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仔區市民-人生中期健康意見調查 

 

發佈會新聞稿 

由灣仔區議會屬下衛生健康活力城推廣委員會、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辦：「灣

仔區市民-人生中期健康意見調查」於 2010年 12月 17日舉行了發佈會及研討會。

出席的嘉賓包括灣仔區議會屬下衛生健康活力城推廣委員會主席麥國風議員、副

主席鍾嘉敏議員、委員會顧問李紹鴻教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

士，以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曾永強先生等。發佈會除邀得負責機構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講解研究的結果外，更有灣仔區的街坊代

表接受訪問，道出中年人士所面對的壓力和困難。 

 

是次調查由灣仔區議會撥款資助、並且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目標訪

問對象為年齡介乎 30至 60歲，並於灣仔居住、工作或上學的人士。目的在於探

討灣仔區市民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狀況、他們的飲食及生活習慣以及對灣仔社區環

境的意見。調查主要透過電話調查進行，再加入面訪調查作為輔助分析。 

 

是次調查發現，目標訪問對象的健康狀況多受著外圍的社會經濟因素和個人生活

習慣的影響。由於大部份中年人口仍然在職，因此工作壓力直接及間接的對他們

的健康造成威脅，再加上不少中年人士均已組織家庭，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上更容

易會出現失衡情況。然而，中年人口經常都被視為獨立、成熟及有思想的一群，

因此社會一直欠缺專為中年人士提供服務的機構。就算有少量適合中年人士的服

務，但由於欠缺較高層次的協調組織，以致服務多重覆或不連貫，中年人士的需

要和問題亦因而長時間被忽略和輕視，甚至連帶老年的退休生活亦受影響。 

 

灣仔區是一個商業活動頻繁的社區、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社區重建的挑戰，灣

仔區議會及灣仔區議會屬下衛生健康活力城推廣委員會十分關注如何回應這些課

題。是次調查正好啟發委員會推動區內資源為中年人士提供更適切及整全的服務

網絡、並作為日後區內私營及公營機構合作的藍圖。 

 

 

 

 

 

 

 

 

 

 

 



 

調查結果撮要 

1. 研究組成員認為，由於只有不足三成在灣仔區生活、處於人生中期的被訪市民，對

區內的環境質素表示滿意，在眾多項目中表現最差，兼且是唯一不滿程度超過滿意

程度的項目，因此，相對於「治安」、「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等一般性質

問題，「環境質素」實在是急須改善的問題。具體而言，調查顯示，被訪人士認為灣

仔區最需要改善的地方，依次為「空氣質素」、「人口密度」、「交通擠塞」、「街道清

潔」、「公園或休憩地方」、「行人路闊度」、「噪音」、「綠化環境」和「過路設施不足」

等問題，可以視作改善環境質素的具體訴求。 

 

2. 就「空氣質素」而言，根據《灣仔區路邊空氣污染調查研究報告書 2008》，灣仔區以

銅鑼灣高士威道 2-8 號行人天橋底及灣仔菲林明道 14 號(恆生銀行側)的空氣質素最

差。報告書建議當局增加清洗道路的次數，以避免塵粒被翻起及懸浮在空氣中。報

告書又建議當局提供優惠予駕車人士使用潔淨燃料如石油氣，從而減少由燃料所產

生的懸浮粒子。研究組在同意有關建議之餘，亦敦促當局妥善安排清洗道路的時間，

以增加清潔工作的效益和避免增加交通的負擔。此外，研究隊認為，雖然灣仔區有

不少繁忙而狹窄的街道，種植樹木有一定困難，但當局可以考慮進行更多小型綠化

工程，例如在路邊圍欄上加設植物，推行屋頂綠化等。 

 

3. 至於「人口密度」的問題，根據《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 工作匯報(文件第36/2009

