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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希望透過檢索內地有關青少年吸煙行為的前沿理論，並結合澳門的實踐經驗，以期

為青少年的吸煙行為干預帶來新的啟發。 

【關鍵字】 

青少年群體吸煙干預生活網路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中國作為世界人口大國，也是世界上煙草生產及消費大國，吸煙人數已達 3.2 億，占全

球總數的 1/ 3，讓人憂心的是 20 歲前的青少年吸煙率呈不斷上升趨勢。面對嚴峻的控煙局

勢，2014 年，我國終於首度參加了全球青少年煙草調查（GYTS），意味著社會各界對於控

煙的力度開始逐步加大，以期從青少年開始阻止煙民增長的態勢。中國青少年煙草使用調

查主要內容包括青少年煙草使用、煙草依賴及戒煙、二手煙暴露、煙草製品可獲取與價格、

控煙宣傳和煙草廣告促銷、對煙草的認知與態度等方面。調查結果顯示，19.9%的學生嘗試

使用煙草製品，男生是 30.1%高於女生的 8.7%，當中 82.3%的嘗試吸煙行為發生於 13 歲及

之前；現在煙草使用率 (包括有煙煙草和無煙煙草) 6.9%，男生的 11.2%是高於女生的 2.2%。

在認識到我國青少年與煙草的緊張關係下，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主任申英秀博士語

重心長地說：“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阻止中國青少年吸煙。今天成為煙草業的客戶，明天就

可能變成煙草死亡統計中的一個數字。”
1
 

對青少年群體的吸煙行為關注，與國內相比，澳門衛生局早於 2000 年就展開為期五年

一次的“澳門青少年煙草使用調查”，直至今天衛生當局已經完成了四期的調查工作。《澳門

青少年煙草使用調查 2015》報告顯示，現時青少年煙草使用率為 6.1% (男生為 6.7%，女生

為 5.5%)，相較 2010 年的 9.5%下降了 3.4%
2。報告中關於青少年吸煙率進一步下降的消息

確實令人欣喜，但我們仍需對控煙環境持認真謹慎的態度。一方面，雖然當局嚴厲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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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青少年購買煙草的政策，但相關資料亦反映了青少年在購買電子煙的數量上有所上升，

報告顯示，現時使用電子煙的學生有 2.6%，當中男生為 3.8%，顯著高於女生的 1.3%。鑒

於青少年吸煙行為所具有的隱蔽性和回避性，有澳門立法會議員曾質詢政府對青少年吸煙

行為的疏忽:“現時有吸煙的青少年在家中接觸二手煙的比率，顯著高於從不吸煙的青少年，

可見家長對青少年吸煙行為有一定影響。當局近年在宣傳和推動無煙家庭方面有何具體工

作？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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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長的角度來觀察青少年群體，他們無論在自我認知、社會認識和自我控制各方面都

有待鍛煉和成長，相較於年長的群體，他們對新鮮的事物總是表現出急切的好奇心，使得

他們極易在缺乏相關認識的情況下接觸和嘗試煙草產品。鑒於青少年群體的特殊性，本文

希望透過檢索內地有關青少年吸煙行為的前沿理論，並結合澳門的實踐經驗，以期為青少

年的吸煙行為干預帶來新的啟發。 

二、國內青少年吸煙行為理論研究 

青少年群體固有的心理特質賦予了他們與眾不同的行為特性，若對此視而不見，便會導

致我們在評估宏觀的控煙政策時有所欠缺。青少年群體的成長經歷和特性，註定了他們需

要一個穩定的社會場所，因此考察他們特有的、非成人的生活網路空間就變得尤為關鍵。

家庭和學校是青少年成長階段的的必要場所，因此國內關於青少年行動網路的控煙干預政

策亦從其中發展起來。學校干預理論共可分為 3 大理論學派，新的理論都是對舊有理論進

行補充、修改發展而成的： 

第一，健康教育模式。預防和干預的重點是讓青少年認識到吸煙對身體健康的長期危害

從而拒絕吸煙，即通常所說的知識改變引導行為轉變，常採用講座、演示、放映影視材料

和張貼海報等方法。而在我國特有的敬煙敬酒文化傳統已讓青少年誤認為吸煙是一種必要

的社交手段，而且多數青少年更加注重短期的利益（如被同伴或同伴團體認可），往往忽

略或不重視吸煙對身體的長期危害；第二，社會影響干預模式。該模式在 1976 年由 Evan 等
4首先提出並運用。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強調影響青少年吸煙行為的社會因素（如同伴、父

