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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

摘自《康復行業需求旺盛2020年市場規模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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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復康服務需求不斷地提升
（到2020年，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口有復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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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ICF研究院的位置

坐落於山東省濰坊市濰坊醫學院
 創立於1951年

 直屬、非直屬附屬醫院17所

 開辦了24個復康科學科專業教學

 參與建設中國康復醫科大學

 世衛組織國際分類家族中國合作中心
(WHO‐FIC CC China)的成員單位

 獲國家級基金撥款進行兩項有關ICF的
研究項目



中國ICF研究院的成立
 目標：建設國家級的研究平台，推動中國ICF

的研究和應用，促進殘疾與復康事業的發展

 世衛組織國際分類家族中國合作中心(WHO‐
FIC CC China)的成員單位
 承擔WHO‐FIC CC China有關ICF的工作

 委員會
 院長：邱卓英教授（WHO‐FIC CC China聯席

主任）
 執行院長：孫宏偉教授（濰坊醫學院副校長）
 委員：不同復康界別的專業人士（如教育、

臨床、保險、社會服務等）
於2018年4月21日

正式成立

APRIL



中國ICF研究院的主要功能

研究和發展ICF在殘
疾政策的應用

開發ICF為基礎的殘
疾標準和評估

ICF相關培訓
及

復康人才培養

建立區域性
合作

（中港澳台）

擴大國內外的
學術交流、聯
繫和合作



分享
香港復康 高級研究及數據主任 張冠庭



ICF在香港
復康服務
的應用

知識 研究

交流
和合作

試點

專家• 業界在過去數年
積極學習ICF的知
識

• 業界對ICF有一定
的基本認識

• 業界加深對ICF在
服務的應用和操
作的認識

• 香港有數名國際知名的ICF專家
• 指導業界機構如何在服務中應用ICF
• 分享ICF在國際方面的最新資訊
• 培養本地在操作方面的專家 (practical experts)

• ICF是一套國際適用的框
架，在應用方面需進行
研究以調適至不同的復
康服務

• 本地的相關研究較少

• ICF的覆蓋面很寬闊
• 經驗和知識的交流以及跨專

業、跨機構、跨界別的合作
有助促進整體的發展

• 建立業界機構間的協同效應
• 香港缺乏一個有效的平台促

進交流和合作

• 業界部分機構逐步開展了
應用ICF在服務的試驗計劃

• 開展策略性的試點，累積
業界相關的經驗和知識



香港ICF的
「實踐共同體」

(Community of Practice)

 共同研究和推動ICF在香港復
康服務的應用

 結合不同界別的人士和專家
的智慧、經驗和資源

 加強ICF的知識匯聚和管理
 制定ICF在復康服務的策略應

用方向、共同語言和標準
 加強業界應用ICF的人材培養



分享
香港復康聯會 副主席 曾健平



觀察
1. 內地比較有系統地研究和推廣ICF，亦

在某些範疇推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
保險行業。

2. 內地著意研究和推行ICF的單位和層面
仍相當有限，大學課程尚未納入，要
全面和深入推行仍需熱心人付出相當
時間和心力，才能達至目標。

ICF
@中國



啟發
1. 期望香港由社聯和復康聯會協調有心推行ICF的服務機

構，選擇若干業務環節作為試點，累積經驗，發展一
套適合在香港應用的框架。

2. 期望政府在取態和資源上支持ICF應用試點工作及員工
培訓，以及與內地和其他推行成熟的地區交流，有利
逐步擴大和深化本地ICF的應用。

3. 期望本地大專院校在相關課程加入ICF基本內容，如護
理、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社工等，讓新一代大專同
學有機會對此有所涉獵。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