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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黑暴肆虐撼動香港青年的守法

意識，隨後的三年疫情影響正常社交，

不少青年沉溺網絡世界，進一步被網上

不正確的資訊扭曲價值觀，有的青年甚

至抱持僥倖心態參與不當活動。昨日公

布的一項對邊緣青年進行的調查發現，

受訪者參與不當工作（如加入黑社會、

販毒、賣淫等）時，逾半數抱着「付出

小，回報高」的心態「搵快錢」，卻未

有認真思考後果，總以為自己能逃避刑

責。一名邊青剖析13歲唸小六時，受朋

輩及網上資訊影響，以性服務換取金錢

滿足購買名牌的意慾，最終換來一身性

病，反映青年欠缺判斷力，不敵誘惑而

誤入歧途。

小六邊青賣淫賺快錢 染性病知悔
調查揭受朋輩網上不良資訊影響 抱僥倖心態以為能避刑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期發生多宗
持刀傷人案件，有人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立法管
制刀具，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上午出席行政
會議前見媒體時表示，如刀具用來作非法用途的
話，是有法例管制的，以前亦有檢控成功，「現
有的法例是符合香港實際生活環境需要的法例，
亦在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刀械管制方面取得適當平
衡。」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昨日在深水埗區議會大
會上主動提及相關案件，透露警方將在本周六（1

日）高調巡邏，水警亦會參與其中，加強截停搜
查，又呼籲市民「見疑即報」。

毆打傷人案數目減
李家超強調，香港仍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與2019年疫情前的情況比較，毆打案件有減
無增。在傷人案件方面，無論是對比2019年抑或
去年，數目都呈下降趨勢。「在這方面無須太擔
心，但我亦明白因為近期有幾宗受到關注的個

案，而且經傳媒報道，大家的確對於這類案件特
別關心和敏感，因此我已要求警務處加強在不同
地區高調巡邏，令市民有信心，因為高調巡邏在
防範罪行方面有積極作用。」
蕭澤頤同日在深水埗區議會大會上表示，今年

首5個月，香港的傷人案件較疫情前下跌超過一
成六，但承認近期暴力傷人案令市民不安，已按
特首指示抽調更多便衣警員及水警加強巡邏，
「其實我們一些後勤的同事亦參與了高調巡邏，

包括我們甚至在受訓中的機動部隊同事，他們都
要幫忙出來巡邏。」

蕭澤頤：七一加強巡查
本周六是香港回歸祖國26周年紀念日，蕭澤頤

表示，當日將加派警力維持治安，除一般前線巡
邏外，還會安排部分水警到陸上作高調巡邏，加
強截停搜查。他再三呼籲，市民遇到可疑人物或
物件應立即通知警方，做到「見疑即報」。

李家超：管制刀具須平衡日常需要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每年都接獲不少
由警方轉介的問題青年個案，中心於去年12月

至今年2月期間，向服務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收回
377份問卷，受訪者介乎12歲至24歲。青協昨日公
布調查結果發現，逾半受訪邊緣青年，曾參與不當工
作，當中七成屬於違法工作，主要涉及黑社會或暴
力、毒品，以及滋擾或刑毀。參與不當工作的邊青當
中，五成人來自健全家庭，九成非失業失學。

守法意識弱 未抵受引誘
研究進一步分析受訪邊青的犯案心態，發現他們的
價值觀遭扭曲，包括六成受訪者解釋參與不當工作，
原因是「容易搵錢」，四成則認為「收入可觀」，以
及三成人解釋「唔辛苦」；逾四成青年沒有認真思考
可能出現的法律刑責，更有人認為自己能夠逃避法律
刑責。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單位主任胡嘉燕關注，受
訪邊青以「工餘搵快錢」心態，視有潛藏危機的工
作為「兼職」，家人或師長都難以發現，加上往往
受到不良動機的朋輩影響，又不懂拒絕他人，結果
踏上不歸路。她歸咎是不少邊青因守法意識薄弱、
未能抵受引誘，或者認為網上可隱藏真實身份而參
與不當工作。
來自健全家庭的阿欣，自小崇尚名牌，為賺快錢，