號)》，灣仔區議會自 2008 年開始提倡「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以便提供

更多公共休憩空間、培育多元化的營商環境等。研究隊認為，當局在活化舊區的同

時，可以在「商住混合區」的規劃內，有系統地把商廈和住宅分割，改善人流分佈，

間接改善「人口密度」的問題。 

 

4. 關於「交通擠塞」的問題，根據《2010-2011 年度灣仔區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巴士

公司會考慮道路的交通情況而減少行走繁忙地區的巴士架次及停站次數、調整現有

路線、班次與行車時間表、取消或合併班次及縮短路線等。研究隊進一步建議，在

重組路線時，當局應該減少位於狹窄道路的巴士站數目。此外，當局亦應把所有公

共交通服務一併考慮，例如提供某些轉乘優惠服務，改善灣仔區的交通問題。 

 

5.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空氣質素、人口密度和交通情況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的問題，而且有關問題亦非單一地區可以處理，因此，灣仔區議會其實可以同時著

力要求當局盡速改善街道清潔，增加休憩地方，綠化環境，減低噪音，和改善行人

通道，即時處理有關人士對區內環境的不滿。 

 

 

 

 

 



6. 例如，就「街道清潔」的問題，區議會和相關部門可以即時增加對區內市民宣傳和

教育，傳遞「環境清潔，你我有責」的訊息。至於對前線清潔員工的指導和監管，

當然不可或缺。至於「休憩環境」方面，區議會盡快開展小型工程，增加區內的小

型休憩場所，和改善應有公園和街道的綠化程度。一方面可以改變灣仔石屎森林的

面貌，另一方面又可以舒緩市民的緊張情緒。調查顯示，當巿民感到壓力時，不少

都會選擇做運動和散步，公園和一般休憩地方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選擇。此外，

由於跑步，包括緩步跑，是被訪巿民最常做的運動，區議會可以盡快增加緩跑徑，

或提高現有設施的使用率。 

 

7. 在研究組與灣仔區議會討論調查結果時，有意見認為應該更加關注在灣仔區內工作

的白領人士。研究組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在工作地點或交通熱點附近設立服務站，

為巿民免費提供簡單的醫療檢查，如量血壓和測脂肪等，提點他們在工餘時間多作

運動，舒緩情緒。調查顯示，超過六成聲稱曾經出現情緒問題的被訪者，是因為工

作壓力。因此，在區內設立針對白領人士而設的健康資訊服務站，應該是個不錯的

選擇。 

 

8. 關於在灣仔區生活、處於人生中期市民的身心健康問題，調查顯示，該等巿民對自

己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評價算是不錯，10分中接近 7分，但始終有四分一被訪者表示

其身體狀況比一年前差，一成是煙民，兩個比率在居住和流動人口中都大致相同。

調查亦顯示，以過去一星期計，超過四成被訪者報稱身體曾經出現某些持續痛楚，

包括肩痛、頸痛、頭痛和膝痛，都是值得注意的健康問題。由於民研計劃的成員並

非醫學專家，因此不便作出評論。由於灣仔區議會內不乏社區醫學專家，有關專家

其實可以根據調查數據作出更加深入和合適的分析，比較其他地區的調查數字，再

結合灣仔區內的情況，作出建議。 

 

9. 事實上，《灣仔區市民 - 人生中期健康意見調查》其中一個寶貴之處，就是結合了

區內的社會資源和區外的研究力量，就區內一個迫切議題作出了科學化的調查研

究。透過灣仔區議會的策動，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積極聯繫，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摩理臣山分校）師生的積極響應，以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實務工作，有

關調查其實是一個結合地區議會、政府部門、志願機構、教育學院和研究機構的公

民活動。 

 

10.  有關研究除了查出灣仔區部分市民的健康情況外，其實亦促進了一群區內師生關心

和認識自己的社區。調查每個環節收集得到的數據，尤其是貯在磁盤的調查數據，

在未來一段日子，應該可以為灣仔地區內外的發展，提供一個非常有用的參考。  

 

 

 

 

聯絡及查詢：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社工簡姑娘(電話：3413-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