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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涉毒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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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警方毒品調查科

根據毒品調查科數字，本港2021年共有
3,532宗毒品案件，4,303人被捕，其中

624人為21歲以下青少年，較2020年上升
32.2%。干犯嚴重毒品案的青年有430人，上
升35.2%。在10歲至15歲年齡層，有89人犯
案，上升一倍，最年輕的僅13歲。
今年首9個月，警方錄得2,368宗毒品案

件，拘捕超過2,500人，其中21歲以下有361
人。雖然較去年同期有減少，但平均每月有40
名青少年被捕，較前兩年每月約20人升一倍。
警方毒品調查科情報組警司李蔚詩昨日在
禁毒展覽活動上表示，涉毒青少年被捕人數
下跌雖是一個好趨勢，但未能完全反映實際
狀況，其中以未成年者涉毒的情況特別受到
關注。

未成年人涉毒 逾八成無吸毒
她透露，警方分析了今年上半年45名18歲以
下涉毒被捕青少年背景，平均年齡15.6歲，當
中25人為學生，55.6%沒有案底，82.2%沒有吸
毒習慣，64.4%因「搵快錢」而犯案，這個分析
結果值得社會思考，「點解青少年並非自己想
食毒品，但參與販毒呢？」
調查顯示，大部分青少年因為「搵快錢」
販毒，很多人覺得這只是一個搵錢過程，與
運貨、搬貨差不多，加上毒販在社交媒體鼓
吹一旦失手被捕，因為未成年「最多被警司
警誡，即使上法庭也會被輕判」，令未成年
人誤以為販毒後果不嚴重，而進行販毒活
動。
今年4月，警方拘捕了一對涉嫌販毒的15

歲小情侶，為賺7,000元「拍拖錢」可能面臨
10年監禁，其後揭發他們是受一名26歲牙科

診所女護士指使販毒；有13歲男童因為家庭
背景複雜，被不法之徒利用販毒；有學生更
穿着校服犯案，警方上月就拘捕了一名中二
學生，他不單自己賣毒品，還在學校招攬其
他同學幫手。

販毒唔同偷嘢 判刑比照成年
「販毒唔係好似偷嘢咁輕判，判刑亦都會
同成年人一樣。」李蔚詩表示，有16歲少年
就因為跨境運毒判囚20年。
李蔚詩表示，除了販毒，吸毒亦有年輕化

趨勢。2021年，自願呈報吸毒人數上升200
多人，21歲以下群組內多了266人吸毒，但
整個群體只多了240多人。最常見的是吸食大
麻及可卡因，很多時他們會濫用多種毒品，
這些都是令社會擔憂的趨勢。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活動上致辭時表示，

過去一年，警方毒品調查科積極走入社區宣
傳禁毒信息，包括開展禁毒領袖學院、禁毒
季等項目，又採用創新方法去推廣禁毒信
息，比如禁毒宣傳車、動畫短片、互動體感
遊戲等，藉多種方式令抗毒信息可以更加貼
近年輕人。
毒品對社會的禍害不容置疑，不僅對身體

有不可逆的傷害，更會摧毀年輕人的理想和
家庭。他分享了自己兩個月前到過女子懲教
院所，探訪一名5年前因販毒被捕的少女，犯
案時只有15歲。她被販毒集團利用，判囚17
年半，現時在獄中已是20歲，她很珍惜與母
親一起的時刻，在與母親接觸時都會緊緊拉
住母親的手臂。
蕭澤頤說：「要帶眼識人，唔好將衝動擺

喺第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現年17歲的「阿仔」（化
名）說，他自小熱愛足球，曾參加青年軍足球隊。升讀中學
後，他感到學業壓力很大，15歲時又因父親過世，母親要獨
力支撐家庭，因此他終日流連球場踢波，紓解心中鬱結。其
後，他結交了一班有黑社會背景的「朋友」，開始吸煙、飲
酒、吸食大麻和可卡因。

