展示出兒童的成長趨勢，但這類工作大

多是較為單獨和零碎的。香港社會到目前為止，仍沒達到如何了解兒童健康狀

況的共識，而對於促進對兒童健康監察指標達到共識的討論，亦極之缺乏。 

 

二. 二 這個計劃目標有三，包括： 1)回顧國際文獻和國際上所採立的兒童健康模

式，了解現時用作監察兒童健康的相關指標； 2)根據本港不同範疇的學者或專

家的意見，建議一個兒童公共衛生健康模式；3) 建議一套監察兒童健康狀況的

指標。  

 

二. 三 建立兒童健康模式時，研究小組應用以下的公共衛生概念： 

 從公共衛生角度去看健康； 

 了解影響兒童健康的因素； 

 採取了生活進程觀點； 

 辨識可以持續監察兒童健康的指標； 

 平衡整體人口及個人的取向； 

 考慮健康狀況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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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三. 一 為達到研究目的，研究共分成三個階段，並且以不同方法達到它的目標。

這三個階段包括了： 1)文獻回顧、2)專家小組圓桌討論和 3) 德爾菲(Delphi)建立

共識過程。其三個階段詳細描述如下：  

 

三. 二 階段 1 ： 研究小組進行文獻回顧，以檢視對兒童健康有實証影響的因素。

同時亦檢視了系統內是否存在與香港相關指標的資訊。在考慮了本地情況及可

行性後，研究小組建議了一個公共兒童健康政策模式，並且提出了兒童健康指

標的列表。  

 

三. 三 階段 2 ：舉辦圓桌會議討論，諮詢不同學術範疇的專家對建議的兒童健康

政策模型及指標的意見。專家小組因應模式及指標對本地的適用性，進行了檢

視及評估。基於圓桌會議討論的結果，研究小組設計了應用於德爾菲過程

(Delphi Process)的問卷，作為其他專家有系統的溝通及交流的途徑。參與德爾菲

過程(Delphi Process)的專家，主要由研究小組及專家小組提名，他們都是本地在

兒童事務上有專業地位的人士。這些專家主要分為兩個組別：醫療健康和非醫

療健康界別。 

 

三. 四 階段 3 ：研究進行了三輪的電子郵件問卷訪問。參與德爾菲過程 (Delphi 

Process)的兩組專家，對問卷中建議指標的認同度及重要性進行了匿名的評價。

研究小組亦就各指標被評定重要性，及兩組專家意見的一致性作出評估及檢

視。 

 

 

四. 研究結果 
四. 一 階段 1：在 1167 份文獻回顧中，242 份文獻被獲評為值得深入研究，101 最

後被選為詳細檢閱研究。文獻回顧結果，發現兒童健康的出版文獻存在著複

雜、多變、廣泛(縱向)的問題，兒童不論在生理、行為及外在因素均存在互相影

響(如如家庭、社會、環境因素)。正因兒童的成長及發展有非常迅速的變化。因

此，健康的塑造及定位在兒童的整體發展上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除了身體

健康和體能持續發展外，兒童的全面評估亦在多個範疇上被視為重要。例如，

相關的架構應考慮兒童依賴成年人、其他相關社會及經濟制度上的相互關係

等。 

 

四. 二 建基於文獻回顧研究結果，研究小組提出研究兒童健康模式應本於 7 大範

疇，這包括：人口統計學、健康與安全、社會行為和個人生活方式、教育、社

會系統，家庭和經濟，為配合監察研究報告。提出了 130 個附帶監察指標，以

作時間定位追蹤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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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階段 2：德爾菲過程(Delphi Process)乃建基於電郵問卷研究模式、文獻回

顧、專家意見、政策架構修正。德爾菲過程(Delphi Process)的最初階段工作，包

括徵詢了專家小組有關字句、流程、架構等的意見，亦根據他們的回應及建

議，作出了適當的修正，及起草至最終版本。為了讓兒童健康指標能獲得完整

及 長 遠 的 發 展 ， 研 究 小 組 邀 請 了 不 同 領 域 的 專 家 參 與 德 爾 菲 過 程 (Delphi 

Process)。參與者名單是經策略性抽樣方式，以辨識具資深及潛力的參與者，30

位參與者一半來自醫療健康界別(如醫生、護士、物理治療師)，另一半來自非健

康界別(如社會福利及教育等)。 

 

