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調查以橫向調查研究。共有 433 名清潔工友參與了這

項研究。工作方式的研究由C-WSF24 修改正，並證明C-

WSF28與 WRMS 的影響因素有統計上的顯著關聯，當中四

因素（克服痛苦、工作中的社交反應、對工作的要求和休息）

尤其明顯。

  計劃社會效益成效評估: 採用量化（調查）和質性（焦點團

體訪談和個人深度訪談）兩種方法。混合方法使研究團隊能夠

對所研究的現像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研究方法及結果

研究當中最難忘的經歷

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
勞動友善健康調查 及 社會影響成效評估

研究目的

  健康調查目的是搜集全港清潔工友的健康及肌肉筋骨勞損

狀況，了解清潔工友的工作方式對勞損的影響。是次研究開

發和測試心理測量特性的工作方式簡表 (Workstyle-Short

Form) ，以識別清潔工各個身體部位與工作相關的肌肉骨骼

症狀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symptoms)。

  成效研究目的是收集清潔工友參加服務計劃的前後測數

據，以評估是項計劃對參加者及社區所產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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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調查結合護理系的基層醫療社區服務，提供健康檢

查同時為工友提供健康資訊及個人健康諮詢，為工友帶來新

的醫療體驗，提升護士學生的社區意識。

  在調查過程開始時，計劃團隊與GIA研究團隊進行了多次

討論，討論並確認了研究設計和變革理論（ToC），界定了

成果領域、相關概念和成果指標。根據 ToC，GIA 研究團

隊開發了焦點小組訪談以及個人深度訪談的線上問卷和訪談

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