踢波30分鐘都頂唔順
最初，這些「朋友」免費供毒給他試食，又鼓吹吸毒後
可以忘掉煩惱。他也以為吸毒可以忘記一切，活在自己的
世界裏，但久而久之，他對毒品產生了依賴，每日需要吸
食一兩次。原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但實際上只有被毒品控
制自己，「自己的記憶力變差、肺機能受損，以前踢波可
以打足全場90分鐘，但現在落場30分鐘都頂唔順，上一層
樓梯都會喘氣。」
吸毒後，他荒廢了學業，中三輟學後，因藏毒而被警方拘
捕，判入戒毒所，令母親十分失望甚至絕望。幸而，他在5
個月內一次過戒除毒癮，又在懲教署安排的沖咖啡訓練班

中，對咖啡產生了濃厚興趣，成為自己新的人生夢想。
阿仔勸告同輩千萬不要沾毒品，因為一沾手「就唔係你話控

制就控制到」，毒品「可以摧毀你的夢想，你的人生」。

母吸毒累女兒患心漏症
已為人母的「阿蛋」（化名）形容自己是好動的人，但就
因為吸毒而毀掉了自己青春。毒品更遺害了自己家人，丈夫
因為吸毒要截肢坐輪椅，女兒亦因自己吸毒罹患心漏症。
阿蛋說，在小學升初中時，自己喜歡與朋友一起玩，當
家中沒有大人就會叫朋友聚會。在「朋友介紹朋友」下，
認識了現時丈夫及一班損友，在開心share的情況下，被哄
誘吸食搖頭丸，其後染上毒癮，開始接觸大麻、海洛英、
「冰」毒等。
她在16歲未婚懷孕，即使因為大肚很想逃避毒品，但不

想面對及處理，其後因嘔血被送入急症室。當時，她的丈
夫因販毒被判入獄，其他家人不接納她，她只能向「母親
的抉擇」求助。在誕下女兒後，她仍未戒斷毒癮，數年前
更因缺錢開始販毒，最終被捕，女兒只好交給外婆照顧。
阿蛋說，自己吸毒最嚴重時，甚至「不想照鏡看見自
己」，每日睡醒就要找毒品，最終要三次戒毒才成功。她
說，吸毒的人不能自拔及說戒就戒。自己有多年吸食毒品
經驗，重返吸毒圈子並不困難，因為自己是女性，不難從
友人或男性朋友手上獲得毒品。
她認為自己能夠成功戒毒，是因為得到很多人的幫忙，

證明戒毒這條路需要他人伸出援手，讓她知道「每個人有
生存價值，為什麼而活，自己可以抬起頭做人，面對人、
面對家人、面對社會，人生可以靚及光彩。」
阿蛋奉勸年輕人拒絕毒品，因為毒品不單對身體造成長

遠傷害，更會禍及下一代。

過來人：不要以為自己能控制毒癮

香港教聯會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鄧飛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涉及青少年的毒品
個案數字大幅上升，主
要與現今青少年守法意

識普遍較薄弱有關。他表示，自違法「佔
中」與修例風波以來，攬炒派不斷宣傳所
謂「違法達義」之說，令很多香港中小學
生對法律的敬畏程度遠遠不及上一代的香
港人，即使社會已回復平靜，遺毒繼續影
響青少年的價值觀，故協助下一代重建守
法意識是當務之急。
鄧飛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部
分學生及青少年的家庭面對經濟困難。他
們感受到家中經濟壓力，容易產生「搵快
錢」的心態，在守法意識嚴重下降的情況
下，容易鋌而走險。這情況在近幾年特別
明顯和嚴重，警方、學校聯絡主任也經常
提到這個問題。

除販毒外，鄧飛指出，販賣電子煙和為
財務公司「追數」而作出「淋紅油」等違
法行為也是常見的青少年罪行，原因相信
除守法意識下降及「搵快錢」心態作祟
外，也和不法分子向他們灌輸「軟性毒品
不是毒品」、「電子煙不同香煙」等錯誤
觀念有關。