母及媒體等），並提高青少年抵制這些不良因素的技能。內容包括糾正青少年有關吸煙普

及率的錯誤認識、教授青少年識別引誘他們吸煙的社會因素和提供抵制這些因素的技能和

方法。第三，生活技能干預模式。該方法在教授干預物件社會影響和認知發展所需技能和

方法的同時，還發展個體的一般生活應對技能，提高他們抵制吸煙的特定能力和認識。一

般生活技能策略包括增強自尊、提升自我效能、提高溝通技能、抵制誘惑和提高社會技能

等。研究者還鼓認知發展干預模式這種模式認為以往的干預方法忽視了個體吸煙行為的發

展過程。 

作為學校行為干預的補充，社區網路的控煙研究亦加強了青少年課後時間的干預。在劉

卓等人關於家庭與青少年吸煙開創性研究中，就發現了多項家庭因素對青少年的吸煙行為

有顯著影響，並認為打破家庭因素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學機制平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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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干預青少年的吸煙行為。 

他們認為，社區干預必須清楚認識到“以家庭為中心”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對一下幾方面

進行討論和掌握：（1）社會心理（團體影響）：青少年認同其家庭中吸煙的兄弟姐妹，其

兄弟姐妹通過各種方式，對其的心理過程和行為施加影響。（2）心理遺傳：女不僅會具有

家庭的優良品格，也會汲取家庭具有的不良營養（3）認知心理：父母與孩子間的密切關係

決定了父母必然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孩子言行、舉止，結果確實顯示父母吸煙與青少年的吸

煙行為有關，心理學上稱為潛在學習（4）：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往往無法準確確定自己的

座標，處在一個沒有明確和滿意的獲得成人地位方法的過渡階段，界于未完全成熟與成熟，

未完全獨立與獨立之間，成年人吸煙的行為作為一種“成熟”標誌，使其希望通過模仿同樣的

行為體現自己的成熟獨立。5他們認為，充分掌握以上家庭因素對於青少年吸煙的影響，能

大大提升社工介入的作用。 

學校和家庭作為青少年群體日常生活的場所必然對他們產生深刻的影響。當我們在討論

吸煙干預政策的時候，諸如經濟政策、反吸煙宣傳等政策固然有助於我們控制總體的吸煙

人數，但青少年群體的特性和他們所處的網路空間使得他們與其他成年群體截然不同。若

對此疏忽不顧，他們有可能會成為控煙對象的“邊緣群體”。 

三、澳門青少年吸煙行為干預實踐 

在過去十年當中，澳門青少年群體吸煙率呈現下降趨勢6，這有賴於社會各界對於控煙

事業的支援和幫助。在吸煙干預實踐上，政府當局考慮到青少年群體的獨特性，不同的政

府部門7為此分別展開了針對性的干預政策。 

表一、澳門 13 至 15 歲青少年煙草使用情況（2000-2015）8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總體煙草使

用率 

7.6% 11.9% 9.5% 6.1% 

在校園干預方面，自 2011 年開始，衛生局就以“下一代，無煙害”為主題，開展一系列

重點宣傳教育活動，包括無煙校園計畫，無煙新世代校園巡迴話劇和巡迴教育展板等。又

通過舉辦無煙宣庭系列活動，將煙害訊息深入社區及每戶家庭，提升青少年與家人對煙害

的認識，共同營造健康無煙的生活環境。其中，於 2012 年推出“無煙特工計畫”，招募青少

年擔任無煙特工，向其吸煙的父母宣揚無煙文化並鼓勵父母戒煙，增加父母及其他長輩對

煙害的認知，免除家中二手煙及三手煙的危害。 

教育暨青年局與衛生局一直保持緊密合作，推動學校實施健康校園促進計畫，為學生創

設健康的學習環境。為協助學校做好健康校園方面的工作，頒佈了“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指

引”，明確要求學校應制定健康工作策略並在校內廣泛公佈，讓所有教職員、學生、家長或

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清楚知道學校的做法，當中亦有就強化禁煙的工作給予指引。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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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運作指南》中，特別增加“學校配合新控煙法的指引”章節，規定學校鬚根據相關制

度，將幼兒、小學及中學教育等場所列為禁煙地點。教育暨青年局及轄下青年中心及教育

活動中心除了嚴格跟進有關場所的禁煙規定，舉行認識及預防煙害的主題展覽外，又透過

支持社團機構舉辦義教體驗營、講座、座談會、健康檢查等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加

強市民對吸煙及二手煙危害的認知，鼓勵戒煙。又致力推廣家長教育工作，開發以“健康生

活”為主題家長教育教材，教導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從小建立良好健康生習活慣，促進親子溝

通，減少子女出現偏差行為。 

 社會工作局已建立有系統的預防教育，著重從小開始灌輸無煙環境和健康生活的重要

性，在社會工作局提供的系統預防濫藥課程中，已安排于小學一年級、五年級及初中一年

級，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加入二手煙及煙害教育的剖析課題，讓學生運用批判思考拒絕接受

煙草。2010 至 2016 年間，參與課程的兒童及青少年平均每年達 6,000 人次。9
 

在澳門，不乏優秀的社會團體對本地控煙事業做出傑出的貢獻，例如澳門青少年無煙行

動網路協會、戒煙保健會、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無煙澳門健康生活協會、醫護志願者協會

