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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過去研究文獻明確發現性傾向

相關的心理健康差距 [1-3]。相

較於順性別異性戀的人士而言，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

戀者與跨性別者（LGBT人士）

心理健康欠佳的風險更大。本研

究旨在探討香港 LGBT 人士的

心理健康，並分析影響其心理健

康的保護性及風險性因素。 

 

本報告闡述有關 LGBT 受訪者

的人口統計資料和心理健康狀

況的研究結果。這些研究結果是

【LGBT社區心理健康】研究的

一部分。 
 

 

 

研究概覽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 2017 年 2 月至 4 月期

間以不記名網上問卷調查形式進

行資料搜集。研究採用目標人群

和滾雪球抽樣方法。參與者招募

訊息通過本地 LGBT 社交媒體、

社區組織、倡導團體和社交場所

發放。 

 

 

參與者背景 

 

本研究共有 1050 位 LGBT 人士

參與。參與者的列入條件為：   

（1）十八歲或以上；（2）自我認

同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跨性別者、性別酷兒或非

異性戀者；以及（3）目前居住在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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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資料 
 
 
 

52.7%的參與者是女性，46%為男性，1.3%的參與者的性別為其他，包括跨

性別、非二元性別、性別流動等。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25.07 歲（標準差 =  

6.40 歲）。44.3%的參與者 

是學生，而 49.8%是在職人 

士。下列附圖顯示了參與者 

人口統計詳情（包括年齡組 

別、教育程度和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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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抑鬱症狀 

 

受訪者的抑鬱症狀程度由病

人健康狀況問卷（PHQ-9）

[4] 所測量。問卷評估受訪

者在過去兩星期內有多經常

出現抑鬱症狀（例如情緒低

落、難於入睡以及做事時提

不起勁）。 

 

根據 Kroenke等人[4] 所制

定的臨界值基準，30.9%的

受訪者出現中度或嚴重程度

的抑鬱症狀。他們抑鬱症狀

的總分達臨界值 10 分或以

上，顯示有較高的可能性患

有抑鬱症[4]。 

 

一項 2016年的本地研究[5] 

使用了相同的問卷評估一般

公眾的抑鬱症狀水平。在

2,351 名受訪者當中，有

14.6%受訪者的抑鬱症狀總 

 

 

 

分達臨界值 10 分或以上，出現中度

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相對而言，

有更大比率的 LGBT 人士出現中度

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較香港公

眾人士報告的百分比多出一倍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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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焦慮症狀 

 

受訪者的焦慮症狀程度由

廣泛性焦慮量表（GAD-7）

[6] 所測量。量表評估參與

者在過去兩星期內有多經

常出現焦慮症狀（例如感到

緊張、無法控制憂慮以及坐

立不安）。 

 

LGBT人士的焦慮症狀同樣

值得關注。根據 Spitzer等

人[6] 所制定的臨界值基

準，25.9%的受訪者出現中

度或嚴重程度的焦慮症狀。

他們焦慮症狀總分達臨界

值 10 分或以上，顯示有較

高的可能性患有廣泛性焦

慮量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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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訊息 
 

 每 3 個 LGBT 受訪者之中，

就有接近 1 人出現中度或嚴

重程度的抑鬱症狀，較香港

公眾人士報告的百分比多出

一倍以上。 

 

 每 4 個 LGBT 受訪者之中，

就有 1 人出現中度或嚴重程

度的焦慮症狀。 

 

 心理健康受到多項心理、社

會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影

響。有關影響 LGBT 人士心

理健康的保護性及風險性因

素的研究結果將會在接下來

數期的研究報告中分別討

論。 

 

 

這意味着甚麼? 
 
 
 

 
 
 
 
 
 
 
 
 
 
 
 
 
 
 
 
 
 
 
 
 
 
 
 
 
 
 
 
 
 
 
 
 
 
 
 

 
 

建議 
 

 有鑒於 LGBT人士面對較高的抑

鬱和焦慮風險，政府應該投放更

多的資源，發展 LGBT友善的心

理健康服務和計劃，以促進

LGBT人士的心理健康。 

 

 LGBT肯定式臨床實踐應納入現行

的輔導和心理健康服務之中，以

支援 LGBT人士應對個人挑戰，

和滿足其健康需求。根據美國心

理學會[8-9]，部分指引包括： 

 同性、雙性、及異性之間的吸

引、情感和行為，是人類性態

的自然差異。 

 科學上並沒有證據證明，強行

改變性傾向是有效或無害的。 

 性別並非『二元』，而是存在

著不同的性別認同。 

 一個人的性別認同可能與出生

時被認定的性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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