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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背景  

香港青年濫用藥物已成為不少社會人士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有報告  
(例如： Cheung & Ch’ien, 1996; Lau et al., 2002; Lee, Hollinrake, & Ng, 1998)指青年
濫用藥物已逐漸成為風氣，而一些初步數據 (例如：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 2 0 0 1 ;  L a u  e t  a l . ,  2 0 0 2 )也顯示了由香港跨界進入中國內地濫用藥
物的趨勢。不過，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均甚少 (如有的話 )就這個課題
進行大型研究。  

本報告分三部分：第 I 部分概述在羅湖檢查站對過境旅客進行定量研
究的結果；第 I I 部分是輔助性的定性研究 (共進行了四次聚焦小組討
論 )；而第 I I I 部分則是整個研究的綜論及建議。  

I I .  研究目標  

研究的主要目標是：  

1 )  取得跨界濫用藥物者背景特徵的概況資料；  

2 )  更全面探討跨界濫用藥物者跨界濫用藥物的原因、模式、對濫用

藥物的認識和態度等；以及  

3 )  提 出 適 當 的 策 略 及 相 關 的 預 防 教 育 和 宣 傳 措 施 ， 以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I I I .  研究對象和樣本  

研究對象是 18 至 30 歲、曾在中國內地濫用精神藥物及／或海洛英的
華裔香港青年 (為方便說明，本報告把精神藥物和海洛英統稱為“藥
物” )。受訪者是在收集數據期間，由中國內地經羅湖檢查站返港時
獲邀參與這項研究。調查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

（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進行，利用結構性問卷向受訪者收集數

據。所接觸的合適受訪者共有 1 1  4 9 7 人，完成整個研究的有 6  4 2 0
人。回應率約達 56%。簡單來說，回應率是把完成調查的受訪者人數
除以所接觸的合適調查對象總數而得出的。  

研究的第 I I 部分 (定性研究 )共包括四個聚焦小組，其中兩個小組的參
加者為 18 至 20 歲的濫用藥物者 (男性和女性各一組 )，另外兩個則為
21 至 30 歲的濫用藥物者 (男性和女性各一組 )。 18 至 20 歲及 21 至 29
歲的男性參加者分別有 8 名及 6 名， 18 至 20 歲及 21 至 26 歲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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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則分別有 6 名及 5 名。所有參加者在過去 12 個月內均曾在中
國內地濫用藥物，當中大部分在香港也有濫用藥物，所有人濫用藥物

均不少於 6 個月。提供資料的人士部份由社會工作者轉介，部份為在
羅湖檢查站應邀接受定量研究訪問人士。訪問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和

二零零三年一月進行。  

IV.  局限  

這項定量研究受到幾方面的局限。首先，由於調查樣本並非隨機抽樣

所得，因此調查結果不能概括所有同一年齡組別的跨界旅客。不過，

這 項 研 究 使 我 們 對 有 關 問 題 有 新 的 理 解 。 由 於 目 前 同 類 調 查 為 數 甚

少，我們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受這項研究的設計所限，我

們不能就此估計出跨界濫用藥物的普遍程度，而這項研究也只屬描述

性質。第三，這項研究的整體回應率雖然與多項在香港進行的不同主

題研究 (例如 Brieger, Yip, Hin, & Chung, 1996；Chou, Mak, Chung, & Ho, 1996；Lau 
& Siah, 2001; Lau & Thomas, 2001；Lau & Tsui, 2003; Tang, 1998 及 Wong & So, 2003)
相若，但不算太高。  

定性研究也有若干不足之處。舉例來說，參加者並非隨機挑選，樣本

數目也不多。因此，調查結果不能概括全部調查對象。即使如此，定

性研究提供了難以透過定量研究取得的補充資料。  

V .  主要調查結果  

曾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受訪者背景特徵  

在所有完成兩部分定量調查的受訪者當中（ n = 6  4 2 0，包括 5  138 名男
性和 1  282 名女性），有 1  167 名男性和 122 名女性過去 12 個月內曾
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 (“內地濫用藥物者” )。  

