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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席「2013 亞洲心理健康國際會議」（Asia Mental Health Conference 

2013），並發表論文。藉由此次會議進行國際交流與了解國際社會新興心理健康

議題以及治療工作之理論與技術的發展，增加專業之能見度，與擴展個人學術研

究之興趣。大會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當天共有來自澳

洲、中國、香港、臺灣等地的學者專家出席，共有九組議題分開進行。本次論文

發表安排在大會的第一場次，主題是「亞洲心理健康服務的發展：中國、臺灣、

香港、澳門與新加坡」（Mental health service development in Asia—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Macau, & Singapore），發表題目為「Self-esteem, depressio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adaption, among Taiwanese young people leaving residential 

child care」（臺灣離開安置機構青年的自尊、憂鬱情緒、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

主要是探討國內歷經安置機構的青年在離開安置照顧後的生活現況，尤其是在心

理健康層面的關注，主要透過測量自尊、憂鬱、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來理解其發

展，研究結果提醒實務界應多關注離院青年的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議題，會議過

程中引發與會者熱烈討論。整體而言，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分享，對亞太地區的心

理健康最新議題與治療觀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此次會議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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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主要出席 2013 亞洲心理健康國際會議（Asia Mental Health Conference 

2013），並發表論文。藉由此次會議進行國際交流與了解國際社會新興心理健康

議題，以及治療工作之理論與技術，增加專業之能見度，與擴展學術研究之興趣。 

 

貳、 過程 

    亞洲心理健康會議大會於 11 月 22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當天共有來自澳

洲、中國、香港、臺灣等地的學者專家出席，共有九組議題分開進行，分別是： 

‧Mental health service development in Asia—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Macau, & Singapore（亞洲心理健康服務的發展：中國、臺灣、香港、澳門與新

加坡） 

‧Social policy, consumer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社會政策、服務使用者權力和

心理健康） 

‧Recovery model in practice（復元模式實務） 

‧Chinese Medicine, spirituality, art therapy and mental health（華人社會之藥物、

靈性、藝術治療與心理健康） 

‧Self-help movement（自助運動） 

‧Support or intervention for family caregiver（家庭照顧者的支持與介入） 

‧Mental health in elderly（老年人心理健康）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Special groups（特定群體） 

    本人發表的是本次大會的第一場次，主題是「亞洲心理健康服務的發展：中

國、臺灣、香港、澳門與新加坡」（Mental health service development in 

Asia—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Macau, & Singapore），題目是

「Self-esteem, depressio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adaption, among Taiwanes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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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leaving residential child care」（臺灣離開安置機構青年的自尊、憂鬱情緒、

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主要是探討國內歷經安置機構的青年在離開安置照顧後

的生活現況，尤其是在心理健康的層面，主要透過測量自尊、憂鬱、社會支持與

生活適應來理解其發展，結果提醒實務界應多關注離院青年的社會支持與心理健

康議題，引發與會者熱烈討論。 

 

參、 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參與除了研究結果外，對於澳洲、臺灣、中國與香港等地的精神健

康工作與服務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尤其大會專題演講學者為澳洲雪梨大學社會工

作與政策學系Barbara Fawcett教授以及臺灣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Song Li-yu 

教授進行專題，Fawcett 教授以「心理健康政策與服務發展的國際觀點」為題，

會中提到社會決定（Social determination）、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m）、

生態系統（ecological）、服務使用者導向（service user orientation）和後現代心

理治療（post psychiatry）等概念，值得國內進一步深思；以及 Song 教授以優勢

觀點作為治療介入的取向令人印象深刻，透過多年的學術研究結果與實務操作的

分享，整理在概念、工具、測量與運用層次的經驗，提醒社工看見解決的可能、

增強權能、培養自尊，以及增強情緒幸福感的重要性，對此一治療與處遇觀點有

了更新的認識。 

 

    在小組會議上學習與聆聽到許多議題，包括同儕效果在中國城市地區的心理

健康之影響、香港精神健康病患的復元策略、中國精神病人接受農藝治療的效

果、流動兒童的公正信念與情緒適應的關係、父母衝突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

這些研究者運用目前新穎的研究方法與治療效果的新發現，都對臺灣地區的心理

健康與社會工作服務有許多的借鏡與反思。總而言之，此次會議的參與收穫豐

富，對個人在專業領域的學習與反思具莫大的助益。 



 6 

附錄一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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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表論文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