四. 四 階段 3：共 26 位回應者完成第一輪問卷，(12 位回應者來自健康界別和 14

位來自非健康界別)。研究小組基於參與者在第一輪問卷的回應及意見，對各指

標上作出適當的修定。共 22 位回應者完成第二輪問卷，其中 10 位來自健康界

別和 12 位來自非健康界別，在第二輪德爾菲過程(Delphi Process)所獲的參與者回

應及意見，再在各指標上作出適當的修定成為研究的最終結果。 

 

四. 五 德爾菲過程(Delphi Process)對監察指標的研究結果，顯示出其中 3 個兒童全

面的健康發展指標得到專家小組非常重要的認同。這三個指標為嬰兒死亡率，

青少年懷孕比率和前五位可預防疾病之發病率。研究亦報告了專家小組對其他

監察指標所評定之重要性及相關性的影響。 

 

四. 六 另一重要發現是德爾菲過程(Delphi Process)呈現健康界別的回應者，對監察

指標總體的共識高於非健康界別的回應者。其中，在社會行為和個人生活方式

的範疇中(範疇 3 的概念模式)，健康界別的專家共評定其中 11 個指標為極其重

要，而非健康界別的專家只對 2 個指標作出相同的認同。總括所有的範疇，健

康界別的專家認同 57 個指標為重要的，對比非健康界別專家認同 27 個指標為

重要，有著明顯的對比。 

 

 

五. 政策的介入 
 

五. 一 研究小組根據研究結果提出了一個兒童健康政策模式和 130 監測指標，當

中經過多個學術領域的專家小組檢視，亦讓健康及非健康的決策者在德爾菲過

程(Delphi Process)研究試點計劃中，建構一個對香港兒童健康評估方向的初步共

識。香港兒童健康指標仍有必要再作進一步研究，並進行更廣泛地徵詢從事於

香港各界兒童事務決策者之意見。而本研究結果亦明確地顯示所有參與研究的

決策者，均相信健康政策模式的概念，並認為全面的兒童健康指標能保障香港

的兒童，亦是非常重要及有必要性的項目。 

 

五. 二 研究報告所提出的監察指標，結果呈現了回應者對監察指標有著不同層次

的認同及重要程度，這結果意味著決策者在兒童全面健康的議題上，存在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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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研究同時顯示出在探討兒童健康的議題上是有需要運用多層研究方法為健

康及非健康界別以達成共識，發展完整和適合香港兒童健康相關的政策。研究

小組建議政策發展有必要透過公眾咨詢(如圓桌討論和工作坊)，向社會中的決

策者作徵詢意見，這有利於兒童健康政策架構發展的全面性。 

 

五. 四 是次研究發現香港兒童健康的相關的政策及資料有相當的漏洞，建議在日

後在進行相關的研究工作，應包括兒童健康行為、兒童在遷移情況下之健康狀

況、特別的健康項目(如脊髓側彎)、兒童長遠健康的影響、兒童特殊復康服務

和貧窮對兒童的衝擊等。另外，亦應進一步研究發展相關的指引，以協助闡明

及演算數據，從而辨識各建議指標及具潛力的政策。 

 

五. 五 相關的中、長遠實施項目應包括監察和行動，這個研究項目只能提出一個

理論的框架，為兒童全面健康作出初步的監察的基礎。研究小組建議應收集及

整理現有與兒童健康相關的監察訊息，建構一個便利和可供公共使用的格式和

制度，作為持續指標發展及監察兒童健康藍本之用。 

 

 

六. 結論及長遠發展 
 

是次研究乃作為試點，目的是以提供科學研究的依據，協助建立兒童公共衛生政

策。研究過程突顯了香港兒童健康相關的知識、認知有著相當程度之差距，例如現

在可應用的監察指標亦沒有相關研究的支持。未來對兒童政策發展相關的工作，應

集中於建立決策者之間的共識、評估相關項目與監察指標可行性，並且在政策實施

方面能確實地監察和採取適當的行動，以保障香港兒童的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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