定量研究顯示，在內地濫用藥物的女性一般較男性年輕；約 36%的男
性內地濫用藥物者介乎 18 至 20 歲，而同齡的女性內地濫用藥物者則
有接近 61%。年齡組別屬 21 至 25 歲及 26 至 30 歲的內地濫用藥物者
當中，男性分別佔 42%和 21 .9%，而女性則為 33 .6%和 5 .7%。大部分
(男 性 和 女 性 均 超 逾 8 5 % )內 地 濫 用 藥 物 者 曾 接 受 中 一 至 中 五 程 度 教
育 。 小 部 分 內 地 濫 用 藥 物 者 為 失 業 人 士 (男 性 為 17 .1%， 女 性 為
2 4 % )，全職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則分別約為 72%和 54%。很多內地濫用
藥物者均沒有收入 (男性和女性分別約佔 20%和 36%)。大部分內地濫用
藥物者在過去一個月曾在中國內地逗留至少一天 (男性約為 9 0 %，女
性約為 7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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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情況  

根據有關的定量研究，內地濫用藥物者 (包括男性和女性 )當中，約有
三分之一曾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一年或以上；而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

少於 6 個月的男性約有 48%，女性則約有 36%。在訪問之前 12 個月
內首次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內地濫用藥物者 (包括男性和女性 )約有
67%。  

在過去一個月內濫用藥物的次數  

定量研究顯示，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曾在過去一個月內濫用藥物一至

兩次 (男性有 38%，女性有 3 9 % )，其次是完全沒有濫用藥物 (男女均為
3 4 % )，至於在過去一個月內濫用藥物三次或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則分別
約有 28%和 27%。  

從定量研究可見，與過去 12 個月內只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濫用藥物
的人相比，內地濫用藥物者在過去一個月內濫用藥物的比例較大。過

半數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濫用藥物者 (男女均約為 5 6 % )報稱在過去一
個月內沒有濫用藥物 (內地濫用藥物者則約有 3 4 % )。  

部分參與聚焦小組討論（定性研究）的人表示以往濫用藥物的次數較

受訪時多。  

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原因  

定 量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在 中 國 內 地 濫 用 藥 物 的 主 要 原 因 包 括 價 格 較

低、朋輩影響及較易取得藥物。基於這三個原因而在內地濫用藥物的

男性有 74%，女性則有 79%。整體上，較年輕的內地濫用藥物者是被
內地藥物價格較低所吸引，而較年長的則表示朋輩影響是較重要的原

因。超過 60%的內地濫用藥物者 (男性有 63%，女性有 6 8 % )提到他們
至少有一位朋友經常於中國內地濫用藥物，但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濫

用藥物者當中，這方面的比率較低 (男性有 52%，女性有 4 0 % )。  

為定性研究提供資料的人也就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列舉類似原因。他

們並且提到，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氣氛較佳，執法也較寬鬆，因

此選擇到內地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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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濫用的藥物類別  

定量研究顯示，最普遍被濫用的藥物是搖頭丸 (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
他 明 )， 有 超 過 80%的 內 地 濫 用 藥 物 者 服 食 (男 性 約 87%， 女 性 約
8 1 % )。受訪者也常常濫用氯胺酮和大麻。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也報稱
曾 服 用 甲 基 安 非 他 明 (男 性 有 19%， 女 性 有 2 2 % )和 海 洛 英 (男 性 有
11%，女性有 8 % )。  

就此而言，定性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  

此 外 ， 定 量 研 究 顯 示 ， 很 多 內 地 濫 用 藥 物 者 (男 性 有 81%， 女 性 有
6 9 % )報稱過去 12 個月內曾在中國內地濫用超過一種藥物。  

根據定性研究所得資料，混合藥物服食的行為也很普遍，例如把亞甲

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和氯胺酮混合，或把不同成分的亞甲二氧基甲基

安非他明丸混合等等。  

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場所  

定量研究顯示，一如所料，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最普遍場所是的士

高 (或狂歡派對 )，其他場所包括酒吧、酒店及家中／朋友家中等。  

根據定性研究所得資料，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場所也包括遊戲機中

心及網絡咖啡室等。  

藥物的來源及在中國內地與何人一起濫用藥物  

定量研究的結果顯示，免費供應藥物的情況非常普遍，超過半數內地

濫用藥物者 (男性有 55%，女性有 6 2 % )表示，上次在中國內地濫用的
藥物是朋友免費供應的。有 9%男性及 16%女性甚至從陌生人免費取
得藥物。他們濫用藥物時往往與朋友一起。  

