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東區區議會轄下 
青年發展及社區營造工作小組 

關注社會運動為市民帶來的情緒及衝突 

背景 
2019 年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起了廣大關注，同年 4月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第一次
反修例遊行，逐漸反送中運動密集開始，警方的暴力濫權行動升級，拘捕行動加劇，截至
2020 年 3月初，警方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拘捕 7,549 人，當中四成是學生。 

現況及關注 
事件由 2019 年 4月至今，持續影響香港人的情緒健康及社交關係。首先要關注的群體是青
少年，青少年處於成長期，身體結構令情緒極度容易受身邊事物影響，持續的抗爭(反送中)
運動讓青少年見證政權的扭曲、警方的濫暴及警黑合作等等，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精神及情
緒健康有很大影響。現時青少年正面對着強烈的絕望感–源於無法為社會帶來改變並催化自
殺行為頻繁出現，以及安全感備受破壞–特別對年紀細小的組別因為見證過警方的濫暴，在
建構對世界的信賴、秩序以及安全感造成極大的障礙。青少年連透過連儂牆表達意見都會被
政府打壓，絕望感加劇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社會對他們的支援及協助不足，累積的疑問及情
緒未能得到援解，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及健康。 

另外一個群體是家庭，家庭成員之間會因政治立場不一而發生大小各樣的衝突，小則口角，
大而動武。令家庭關係受到重大影響，相關狀況比比皆是。同時，長久停課（現時有限度的
復課）、在家工作令青少年與家人見面的時間大增，亦增加了衝突機會。在限聚令下，公共
空間如公園及運動場地無法讓居民流連，難免要面對人際關係的衝突及抒發情緒，亦令精神
壓力大增。 

提問
1)  社署有沒有特別成立支援的前線小組？有沒有跟地區的相關機構溝通及合作（例如社區
內有協青社）？ 有否安排青少年情緒及精神健康關注的團隊，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舒
壓地方及方法，並就着強烈絕望感及缺乏安全感的情況針對性處理？

2)  建議社署設立小組去為有爭執的家庭提供支援，小組宜邀請對社會學或政治學有研究的
學者擔任顧問，協助緩和家庭內的相關糾紛。

提案議員：韋少力、裴自立 
聯署議員：謝妙儀、曾因瑩 

2020 年 3月 25 日 

青年發展及社區營造工作小組文件3/2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