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2-01修改版R2)

書面質詢
李靜儀議員

促重視心理輔導員權益及發展

　　近年，政府更重視關顧市民的身心健康狀況，並提出加強各部門與
社區、學校及家庭的聯動，以“四級聯防、四環緊扣”的機制，透過“以愛
同行------關注青少年精神與身心健康工作小組”落實85項輔導支援措施，
關顧不同身心發展階段青年的健康成長，並將關注對象擴展至高等教育。

　　另外，當局亦推動學校成立“校園身心健康工作小組”，提升學校人
員對學生情緒狀況的辨識能力及應對技巧，為26所學校超過2,100名學校
人員提供入校培訓，落實“早發現、早介入”；同時開展青年工作者專業
培訓計劃，支持社團開展更多學生及青年身心健康發展的活動；並啟
動“健康企業”計劃，鼓勵本澳企業參與，營造健康工作環境。

　　從上述施政方針可見，政府近年透過教育或社會服務機構向包括青
年在內人士提供心理輔導服務有所增加，但心理輔導員一直不獲專業認
證，當局一方面已明確有關人員不納入醫療範疇的法律規管及登記制度，
另一方面亦沒有指定對口部門跟進推動心理輔導員的專業發展及權益。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近日表示，學校的心理輔導員由不同人群組
成，可能包括社工、就讀心理輔導課程的人士，但亦包括沒有讀過相關
課程的人士，如果要進行專業認證，很多現職心理輔導員都要離開團隊。
但實際上，推動業界專業發展並不一定即時推行認證制度，加上過往一
些專業職位在推動認證過程中，亦會考慮透過認可資歷和工作經驗等方
式，設定過渡期以確保具能力和經驗的人員獲得認證。政府應充分聽取
業界的意見和研究可行措施，朝著推動心輔人員專業發展的方向開展工
作。

　　此外，政府亦必須重視本地心理輔導人員的就業和隊伍培養。近期
有市民反映，有本澳服務機構獲當局批准以非專業外僱方式聘請心理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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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員；在缺乏當局的說明下，公眾難以知道事件的真相和理據，引發居
民對當局審批標準的關注，並認為本澳一直有相關心理專業的畢業生，
他們是否已充分就業？當局是否有就此把關？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就關顧學生心理健康方面，政府多年來投放資源支持建立學生
輔導隊伍，由社工或心理輔導人員擔任。隨著社會發展，學生心理健康
的預防、教育以至危機處理等工作繁重，政府目前投入資源的狀況如何？
如何支持相關學校及團隊人員，確保其工作朝健康、穩定和專業的方向
發展？當局會否進一步完善學生輔導服務人員團隊建設？

　　二、對於有居民反映當局批准心理輔導員輸入外僱，但與此同時有
本地人卻無法找到相關工作，當局目前批出心理輔導員外僱的情況以及
審批標準為何？相關本地人員是否已充分就業？有否建立包括心理輔導
在內的心理專業範疇的人員資料庫，並開展職業配對工作，一方面推動
相關人員就業以發揮其專業力量，另一方面協助有用人需要的機構尋找
合適的人手？

　　三、儘管當局表示現階段未會推動心理輔導人員的專業認證，但有
否充分聽取業界的意見和研究可行措施，包括倣效其他專業職位考慮透
過認可資歷和工作經驗等方式，設定過渡期以確保具能力和經驗的人員
獲得認證等的可行性？除了認證以外，當局有何工作部署以推動心輔人
員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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