有關濫用藥物的觀念  

定量研究顯示，大多數 (男性和女性均為 8 7 % )內地濫用藥物者相信自
己有能力戒除毒癖。內地濫用藥物者和於中國內地以外地方濫用藥物

者都普遍存有這種觀念。約三分之一的內地濫用藥物者（包括男性及

女性）認為濫用藥物極容易／容易令人成癮，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相

反意見。在內地濫用藥物者當中，認為濫用藥物的害處很大／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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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及女性分別約為 58%和 50%。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 (男性有 64 .3%
及女性有 5 1 . 8 % )認為，濫用藥物嚴重影響健康。  

有關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其他觀念  

定量研究顯示，頗大部分內地濫用藥物者 (男性約有 6 0 %及女性約有
4 0 % )認為，在中國內地較易取得藥物。  

此外，定量研究又顯示，大多數內地濫用藥物者都相信，他們絕不會

(男性 29%及女性 2 5 % )或只有極小機會 (男性和女性均約為 5 5 % )會因
濫用藥物而在中國內地被捕。  

其他與濫用藥物有關的行為  

根據定量研究的結果，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報稱曾在濫用藥物前喝酒

( 7 3 %男性及 6 1 %女性上次在濫用藥物前曾經喝酒 )。在濫用藥物後進
行性行為的情況也很普遍。約 43%內地濫用藥物的男性及 29%女性報
稱上次在濫用藥物後曾進行性行為。  

VI .  討論及建議  

濫用藥物者選擇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主要原因，是內地的藥物價格

較低，也較易得到。很多濫用藥物者都表示，在中國內地遠較在香港

容易取得藥物。較年輕或沒有收入的濫用藥物者特別受中國內地藥物

價格低廉所吸引。此外，朋輩影響也是在中國內地濫用藥物的另一主

要因素。  

定性研究也得出類似結果。事實上，部分為定性研究提供資料的人表

示，他們有時覺得受到朋輩壓力，因而要 (在中國內地 )濫用藥物。  

因 此 ， 我 們 有 需 要 舉 辦 一 些 計 劃 ， 教 導 他 們 應 付 這 類 朋 輩 壓 力 的 技

巧。  

在內地濫用藥物者當中，認為濫用藥物害處不大／沒有害處的男性和

女性分別約為 14%和 16%。此外，約有三分之一內地濫用藥物者 (包
括男性和女性 )認為，濫用藥物不大可能／極不可能成癮。當局應在
禁毒教育計劃中糾正這些誤解。  



 7   

儘管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認為濫用藥物容易／極容易成癮，但他們大

多相信自己有能力戒除毒癮 (約 87%的男性和女性內地濫用藥物者 )。
這些受訪者可能傾向相信他們較有自制能力，可以隨時戒掉毒癮。  

此外，很多受訪者都認為中國內地的反毒執法較為寬鬆。事實上，大

部分內地濫用藥物者 (約 8 0 % )都相信，他們絕不會或只有極小機會會
因濫用藥物而在中國內地被捕。因此，有需要就執法、管制和定期巡

查濫用藥物的熱門娛樂場所，與內地當局合作。  

我們注意到，很多內地濫用藥物者都會把藥物混合服用，而且濫用海

洛英的比率頗高。此外，濫用藥物行為與性行為或喝酒等其他危險行

為也有關連，令遏止濫用藥物的工作更加複雜。  

定性研究所得的數據，有助我們深入了解如何勸阻這些青年跨界濫用

藥物。好奇心和朋輩影響是誘發和持續 (跨界 )濫用藥物的因素，但個
人成長被指是減少 (或停止 )這種行為的關鍵因素。  

因此，我們需要採取全面的策略，處理跨界濫用藥物問題。  

我們已指出若干需要特別關注的範疇 (例如與性的關係、與內地當局
合力管制藥物供應及採取執法行動 )及進一步研究的範疇 (例如跨界濫
用藥物者未必屬於同一類別，即如海洛英濫用者與其他藥物的濫用者

可能屬不同類別 )，以處理跨界濫用藥物問題。此外，我們也認為有
需要設立監察制度，以便更深入了解跨界濫用藥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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