等，但因為青少年群體所處的社會網路空間較為特殊和集中，因此，澳門政府作為青少年

吸煙干預的主導者比起分散於社會各界的團體更有利於實施同一、科學和嚴謹的干預政策。 

結論部分，我們將集中討論兩地青少年吸煙行為干預所帶來的啟示。 

四、結論 

回顧了兩地的政策和理論後，我們可以從中汲取對方的有用經驗和理論，強化各自的政

策措施。在澳門，政府一直作為青少年吸煙干預的主導者，承擔著大部分的組織工作，青

少年群體從未被“邊緣化”，但當我們回顧了內地相關的理論後，我們發現了一些不足的地

方。學校和家庭既然作為青少年重要的兩個生活場所，青少年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影

響到他們的認識和行為？青少年群體是以一套怎樣的行動符號為他們構建起控煙的認識？

對此我們所做的研究甚少。實際上，我們實施的一些干預行為可能在他們看來都是舉著權

威性的旗幟，或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所進行著的，一旦過度實施很容易導致他們產生反

叛或逃避的情緒。越來越多青少年從開始購買和使用電子煙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我們

需要吸收和借鑒內地學者所作的研究貢獻。 

其次，在向青少年宣傳教育方面，澳門仍有改善空間，參考北京市於 2015 年實施的《北

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可有效提高澳門對青少年的干預水準。在宣傳教育方面，《北京市控

制吸煙條例》10就規定，鼓勵、支援志願者組織、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開展控制吸煙宣傳教

育、勸阻違法吸煙行為、監督場所的經營者和管理者開展控制吸煙工作等活動。在校園吸

煙干預上，條例重新向學校和老師賦予了新的義務，“學校應當採取措施預防學生吸煙，對

學生開展吸煙有害健康的宣傳教育，幫助吸煙的學生戒煙。”在吸煙干預上，當我們重新對

學校和老師賦予一個積極的身份時，這樣便有助於我們對青少年灌輸控煙的正確知識，使

得他們更易接受科學、正確的控煙文化。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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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對比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11和北京市《北京市控制吸煙

條例》後，我們發現《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在相關控煙規定上仍有改進空間。雖然《預

防及控制吸煙制度》第四條規定了禁止銷售香煙的場所，但在厘定場所及具體範圍上仍沒

有明確的規定，這導致校園附近的銷售店成為了學生光顧煙草產品的地方。關於主體行為

問題，《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第二十一條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為社會主體應該

在全方位上主導社會的文娛、健康發展，但制度並沒有提及其他社會團體應否參與，這樣

就將社會潛在可使用的資源無法借用，不利於長期的政社互利合作的發展。因此，無論在“科

學制定禁止銷售地點”還是“主體—客體組織”問題上，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參考《北京市控制

吸煙條例》，可優化和調改當中的不足之處。 

表二、內地中學生暴露二手煙情況調查資料12
 

初中學生有 44.4%在過去 7 天內曾在家中、57.2%曾在室內公共場所、58.3%

曾在室外公共場所和 37.9%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暴露於二手煙。 

54.5%的初中學生過去 30 天內在學校看到有人吸煙。 

 

表三、澳門 13 至 15 歲學生暴露二手煙情況調查資料13
 

13-15 歲學生有 30.3%在過去 7 天內曾在家中、39.8%曾在室內公共場所、

61.8%曾在室外公共場所暴露於二手煙。 

17.8%的 13-15 歲學生過去 30 天內在學校看到有人吸煙。 

 

雖然內地與澳門在行政方面存在差異，在涉及政策主導權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這不妨

礙兩地相互複製富有成效的實踐工作。在校園和家庭活動上，內地可借鑒澳門實施的《學

校運作指南》，先行把校園無煙化工程提上日程，然後結合家庭和學校展開教體驗營、講

座、座談會、健康檢查等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加強市民對吸煙及二手煙危害的認識。

澳門立法會近日通過了一系列加強的控煙規定，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當中禁止銷售

電子煙和供口服或鼻吸的煙草製品、增加禁止銷售地點和限制煙草展示等措施均以加強保

護青少年免受煙草的毒害為主要目的，內地亦可借鑒部份措施，加強青少年控煙力度。 

回顧兩地關於青少年吸煙狀況差異後，我們不但沒有被這種差異的存在感到失落，反而

能激發起我們探索更有效的干預政策。總的來說，青少年吸煙干預工作已經得到社會各界

認同，只要我們齊心合力，相信能為我們創造出更好的“無煙”環境。 

 

                                                             
11
澳門特別行政區，《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刊登日期：2011 年 5 月.3 日 

網站：http://bo.io.gov.mo/bo/i/2011/18/lei05_cn.asp 
12
資料來源：全球青少年煙草調查中國部分，2014 年 

13
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澳門青少年煙草使用調查 2015》，2016 年 6 月 10 日  

報告網址：http://www.ssm.gov.mo/docs/10286/10286_6fcece6b5f55450ebe43d089aa975623_00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