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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啟恒、李暢熹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抗毒服務由2016
年開始運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本地

毒品問題和趨勢。根據昨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結
果發現，香港關於毒品的社交媒體帖文，由
2016年的927篇上升至去年的3,114篇，較5年
前升逾2.3倍。瀏覽量則由2016年約350萬人
次，上升至去年的超過761萬次。其中以2020
年為高峰，帖文多達5,402篇，瀏覽量超過
1,000萬次（見表）。
按照非新聞類型和對毒品支持態度計算，最
多帖文與大麻、搖頭丸、啟靈藥（LSD）、氯
胺酮（K仔）和可卡因相關，而深入研究2021
年的相關提問，估計他們吸毒的主要原因包括
尋 求 刺 激 感 （44% ） 、 擺 脫 負 面 情 緒
（38%），以及低估吸毒的嚴重性（15%）。
是次大數據分析亦偵測到逾千個高風險社交媒
體用戶，部分疑似吸毒者或販毒者，他們常以熱
門喜劇動畫人物、迷因圖片（memes）、標籤
（hashtag）、NFT作品等宣傳手法，令網民對
毒品問題掉以輕心，甚至認為毒品是流行潮物。

20.3%人竟稱有能力控制毒癮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又於去年11月至今年
7月期間，以問卷調查方式隨機訪問1,289名12
歲至24歲青年，了解他們對於濫用藥物的想法
及態度。調查結果發現，部分受訪者低估了毒
品的風險和禍害。有20.3%受訪者認為，即使
自己吸毒也能自拔，有能力控制對毒品的需求
和依賴；17.8%受訪者認為，吸毒能緩解緊張情
緒，還有16.9%受訪者認為吸毒不會對他人造
成影響。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於記
者會上表示，CBD近年被錯誤標榜為減壓和保

健產品，誘使青年降低對毒品的戒心，更擔心
CBD會成為青年的「入門毒品」，由躍躍一
試，繼而吸食和販賣其他毒品。她建議增加青
年對毒品的正確資訊，運用大數據了解社交媒
體用戶對毒品的態度和行為模式，而特區政府
應制定針對社交媒體用戶的禁毒教育。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黃成榮

表示，社交媒體充斥着不良資訊，入世未深的
青少年易受影響，尤其是在學校缺乏成就感、
在家庭缺乏照顧的青少年，他們更易主動嘗試
毒品。他建議透過專業合作，啟發青少年思
考，讓他們明白違法需要面對刑責等沉重代
價。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任何人如管有危險

藥物，或吸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
7年；任何人如管有任何適合於及擬用作吸
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的管筒、設備
或器具，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萬港
元及監禁3年 。

隨着部分海外地區把大麻合法化，令不少香港青年也輕視大麻等毒品對精神健康的影響。青年協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去年社交媒體有關大麻二酚（CBD）的帖文瀏覽量達42,980次，按年急升逾2.6倍，而CBD被錯誤標榜為減壓和保健品，令青年降低戒心，15%受訪青年低估吸毒的嚴重後果，44%吸毒青年解釋吸毒為尋求刺激。青年協會建議，特區政府應制定針對社交媒體用戶的禁毒教育，提高禁毒個人意識，讓青少年意識到吸毒或販毒的沉重代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大麻二酚帖文瀏覽急增 團體促網上禁毒
CBDCBD被錯誤標註令青年降戒心被錯誤標註令青年降戒心 4444%%青年稱吸毒為尋刺激青年稱吸毒為尋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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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新聞型及對毒品持支持態度相關帖文
毒品類型

大麻

搖頭丸

啟靈藥
(LSD)

氯胺酮
(K仔)

可卡因

海洛英

迷姦水
(GHB)

冰毒

嗎啡

迷幻蘑菇

其他

帖文量

8,330

1,919

143

54

142

54

75

105

8

10

25

瀏覽量

9,948,780

1,038,257

366,133

182,389

129,063

104,754

96,161

88,260

71,929

62,946

61,701

百分比

81.9%

8.6%

3%

1.5%

1.1%

0.9%

0.8%

0.7%

0.6%

0.5%

0.5%

警方統計顯示，近年本港涉及青少年
販毒、吸毒的人數均有明顯上升及年輕
化趨勢。據去年首5個月紀錄，警方共
破獲1,415宗毒品案件，較前年同期上升
近 75%，其中有 278名青少年涉毒被
捕，包括75人為學生，其中44人更是年

僅10歲至15歲的兒童。在被捕的涉毒青少年人中，122人
與大麻案有關，較前年上升 97%，更較 2019 年上升
140%，情況令人震驚。
警方統計顯示，前年21歲或以下吸毒人數共有525人，

