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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彩燕議員

促建立教育、社工、衛生跨部門協助 整合資源應對自殺年輕化現象

日前一名16歲女童在校園自殺，再次挑動起社會的敏感神經，不論在社
交平台還是電台時事節目，皆湧現大量網民和家長對事件的關注以及討
論。不論自殺行為是否發生在學校，以及自殺背後牽涉錯綜複雜的因素，
事實上，澳門自殺個案出現年輕化的趨勢是不爭的事實。其年齡更加低
至12歲，特別是15歲至24歲群體的企圖自殺率更是自2018年起節節上升，
至2023年的短短幾年間經已急升超過三倍。

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以及社文司近年來對於自殺問題越發重視，對
其增加一定資源撥備以及責令轄下教青局、社工局以及衛生局等多個部
門，採取優化和應對措施，包括衛生局層面的四級聯防機制、精神健康
社區前移、健康澳門藍圖等；教青局則增聘學校輔導團隊，優化輔導人
員比率；社工局與社區及民間機構聯動生命守門人等多方手段介入自殺
問題。而體育發展局近年亦積極推廣健康生活與精神心理健康有關的活
動。

各個部門各自按照其專業和職責，各展所長、各司其職地開展工作和提
供服務，既展現出分權自治的歷史傳統，亦是按照法定職權依法辦事。
然而，彼此的範疇雖不同，但服務對象卻是一樣的。即使自殺背後原因
錯綜複雜，但針對年青群體的自殺情況卻有別於一般成人及長者，畢竟
困擾或圍繞年青人和青少年的問題，往往離不開學業與校園生活、家庭
關係，以及自身精神健康和壓力。

隨着社會高速發展，跨專業協助經已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大勢所趨，而對
於行政改革來說，跨部門協助亦都是社會大眾所需求和期盼。故此，在
面對青年和青少年高度重疊的問題和需求，面對自殺逐漸年輕化的棘手
趨勢，特區政府以及社會文化司，除了要持續投放人手和資源之外，亦
需要採取主動角色，透過頂層規劃速成跨部門協助，責令據主導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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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聯動轄下的其他部門共同協助，整合各部門之間資源，透過
跨部門協助方式，務求將現有之活動和資源整合和對接以達至「協同效
應」，以應對持續惡化的自殺年輕化現象，維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以及
守護家庭和諧。

為此，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

社工局較早前曾推出「家庭生活教育資訊」網站，內容網羅多項關於1.
健康生活、和諧家庭、育兒教育、親子活動等多種資訊，相關資源對
於青少年健康成長至關重要，誠如上文所述，有關部門是否能夠透過
跨部門協助，例如家校合作等方式，將相關資源資訊更有效地、更直
接地帶到給學生和家長身上？作為上級管理的社會文化司，是否應該
考慮透過上層規劃，統籌和責令屬下部門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將手
上資源彼此對接和整合，為學生、家長、教育持份者以及社區組織提
供更有效支援？
有媒體的調查報道曾指，因計算方式不同，按實際人員數據，現時駐2.
校輔導員與非高教一般生的比例推估約為1：401，與教育部門聲稱
的1：250相去甚遠，即使在人手增聘之下亦難以達標，故請問有關
教育部門是否應考慮增撥資源，並制定和調升駐校輔導人員薪酬標準，
以鼓勵更多學校聘請更多輔導人員，同時亦能吸引更多年青人入行？
面對出生率下降、教師職位飽和以及學校收生困難的局面，推行小班3.
教學是當前最佳解決辦法，亦是世界教育改革大勢所趨，然而目前不
少學校仍然處於35人或以上的班級，與學術界或當前的國際標準
的15-25人（Class-size reduction）相距甚遠，請問新一屆特區政府
以及有關部門，將如何按照國際標準，逐步落實推行真正的小班教學？

參考資料：

社會工作局-家庭生活教育資訊網

https://macaufamilylife.com/hom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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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盡媒體報道：

https://aamacau.com/2024/09/10/「萬能救火隊」駐校輔導員比例早
已達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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