倡加強宣傳軟性毒品禍害
對此，鄧飛建議政府在加強執法的同

時，亦要加強禁毒與禁煙等防止罪行的宣
傳和教育，以及重新確立青少年法治和守
法意識的教育都是當務之急。法治教育除
了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外，亦需要
更多關於刑事法規的教育，但目前學校課
程缺乏這方面的內容，應該盡快補上。
他又認為，目前有關軟性毒品及電子煙

的危害的教育仍然未足夠，特區政府各部
門、學校以及非政府組織都應共同以「對
症下藥」的方式，向青少年群體做好相關

宣傳教育。

社交媒體成販毒溫床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校長、立法會教育

界議員朱國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提到，手機及互聯網早已成為青少年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成為不法分子販毒的
渠道及機會。不少毒販早已利用社交媒
體，於網絡上匿名銷售毒品，令青少年更
易購得毒品。
他續說，在疫情下，青少年接受面授課

堂的時間減少，有更多空閒時間，在缺乏
師長監管下，垂手可得的毒品就變得更吸
引，而學生親身交友的機會減少，網友的
地位變得更重要，不法分子自然有機可
乘，利用匿名網友的身份向青少年販毒。
再者，因為娛樂場所的封禁、限聚令的出
現，迫使毒販改以網絡作銷售重心，相對
地網上罪案也會自然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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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修例風波遺毒 須重建守法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

有青少年為「搵快錢」參與電話騙
案被捕。東區警區日前接獲兩宗針
對長者的「猜猜我是誰」電騙案，
兩名八旬老婦接獲騙徒假冒兒子來
電，以訛稱犯案被捕或意外入院急
需現金，兩老婦合共被騙4.3萬元。
警方接報經調查，前日在沙田拘捕
一名有販毒案底的16歲少年，揭發
他為賺數千元而被詐騙集團招攬收
取騙款。
被捕的16歲少年於中三時輟學，

14歲曾涉販毒案。本月7日下午，
一名居於柴灣的84歲老婦接獲騙徒
來電，稱其兒子因干犯刑事案被
捕，急需3萬元保釋金。老婦按騙
徒指示，帶同款項到附近公園交給
「兒子朋友」。老婦其後與家人聯

絡方知受騙，於是報警。
同日中午，家住西灣河的88歲婆

婆亦接獲騙徒來電，訛稱她兒子發
生意外入院，急需1.35萬元醫藥
費。老婦不虞有詐，由「兒子朋
友」上門收錢離去，但老婦經聯絡
家人後揭發受騙。
警方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後，

鎖定兩案同涉一名16歲少年，前日
掩至沙田美田邨一目標單位外埋
伏，待少年返家時將其拘捕，初步
相信他每次作「跑腿」收取騙款可
獲數千元報酬。
東區警區刑事總督察張恒暉提醒

市民，一旦收到不明來電報稱親友
涉及刑事案件需要保釋金，切記保
持冷靜及與家人商量。如有懷疑，
應立即致電警方防騙熱線18222。

代收電騙款項 輟學少年被捕

誤信未夠秤輕罪 小毒販人數倍增
逾六成為「搵快錢」犯案 最細僅13歲

近年青少年「搵快錢」罪案有不斷上升

趨勢。其中，干犯毒品案近兩年成為青少

年罪行首三位，被捕者的年齡亦愈來愈小。今年

首9個月，平均每個月有40名 21歲以下青少年

涉毒被捕，較前兩年平均每月20人增一倍；未成

年毒販平均年齡15.6歲，最小的年僅13歲，且

大部分是學生。逾半人「零案底」及無毒癮，逾

六成人因為「搵快錢」而犯案，多數經朋友介

紹，在街場、娛樂場所及社交媒體等被毒販招

攬，更被毒販灌輸「未夠秤罪好輕」的謬論「洗

腦」，繼而投身毒海，最終被重判入獄。

◆禁毒大使透過展板及小遊戲，向青少年介紹販毒代價及吸毒禍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 警方毒品調查科昨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辦禁毒展警方毒品調查科昨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辦禁毒展
覽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左起：阿蛋（化名）、阿仔（化名）、李蔚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