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2019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支持立法全面禁制電子煙及其他新吸煙產品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於 1985 年成立，致力推動健康及禁毒教育，每年服務平均十萬人

次。服務使命為預防濫用藥物問題及減低因濫用藥物問題帶來的禍害。本會透過 1. 提

高社會對濫用藥物問題的關注；2. 協助服務使用者發展社交技能，拒絕濫用藥物的引

誘；3. 向社會大眾推廣健康生活模式達成使命。有關全面禁制電子煙的立法建議，本

會意見如下： 

一. 現時情況

電子煙已入侵校園 

本會提供的健康及禁毒教育，服務遍及全港。隨著電子煙漸趨普及，不少中學及小學

向本會查詢電子煙及其他新吸煙產品所帶來的禍害、成份及原理，並要求本會為學生

及教師提供相關教育服務。根據本會同工的服務經驗，有教師及駐校社工表示有學生

已接觸或曾嘗試吸食電子煙。有教師指出有小學生曾帶電子煙回校園，了解後發現是

家長認為該電子煙只是玩具，所以購買給小孩耍玩。根據 2016/17 學年有關學生吸煙情

況的學校統計調查，1.4%小四至小六學生及 8.7%中學生曾經吸電子煙。由此可見，電

子煙的危害所涉甚廣，甚至已入侵校園，嚴重威脅青少年及市民健康。 

青少年對電子煙態度鬆懈 

有見使用電子煙日漸普及，售賣的地點逐漸擴大，青少年十分容易接觸到相關產品。

電子煙及其他新吸煙產品的外形種類繁多、具有多種設計和口味，銷售手法層出不

窮。有些產品甚至標榜有健康功能，可達放鬆或提神的目的，又或為吸入式維他命等

等，吸引青少年及非吸煙人士使用。根據本會進行健康教育的經驗，有不少學生認為

電子煙相比傳統香煙較為無害，以致他們對電子煙態度鬆懈，缺乏警覺。而部分青少

年更視社交媒體上流行的花式吐煙技巧（Vape Tricks）為有型的行為，驅使他們對電子

煙充滿好奇心，躍躍欲試，爭相模仿。本會對於青少年使用電子煙的趨勢深感憂慮。 

成癮行為與社會化互相影響 

從生物心理社會角度分析成癮行為，證實人的行為與社會環境互相影響改變。電子煙

及其他新吸煙產品模擬傳統吸煙行為，青少年對電子煙的誤解或會使他們因而習慣吸

煙行爲，最終轉為吸用傳統香煙。吸食電子煙的風氣也有機會推動吸煙形象重新普及

化。當吸煙行為變回較常見或受社會接納時，會影響青少年對該行為的觀感，從而較

易嘗試電子煙。而根據 2016/17 學年有關學生吸煙情況的統計調查，曾經吸食傳統香煙

的學生比從不吸傳統香煙的學生有較高比例曾經吸電子煙（分別為 23.4%和 0.9%），

而現時有吸煙的學生亦有較高比例同時吸食電子煙(20.7%)。可見吸食傳統香煙及電子

煙的成癮行為互相影響，相關問題日益嚴重，急需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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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基於電子煙及其他新吸煙產品對公共衛生特別是青少年健康有危害風險，本會支

持立法全面禁制電子煙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以防止青少年和非吸煙

者開始使用電子煙，杜漸防微。 

2. 促請政府增撥資源，加強公眾健康教育，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防範於未然。 

3. 呼籲公眾人士不要購買市面上任何電子煙產品。若已購買有關產品，亦建議停止

使用、以保障個人及親友及公眾健康。 

4. 呼籲學校和家長在學校及家中盡快推行預防教育，讓青少年及早認識電子煙及其

他新吸煙產品對健康的危害風險及鞏固拒絕危害健康物質的決心。 

5. 鼓勵家長以身作則，建立健康生活的模式。如有需要，尋求衛生署或專業戒煙輔

導服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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