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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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參與集體行動和心理健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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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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集體行動是指個人或群體為爭取集體權利和目標而採取的行動[1]。問卷調查

受訪者有否參與 2016 年在香港舉行有關 LGBT 的集體行動。大約 30％的

LGBT受訪者參加了香港同志遊行和一點粉紅。12.9％的人在香港參加了國際

不再恐同日相關的活動（IDAHO+2016 和/或 IDAHOT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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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有多常參與各種類型有關 LGBT 的集體行動，並

採用由 1（從不）到 5（經常）選項的五點量表來測量。結果顯示，大多數受

訪者（89.3％）都曾參與了以下一項或多項的集體行動，但他們的整體參與程

度較低（平均值=2.06，標準差=.88，範圍=1-5）。三個最常參與的集體行動

項目是：（1）使用網絡工具去提高其他人對 LGBT 權利的關注；（2）參與聯

署請願；（3）參與有關 LGBT權利的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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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研究同時調查受訪者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拒絕或不公平對待的經歷 [2]，自我污

名（即接受 LGBT 的身份較低下，並對其身份抱持負面的想法和感受）[3]，

以及與 LGBT 社群的聯繫（即 LGBT 社群的參與感和支持感）[4]。結果顯示

集體行動參與度較高的人曾遇到更多拒絕和不公平對待的經歷，但卻有著較

低水平的自我污名，並與 LGBT社群有較強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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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結果顯示參與集體行動可以緩解拒絕或不公平對待的經歷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心理健康由抑鬱症狀所測量 [5]）。 對於集體行動參與度較低的人士，拒絕

或不公平對待對抑鬱症狀的影響較大。相反，對於集體行動參與度較高的人士，

拒絕或不公平對待對抑鬱症狀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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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訊息 
 

 大部分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都

曾參與有關 LGBT 的集體行

動，但整體參與程度較低。

約有三成受訪者在 2016 年

參加了香港同志遊行和一點

粉紅。 
 

 集體行動參與度較高的受訪

者曾遇到更多拒絕和不公平

對待的經歷，但卻有著較低

水平的自我污名，並與 LGBT

社區有較強的聯繫。 
 

 參與集體行動可以減輕拒絕

和不公平對待對 LGBT 人士

的負面影響，並能保護其心

理健康。 

 

 

這意味着甚麼? 
 
 
 
 
 
 
 
 
 
 
 
 
 
 
 
 
 
 
 
 
 
 
 
 
 
 
 
 
 
 
 
 
 
 
 
 
 
 
 

 
 

 

建議 
 

 集體行動包含各種旨在改善性少

數社群狀況的行動。集體行動參

與的選擇範圍廣泛，LGBT人士

可以參與與其需求相稱和配合的

行動[6]。 
 

 有鑒於本研究中發現集體行動的

保護作用，LGBT 社區組織和倡

導團體應繼續積極鼓勵和動員

LGBT人士參與集體行動[7]。 
 

 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不應只提供

輔導和心理治療服務，更要促進

LGBT服務使用者的集體行動，

使其得到賦權以抵抗社會壓迫，

有助更好的心理健康[8]。 
 

 減少自我污名和加強社群聯繫均

有利於集體行動。服務提供者應

留意 LGBT服務使用者相關方面

的經驗，並應肯定其身份認同，

以及提供朋輩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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