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目的  
  
 本文件介紹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

責小組報告》。  
 
 
背景  
 
2 .  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會議上，當局向委員匯報青少年的吸毒

情況， 並 指 出 已成立一個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

組 (專責小組 )，致力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 (請參閱立法會 CB( 2)167 /07 -
0 8 ( 0 1 )號文件 )。在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會議上，當局向委員講述問題
的最新發展，以及專責小組建議推行的一系列中短期措施 (請參閱立
法會 CB( 2)1495 /07 -08 (04 )號文件 )。  
 
 
報告  
 
3 .  過 去 一 年 ， 專 責 小 組 推 動 跨 局 和 跨 部 門 的 工 作 ， 並 與 非 政 府 機

構、相關各方和社區保持緊密聯繫，共同打擊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

小組就此作出總結，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工作報告和報

告摘要，該報告和摘要已夾附於同日律政司司長致各委員的信函。  
 
 
報告的建議  
 
4 .  報告載列了多項短期以至長期推行的建議，涵蓋五管齊下禁毒政

策的各個方向，並推廣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懷文化。  
 
預防教育和宣傳  
 
5 .  在 預 防 教 育 和 宣 傳 方 面 ， 我 們 會 向 相 關 各 方 灌 輸 有 關 毒 品 的 知

識、消除任何誤解、加強青少年的生活技巧、提升他們抵抗逆境及引

誘的能力，以及動員整個社會參與禁毒工作，藉此打擊吸毒問題。我

們在提述這問題時，採用了新的中文用語，包括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
或口語化的 “ K 仔毒品 ”和 “丸仔毒品 ”等， 並盡量避免使用 “濫用藥物 ”
或 “濫藥 ”等詞語。此外，我們推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全港運動，主題
是 “不 可 一 、 不 可 再 。 向 毒 品 説 不 、 向 遺 憾 説 不 ” (“ N o  D r u g s ,  N o  
R e g r e t s .   N o t  N o w ,  N o t  E v e r” )。我們會進一步動員家長的參與，並
會善用互聯網和改善藥物資訊天地的設施。  

立法會 CB(2)261/08-0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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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6 .  學校是推行預防工作的重要平台。所有學校應制訂包含禁毒元素

的健康校園政策。我們現正為學校提供更多支援，例如讓學生獲得更

全面的禁毒教育、為學校製作新資源套、為教師和學校人員提供有系

統的培訓，以及加強警察學校聯絡計劃等。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7 .  在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方面，我們正致力改善社會及醫療服務，

以 辨 識 吸 毒 者 ， 協 助 他 們 戒 除 毒 癮 和 重 投 社 會 。 我 們 已 加 強 外 展 工

作、醫務社會工作及住院戒毒治療服務。我們增設了兩間物質誤用診

所；兩間新增的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也將於本年年底投入服務。

我們現正徵求如何為醫生提供禁毒培訓的方案，並計劃在所有濫用精

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提供醫療支援服務。  
 
毒品測試  
 
8 .  為及早辨識青少年吸毒者，我們有需要採用創新的方法。我們會

委託機構進行研究，為學校制訂可行的校本毒品測試計劃，供學校自

願使用。此外，專責小組認為，原則上應考慮賦權執法人員，要求被

合理懷疑吸毒者接受毒品測試，這會有助有效辨識青少年吸毒者，以

有所警覺，及早提供戒毒治療和其他介入措施。在進一步推行這建議

前，我們會制訂強制毒品測試計劃方案的詳細諮詢文件，請公眾就此

提出意見。  
 
改善感化制度  
 
9 .  為協助跌入刑事司法制度的青少年吸毒者，並打破吸毒和犯罪的

因果循環，我們打算參考海外毒品法庭的若干主要安排，推行為期兩

年的先導計劃，以測試一個感化主任及司法人員合作得更緊密的強化

更生制度。  
 
執法  
 
10 .  在執法方面，我們正採取步驟加強警司警誡計劃下的保護青少年
服務，增強在互聯網上蒐集情報的能力，以及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和業

界相關各方的合作。我們歡迎上訴法庭大幅提高販運氯胺酮和搖頭丸

判 刑 罰 則 的 裁 決 。 我 們 會 向 法 官 和 司 法 人 員 介 紹 吸 毒 問 題 的 最 新 情

況，並會繼續利用《危險藥物條例》第 56A 條 1及偷運毒品入境的加

重刑罰因素，在適當案件中尋求加重刑罰。  

                                                 

1 該條文規定，如有證據指某成年人在觸犯某項與毒品有關的罪行時，把未成
年人牽涉其中，則只要法庭信納有關證據並認為適當，對該名被定罪成年犯

判處的刑罰，可較沒有該等證據而會判處的刑罰為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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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吸毒  
 
11 .  關於跨境吸毒，我們與深圳當局進行了建設性商討，研究加強合
作。香港警方掌握青少年在內地因吸毒而被捕的資料後，會通知青少

年的父母，並會向他們建議合適的康復服務。在邊境管制站方面，海

關已加強搜查犬服務，並計劃加強便衣人員的行動。  
 
對外合作  
 
12 .  對外合作方面，我們會與廣東／深圳和海外對口單位緊密合作，
攜手打擊這個全球問題，並會參與國際合作，致力把氯胺酮納入在國

際毒品公約的規管範圍內。  
 
研究  
 
13 .  在研究方面，為確保我們的禁毒政策是以實證為本，也為應付本
港和外地不斷轉變的毒品形勢和所帶來的新挑戰，我們會研究更有效

的方法，以估算本港吸毒人口和待 業 待 學 青 少 年 的 吸 毒 情 況，以及進

一步研究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我們正在進行學生服用藥物情況統計

調查。這項調查的涵蓋範圍將擴大至包括小四至專上學生，日後的調

查也會改為每三年進行一次，較以往頻密。  
 
禁毒基金和組織支援  
 
14 .  為加強支援社會各界參與，我們改善了禁毒基金的運作。為確保
專責小組超過 70 項的建議全面落實，以及更有效地執行政策協調工
作，我們必須加強保安局禁毒處的首長級資源支援。詳細的建議將於

稍後發出的另一份文件闡明。  
 
社會關懷、支援和參與  
 
15 .  為使高危青少年能夠更全面和更有效地從保護因素中獲益，我們
需要在社會培養一種關懷青少年的文化、加強各界和相關各方的互補

支援，以及推動社會各層面參與禁毒運動。這也是整體策略中嶄新而

有基本重要性的一環。我們推出了友出路計劃，並正配合其他政策範
疇，例如家庭事務、青少年成長、青少年就業和青少年健康，協力推

展工作。  
 
 
落實建議  
 
16 .  當局會致力落實建議，並會持續與相關各方合作。為此，當局將
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由禁毒專員擔任主席，負責督導、協調和

監察落實專責小組建議的事宜。工作小組會向禁毒常務委員會和撲滅

罪行委員會匯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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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在 落 實 建 議 的 階 段 ， 禁 毒 處 會 繼 續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協 調 各 決 策
局、部門、非政府機構和社會上相關各方的工作。  
 
 
徵詢意見  
 

18 .  請各委員省覽報告內容，並就報告所載建議提出意見。  
 
 
 
 
 
 
 
 
保安局  
禁毒處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