較2019年494人增加31人，其中21歲以下及報稱學生的吸

毒人數，更由2019年的124人上升至2020年的172人，增
加48人（38.7%）。在所吸食的毒品中，以大麻佔最多，
去年就有275人，佔整體人數逾52%，亦較前年的235名吸
食大麻青少年人數增加40人（17%）。
警方早前指出，毒販利用青少年販毒及誘使青少年吸毒

情況嚴重，主要反映在不法分子謠傳吸食大麻不會上癮，
青少年販毒不會被重判，只是警司警誡而已，又以金錢或
大麻利誘青少年做毒品帶家或「收貨人」，加上互聯網普
及，毒販利用社交媒體作販毒媒介及工具，在不同社交媒
體明碼實價銷售毒品，令青少年更易購得，情況令人憂
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資料來源：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青協調查結果發現，不少受訪者都低估了毒
品的風險和禍害。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近年青少年涉販毒吸毒人數趨升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及海關近日先後分別在
九龍城和機場破獲一個製毒工
場，以及齒輪藏毒案，檢獲毒品
包括大麻草、大麻油、「毒郵
票」及冰毒等共值534萬元。兩
名男子被捕扣查。
警方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人

員前日（周三）根據線報，到九
龍城木廠街一帶搜查，成功搗破
一個製毒工場，當場檢獲多種毒
品，包括 6.5 公斤二甲基色胺
（DMT）液體及膠囊、4.9公斤
大麻油及朱古力 、3.7公斤迷幻

蘑菇、528張「毒郵票」、772
克大麻草及一批製毒及包裝工
具，毒品總值400萬元。現場一
名31歲男子涉嫌製毒及販毒被
捕。
本周二（11日），機場海關人
員根據風險評估，檢查一個由非
洲贊比亞抵港的金屬齒輪時，發
現齒輪被挖空暗藏12包共重2.2
公斤冰毒，市值134萬元。至昨
日下午，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進
行監控遞送行動，在佐敦拘捕一
名持「行街紙」的39歲非洲籍
男收貨人。

警搗製毒工場 海關揭齒輪藏毒

◆海關在機場檢2.2公斤冰毒，
市值134萬元。

◆ 海關於佐敦
拘捕疑犯。

◀▲警方於九龍城搗破製毒工
場。左圖為檢獲毒品。警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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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宣布，下周四起再放寬部分
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容許餐廳酒吧等處所
有現場表演、主題樂園容許戶外飲食、積
極考慮放寬限聚令至12人等。特區政府基
於科學判斷穩步推進經濟社會復常，相信
已經出盡全力，社會無必要再抱「0+0」
等不切實際的期待；最重要的還是珍惜得
來不易的復常局面、業界和市民要切實嚴
格執行防疫舉措。說到底，業界做好防
疫，根本是在保護自己。面對新變種病
毒、歐洲新一輪疫情及冬季流感的夾擊，
政府要想盡辦法提速疫苗接種，尤其是加
快一長一幼接種疫苗，防疫屏障築得越
牢，本港復常的步伐才可邁得更快更穩。

本港復常再邁前一步，政府下周四起容
許食肆、酒吧、酒館、夜總會、博物館等
場所，有現場表演或跳舞活動，前提是表
演者要每7日做2次核酸檢測，在綵排和
表演當日要做快速測試，表演時要盡量戴
口罩，與觀眾保持適當距離。政府亦容許
主題公園戶外範圍飲食，並會積極考慮放
寬限聚令，由4人調整至12人。新舉措令
酒吧、夜總會等深受疫情影響停業的行業
可加快復業，為本港經濟復甦再添助力。

本港昨日新增新冠確診數稍升至 5,622
宗，但確診病人的重症率保持低位，未對
醫療系統構成壓力，政府基於科學原則、
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穩步推進社會經濟復
常。這顯示政府對精準科學抗疫更有自
信，也展現傾聽民意、救經濟振民生的擔
當和為民情懷。政府在抗疫上更加自信，

實際上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齊心抗疫支持，
只要社會各界配合政府做好抗疫，嚴格落
實好抗疫的舉措，政府就有更大決心加快
復常步伐。因此，酒吧、夜總會、主題公
園等業界，要珍惜當前的復常進程，認真
執行「疫苗通行證」等規定，做好各項防
疫措施，以嚴格的防疫手段，築牢迎接世
界盃足球賽等商機的基礎，為下一步政府
延長酒吧業等營業時間創造條件。

