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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佈

 2013-2015年間：
 元朗區少數族裔人數上升逾70%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香港少數族裔人口約佔總人口8%

 其中，元朗、天水圍及屯門是巴基斯坦人、尼泊爾人及印度人主要聚居的地區，共約
有3萬人。

 本區6至29歲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少年大約有3,100人，家長人數大約2,000多人。

 少數族裔服務需求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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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吸毒趨勢

 少數族裔被呈報吸毒數目有上升趨勢。

 禁毒處統計指出2015第一季及2016第一季被呈報吸食毒品的巴基斯坦人、
尼泊爾人及印度人由126人上升至149人，估整體非華人組別最多百分比
率

 2017第一季及2018第一季被呈報吸食毒品的巴基斯坦人、尼泊爾人及印
度人更由147人上升至168人

 更有牽涉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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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朋輩影響
朋輩關係緊密，價值觀容易互相影響
特別對於少數族裔，由於在香港屬少數
在同語系的圈子裡，很快混熟
若然其中一個染上毒癮，很容易在圈子在擴
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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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續)

 文化差異

 部分族裔對毒品的態度較為「開放」

 例如吸食大麻是尼泊爾人的「普及文化」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32876

 其國家的音樂/電影文化(Gangster Movies)  
鼓吹吸毒=放鬆(Leisure) /型(Cool, Show off) 
https://in.bookmyshow.com/entertainment/movies/hi
ndi/popular-bollywood-movies-depicting-realistic-
drugs-abuse/

7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32876
https://in.bookmyshow.com/entertainment/movies/hindi/popular-bollywood-movies-depicting-realistic-drugs-abuse/


原因 (續)

 家庭因素

父母不認識毒品資訊

教育程度較低或採取過分寬鬆甚或縱容的育兒模式

就算得悉子女吸毒，都不懂處理，或傾向拒絕接受

覺得求助會有面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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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續)

社區及宗教群體因素
長老的解決方法體罰/讀經
或許未能處理核心的需要
大多自願戒毒的服務都有信仰背景有衝突
傾向不參與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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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續)

 服務縫隙(SERVICE GAP) 

現行針對少數族裔的服務不足

彼此有戒心及不理解

 語言障礙 (只能聽講、讀寫不佳)

家庭、學校缺乏支援

限制生涯出路，部分青年更因輟學而流連街頭

容易習染不良文化，繼而誤入歧途，參與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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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介入手法

外展

• 宣傳禁毒訊息

• 接觸高危青少
年

• 關係建立

• 了解實際狀況
及需要

中心服務

• 宣傳禁毒訊息

• 深入資訊傳遞

• 處理吸毒行為

• 活動替代吸
毒

• 建立健康生活
模式

家庭及社群

• 與家長及社群
合作

• 提高他們的意
識

• 青少年於服務
以外，回到家
中及社區時，
也能得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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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指標

截至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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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結果

成果指標 1 (A)舉辦4次過來人/吸毒青少年之家長分
享會，招收47名高危青少年之家長參加
當中平均出席率達70%（或總出席人次
不少於33）

(B)舉辦6次家長抗毒意識培訓工作坊，
招收47名高危青少年之家長參加，當中
平均出席率達70%（或總出席人次達33）

(C)舉辦2次少數族裔名人講堂，招收27
名青少年參加，當中平均出席率達70%
（或總出席人次達20）

(A)已舉辦2次，招收30人，當中平
均出席率達100%

(B)已舉辦4次，招收40人，當中平
均出席率達95%

(C)已舉辦1次，14人出席

成果指標 2 (A)為少數族裔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提供
20次輔導員諮詢服務

(B) 為少數族裔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提
供20次臨床心理學家諮詢服務

已提供27次輔導員諮詢服務及20
次臨床心理學家諮詢服務







成效指標

截至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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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接收集資料的工
具

結果

成效指標 1 參加者的抗毒意識有所提升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示參
加者的抗毒意識有顯著提升，或70%參
加者的禁毒意識有所提升）

禁毒基金18號問卷
(前測及後測)

收回有效問卷30份，
30名(100%)參加者
的抗毒意識有所提
升

成效指標 2 家長及早辨識吸毒者的能力有所提升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示家
長及早辨識吸毒者的能力有顯著提升，
或70%參加者有所提升）

禁毒基金19號問卷
(前測及後測)

收回有效問卷39份，
39名(100%)參加者
辨識吸毒者的能力
於活動後有所提升



內容
接收集資料的工

具
結果

成效指標 3 高危青少年對吸毒的縱容態度有所改
善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示高危
青少年對吸毒的縱容態度有顯著改善，
或70%高危青少年對吸毒的縱容態度有
所改善）

禁毒基金18號問卷
(前測及後測)

活動暫未進行

成效指標 4 參加者對戒毒康復者與戒毒治療及康
復設施的接納程度有所提升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示參加
者對戒毒康復者與戒毒治療及康復設
施的接納程度有顯著提升，或70%參加
者的接納程度有所提升）

禁毒基金22號問卷
(前測及後測)

收回有效問卷11份，
11名(100%)參加者對
戒毒康復者與戒毒治
療及康復設施的接納
程度有顯著提升



困難

發掘不同少數族裔聚集點
少數族裔家長對接受服務抱有懷疑
節日影響服務推行
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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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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