13歲念小六的暑假期間，透過網友介紹於私人場所工
作，不久後在朋輩影響下，豁出去提供性服務，於社
交平台上載性感照吸引男士「問價」，以滿足物質生
活。不過，她為此付上沉重代價，先是發現自己年紀
輕輕已感染性病，其後更在私人場所與人打架被捕。
痛定思痛後，她改過自新不再參與不當工作，以免家
人失望。

販毒以為沒事 終落網判感化
出身於單親家庭的15歲阿揚亦透過錄影片，親述
疫情期間誤入歧途的經過。他表示當時困在住所感到
沉悶，與朋友出街，卻無足夠零用錢，後來經朋友介
紹開始參與販毒活動，最後因為販運大麻被捕，被判
18個月感化令。阿揚憶述，剛開始聽從朋友介紹時，
清楚知道是犯法的行為，但是並未有全面思考後果，
導致自己犯下大錯，「第一次販運大麻的時候，沒有
被發現，以為沒有事；結果第二次，深夜與朋友在工
廠區販毒的時候，卻被警員抓到。」他表示自己是反
面教材，呼籲其他青年莫犯同樣錯誤。

社會或忽略「正常」家庭青年
研究學術顧問、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黃成榮

指出，任何人都會面對生活壓力及挫敗，而部分年輕
人想搵快錢或是希望「話畀父母聽，其實我係得
嘅」，只是方法有偏差。他寄語青年不要有「一步登
天」心態，否則容易誤入歧途。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認為，以
往社會可能忽略來自「正常」家庭的青年，惟青年
首次從事不當工作已可能涉及嚴重犯罪，後果不容
忽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由於互聯網高度普
及，加上社會急速轉變，導致部分青年容易在網上受人
誤導，墮入法網。今次青協的研究結果亦反映，互聯網
已成為青年接觸不當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青協青
年違法防治中心表示，近年青年從事潛藏危機或違法工
作的數字呈上升趨勢，而疫情和社會事件，都會加劇青
年接觸不良資訊的情況發生，導致守法意識薄弱，抱持
僥倖心態以身試法。
香港現時已經全面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世代，而疫情

三年期間，長期居家不能外出，更導致青年依賴社交網
絡來交流，由於青年往往欠缺足夠判斷力及守法意識，
容易受網上資訊引誘參與不當工作。青協青年違法防治
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指出，研究結果中逾五成受訪邊青
透過網上接觸到不當工作，她認為疫情期間，互聯網成
為青少年娛樂社交的重要方式之一，網絡問題更趨嚴
重，特別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網上不良資訊或會
為他們身心成長帶來負面影響

以為無跡可尋 低估被捕風險
李少翠說：「互聯網傳播速度快、範圍廣泛，為不法

分子提供更隱蔽的招攬手段，有些青年誤以為網絡世界
無跡可尋，可單獨行事，卻低估被捕風險。」結果參與
網上違法工作例如起底、網上行騙及網上售賣色情相片
等。她認為，雖然現時社會已經全面復常，但青年依賴
互聯網交流已經成為常態，若是青年欠缺守法意識，容
易在網上受人誤導，誤墮法網。

她亦指出另一個原因，當發生社會犯罪事件，通過傳
媒報道，尤其當媒體頻繁傳播一些暴力犯罪、色情等負
面新聞時，長遠亦會導致青年逐漸對社會產生懷疑，甚
至道德發生傾斜。

黑暴事件或令青年有樣學樣
她提及2019年的黑暴事件，雖然未必是導致邊青人

數上升的原因，但是她認為當時的暴力違法事件每天滾
動式在新聞節目上播放，有意無意地形成一種氛圍，使
青年有樣學樣，甚至付諸行動，更有人誤以為會有「漏
網之魚」情況發生，「他們會覺得犯罪成本很低，自己
不會被抓。」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黃成榮表示，最

令人擔心的是，青年抱着鋌而走險的價值觀，當欠缺正
面引導及有效監管，容易被犯罪集團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為預防青少年犯罪，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建議，從家庭以及學校入
手，強化青年的守法意識和正向價值觀。當家長發現子女參
與不當工作時，應保持理性，以開放的態度與子女溝通，切
忌「硬碰硬」，以免激化子女的叛逆心態，同時切勿擅自查
看子女的手機，破壞互信關係更難誘導子女走向正途。
根據「青年從事潛藏危機或違法工作研究」結果，發