應該看到，目前疫情防控仍面對許多不
確定因素，變種病毒引發的疫情反彈就是
其一。衞生防護中心昨公布，本港至今錄
得 29 宗 Omicron XBB 亞系病毒株輸入個
案，其中24宗在機場發現，另外5宗在抵
港第2日的核酸檢測中呈陽性。世界衞生
組織和歐洲疾控中心本周三警告，歐洲近
期的新冠病例開始增加，顯示當地可能已
出現新一輪疫情，呼籲各國趁新一輪疫情
徹底爆發前推動接種新冠疫苗外，亦要在
流感高峰期來臨前加快接種流感疫苗，特
別是60歲或以上及孕婦等高危人士。法國
官員上周確認，當地進入第八波新冠疫
情，近日的7天平均新增個案重回4.5萬宗
以上水平，是8月初以來最高。縱觀內外
疫情態勢，特區政府目前的復常措施已經
是極限，相信短期內不會再有更多放寬。
公眾應該配合政府，共同出力提升疫苗接
種，尤其必須加快老人和幼童的疫苗接
種，只有切實築牢防疫屏障，本港復常的
步伐才會越走越穩，政府也才有更穩基
礎、更大決心再加快復常步伐。

政府鬆綁已盡全力 配合防疫才是正路
消息指，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完成檢討，勞資

雙方同意將目前每小時37.5元的最低工資上調約
6.7%至40元，預料明年5月生效。勞工處回應表
示，政府會適時公布決定。最低工資因疫情原因
「凍薪」4年，今次的加幅只是勉強追上過去4年
的通脹，對商界的影響輕微。事實上，基層勞工
感受到的生活通脹，遠高於整體通脹，政府應完
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更準確反映基層市民的生
活成本，並考慮由「兩年一檢」加密至「一年一
檢」，以更準確反映經濟環境，保障基層生活。

本港法定最低工資自2019年上調至每小時37.5
元後，至今未有調整。如果最終加幅如消息所言
是6.7%，只是勉強追上這幾年累積的通脹升幅，
並不算高。每次調整最低工資，勞方和資方都各
執一詞，勞方覺得加幅不足以令基層勞工分享經
濟發展成果，資方則稱目前經濟環境差，加太多
會令企業百上加斤。

本港經濟受疫情影響仍未復原是不爭事實，今
年更可能錄得負增長，但最低工資制度執行十多年
來，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一直越來越少。根據最低
工資委員會的報告，最低工資2011年生效之初，
全港約有18萬僱員受惠，佔全港僱員的6.4%；到
2019年只有21,200名僱員領取最低工資，佔全港
僱員的0.7%。據統計處最新數據，去年的受惠人
數更跌至僅有1.4萬人，較2011年的18萬人大跌九
成多。這些最基層的勞工加最低工資，對資方增加
的負擔實在有限，無需誇大其詞。

本港在過去4年一直維持較低通脹水平，但市
民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水電煤氣所形成的生活
通脹，加幅其實並不少。據統計處最新公布的8
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整體通脹率按年升1.9%，但

其中屬於必需的電力、燃氣及水費升幅最高，上
升15.2%；其次為衣履，升5.9%，基本食品、外
出用膳及外賣則分別升4.7%、3.3%，均明顯高於
整體通脹，可見基層市民面對的通脹壓力絕對不
小。

面對這些生活必需品的通脹，收入水平較高的
市民可能只是在其他方面稍微壓縮開支，去少次旅
行，買少個手袋而已，但對收取最低工資生活的基
層勞工而言，日常開支已經減無可減，一分一毫都
要精打細算。如果最低工資加幅追不上生活必需品
的通脹，就意味着要面臨實質生活水平的倒退，連
基本的食物、電費開支都要發愁。所以，資方給予
最低工資僱員較高一點的加幅，實在無可厚非。

另外，最低工資的金額是否過低、形成機制和
檢討機制是否合理，也一直是社會爭論的焦點。有
人說現時最低工資水平低於綜援是不合理的。以4
人家庭為例，現時平均每月綜緩金額為16,975元。
但若以最低工資40元計，4人當中有2人從事每天
8小時、每月26天全職工作，月入也僅有16,640，
的確較領取綜援更低。但如果這個家庭領取在職家
庭津貼，收入就可以較領取綜援多約5,000元。

根據現行機制，最低工資委員會會參考一系列
的指標數據，涵蓋整體經濟狀況、勞工巿場情
況、競爭力等。但社會上一直有聲音，要求政府
全面檢討現行最低工資機制，確保最低工資要高
於通脹、綜援和貧窮線水平；現時「兩年一檢」
的制度未能及時反映市場變化，亦一直有聲音建
議改為「一年一檢」。對此，特區政府應廣納民
意，積極完善執行了11年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
確保底層勞工透過辛勤付出可得到合理回報，紓
解在職貧窮問題。

最低工資應反映通脹 紓解在職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