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討論文件  

家庭議會第 FC 24/2008 號文件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為家長和學生提供的預防教育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家庭議會簡介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
報告中，有關為家長和學生提供預防教育的建議。  
 
背景  
 
2. 近年，本港曾經吸毒的 21 歲以下青少年人數大幅增加。二零零

七年十月，行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委派身任撲滅罪行委員

會副主席的律政司司長領導一個高層次的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打擊

青少年吸毒問題。過去一年，專責小組已檢討禁毒措施，推動跨局和

跨部門的工作，以及促進非政府機構、相關各方和社區之間加強合

作，以確定需要集中處理和改善的範疇。  
 
3. 專責小組已完成工作，並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報告及

摘要。同日，律政司司長把報告及摘要連同隨文函件送交委員。現付

上各文件，以便參閱。  
 
應對策略：全面的方法  
 
4. 專責小組認為，要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必須採取全面的方法，

一方面減低風險，另一方面加強保護。為此，專責小組重新確定五管

齊下的禁毒策略，即預防教育和宣傳、治療及康復、立法和執法、研

究，以及對外合作。  
 
5. 為了更全面和有效地保護高危青少年，我們必須培養社會關心青

少年，促進各界與相關各方互補支援，以及推動社會全體參與禁毒運

動。這是整體策略中新添的一環，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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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教育  
 
6. 適當的預防教育和宣傳，有助保護青少年，使其遠離毒品。這些

教育及宣傳工作，重點在於向相關各方灌輸有關毒品的知識、消除誤

解、提升青少年的生活技能，以及提高他們抵抗逆境和引誘的能力，

從而減少毒品的需求，並且着重推動整個社會參與禁毒活動。學校是

協助加強教育及宣傳的重要平台。至於全面處理青少年吸毒及其他青

少年問題，則需要其他政策層面的支援。  
 
7. 專責小組就預防教育，在不同層面的工作，作出考量，並提出多

項建議，詳情載於報告書第 4、第 5 及第 13 章。下文重點講述直接

關乎家長和學生的重要建議。  
 
整體工作 (第 4 章 ) 
 
8. 專責小組認為，日後的預防教育及宣傳工作應涵蓋整個社會，並

針對不同特定對象組別，包括兒童、高危青少年，以及他們身邊的人，

例如父母和教師。教育和宣傳工作應特別為不同的對象制定不同的信

息，重點放在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對健康、家庭和社會的嚴重影響，以

及嚴重的法律後果。 (見報告書第 32 頁，建議 4.2) 當局在二零零八

年六月展開的全港禁毒運動即採取這個新策略。全港禁毒運動的主題

為“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  
 
9. 此外，專責小組認為應讓家長更積極參與其中，以助他們掌握毒

品的知識以及辨識和處理青少年毒品問題的方法。當局應利用各種途

徑，包括傳媒廣告、隨帳單寄發的宣傳單張、電視劇集、資料套，以

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座談會和分享會等，接觸不同背景的

家長。 (見報告書第 34 頁，建議 4.4) 禁毒處現正與教育局、社會福

利署、其他相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合作，通過不同途徑接觸家長。資

料套正在製作中，預計於二零零九年年初完成。  
 
學校 (第 5 章 ) 
 
10. 為加強以學生為對象的工作，教育局應 (a)檢視和加強各學習領

域和學科的禁毒元素，特別是將於二零零九至一零學年開始推行的新

高中課程； (b)提供更多機會，鼓勵學生有意義地參與“其他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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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活動，以接受正面的朋輩影響，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見報告書

第 42 頁，建議 5.2) 為此，教育局會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加強推動學

生參與制服團體活動、多元智能挑戰營、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參

觀活動，以及其他青少年發展計劃，例如“成長的天空計劃” 1和“共

創成長路” 2。該局也會研究與其他機構合作，以期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參與“其他學習經歷”的活動。  
 
11. 各有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應加強為學生舉辦禁毒教育活動，並提

升活動的形式和內容，務求與學校的工作相輔相成。如學校能作出相

應安排，當局應進一步加強和協調各項禁毒教育活動，以盡量在三年

內把這些活動推廣至所有小學 (高小學生 )和中學。 (見報告書第 43
頁，建議 5.3) 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學年，由禁毒處贊助和社會福利署

資助的活動，會涵蓋半數小四或以上的小學生以及 75%的中學生。  
 
12. 至於以家長為對象的工作，當局應與家長教師會及其聯會合辦更

多禁毒講座和活動，以加強家校合作推行禁毒工作。 (見報告書第 47
頁，建議 5.8)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在二零零八年十月舉行的

周年研討大會，主題是健康家庭，而預防吸毒是其中一項主要內容。

是次研討會有數百名家長、教師和學校人員參加。  
 
互補支援 (第 13 章 ) 
 
13. 青少年吸毒問題十分複雜，與其他社會問題息息相關，而且往往

只是一種表徵，反映青少年正面對着家庭、成長、學習或事業等更深

層的問題。為全面解決青少年吸毒及其他青少年問題，當局應加強與

各方面的合作，包括家庭議會、婦女事務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政府政策局和部門、非政府機構，以及其他有關人士。  
 
14. 政策局和部門在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上須互相配合；在推行相關

政策的計劃時 (包括家庭事務、青少年成長、健康事務、青少年就業

                                                 
1
 教育局自二零零四至零五學年開始，在小學推行“成長的天空計劃＂。該計

劃是一套全面的個人成長輔助計劃，目的是提升小學生的抗逆力，以面對成

長的挑戰。從學生評估問卷的分析結果所見，學生參加計劃後，在控制情緒、

解決困難、訂定目標和建立人際關係等各方面均有進步。 
2
 為了促進青少年的全人發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捐出 4 億港元，與教育

局 及 社 會 福 利 署 合 辦 一 項 為 期 四 年 的 “ 共 創 成 長 路 ＂ 賽 馬 會 青 少 年 培 育 計

劃。顧名思義，該計劃通過全面的培訓活動，協助青少年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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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計劃 )，如情況適合，應尋求更多合作機會。 (見報告書第 157 頁，

建議 13.1) 
 
15. 強化家庭對解決青少年吸毒及其他青少年問題大有幫助。我們支

持家庭議會現正推行的多項措施。在教導禁毒知識外，為家長提供更

多一般的教育，也有助他們了解多方面的問題，例如子女生理和心理

發展、青春期健康、溝通技巧、親職技巧，以及預防和處理子女行爲

問題的技巧。禁毒處希望與家庭議會、政府政策局和部門，以及非政

府機構合作，在一般的親職計劃中加入禁毒內容。  
 
16. 另一個例子是衞生署推行的其中一項學生健康服務—— 青少年

健康服務計劃。鑑於青少年吸毒問題日趨嚴重，衞生署一直致力加強

禁毒教育，作為促進青少年健康成長工作中一個重要元素。自二零零

八至零九學年起，所有參與計劃的中一班別都必須推行預防吸毒教育

和相關生活技巧訓練。此舉能有效運用由醫護界專業人士和工作人員

負責的青少年健康服務計劃平台。禁毒處會與衞生署加強合作，確保

互相配合，共同為學生提供禁毒教育 (見上文第 11 段 )。  
 
實施  
 
17. 當局將積極實施各項建議，並與相關各方一直緊密合作。為此，

當局將成立一個由禁毒專員領導的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督導、協調

並監察各方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工作小組會向禁毒常務委員會和撲

滅罪行委員會匯報情況。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報告的內容，並就有關建議提供意見。  
 
 
 
 
保安局禁毒處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