現逾半受訪邊青從網上途徑接觸不當工作機會，有四成
人透過「三合會成員」、朋友而首次接觸不當工作。青
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表示，很多人誤以
為邊青主要來自單親家庭，但現實中，在受訪青年當中
有五成來自健全家庭，但不足兩成受訪者表示，家人知
道他們同伴的背景，逾兩成則表示會和父母坦誠談話。
李少翠指出，家庭完整性屬其次，更重要的是家庭有

無發揮其功能，她建議提供支援予家長學習正確的溝
通、監管及處理技巧。她又呼籲家長，當面對子女參與
不當工作時，應保持理性，並持開放的態度與子女溝
通，「家庭的溝通是十分重要，而且不要未經過小朋友

同意，便查看他們的手機，這樣會加劇家庭矛盾的。」

團體倡加強中小學守法教育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黃成榮表示，很

多青少年出現偏差問題背後反映出一些更深層次問題，
「犯罪學理論經常用『一般化緊張理論』及『差別接觸
理論』等來剖析偏差的成因。同時，青少年可能未能有
效處理『探索自我身份』、『尋找自我價值』和『自我
認同』等方面的壓力，而出現違規或犯罪行為。」
因此李少翠建議，加強全港中小學的守法教育，提供

正確價值觀、防罪知識及法治素養等，尤其是小學階
段，她認為建立正確的守法意識，應該從小開始教育，
讓他們知道犯罪的成本，以及如何拒絕接受犯罪的引
誘，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念，「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行為
舉止。」她提及，由2022年開始，青協青年違法防治
中心已經在本港多間小學舉辦體驗活動，「我們專門針
對小學生設計一些簡單有趣的活動，讓他們不會覺得沉
悶，又能明白守法的重要性。」

◀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公布，逾半邊緣青年過去一年曾參與
不當工作，七成屬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15歲的學生阿揚（背鏡者）表示，自己清楚知道是犯法的行為，但是
並未有全面想過事情的後果，導致犯下大錯。 青協供圖

網上世界複雜 易遭誤導學壞

專家：家長勿「硬碰」免激子女叛逆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果斷執法止暴制
亂，針對在青少年中蔓延的
不守法意識，警方於合適的
案件積極透過「警司警誡計
劃」，處理 18 歲以下、認
罪、有悔意及不涉及嚴重罪
行的被捕青少年，協助年輕
人改過自新。警方亦持續透
過跨部門多機構合作，提升
青少年的守法意識，協助青
少年踏上正確道路。
黑暴肆虐期間，社會上有

人包庇、縱容、姑息暴力，
更合理化、浪漫化青少年的
違法行為，令他們守法意識
逐漸減弱，變相鼓動更多人
違法。隨着警方加強宣傳和
預防，2020年因干犯刑事罪
行而被捕的青少年由4,268人
減少至 3,987 人，但干犯行
劫、毒品以及被捕的青少年
則錄得升幅。

打擊背後黑手利用青年販毒
2021年，因干犯刑事罪行

而被捕的青少年進一步下跌
24.2%，但涉及嚴重毒品罪行
而被捕的青少年則上升112人
至430人。當中10歲至15歲
犯案的少年更錄得1.1倍的升
幅。警方竭力打擊利用青少
年販毒的背後黑手之餘，亦
積極提高青少年的抗毒意
識，與相關持份者攜手開展
「禁毒領袖學院」計劃。
至2022年，因干犯刑事罪

行而被捕的青少年再按年下
跌8.2%，涉及學生被捕的數
字更按年下跌11%。
警方發現，大部分犯法的

年輕人受損友的誤導和影
響，或為了「搵快錢」而被
不法分子利誘參與違法活
動。故警方在校園推出《青
少年罪行誌．師長攻略》小
冊子，為老師、家長及青少
年提供應對策略及防罪訊
息，又製作分別以網絡陷
阱、騙案為主題的電子書和
動畫繪本，並推廣至全港
中、小學，加強年青人的守
法意識。

「
警
司
警
誡
計
劃
」助
年
輕
人
改
過
自
新

◆ 2019 年
的 黑 暴 事
件，使青年
有樣學樣，
甚至付諸行
動。圖為警
方 嚴 正 執
法，黑暴逃
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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