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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回應校園濫藥問題立場書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SCMHK)是大專基督徒學生合一組織 (Ecumenical 
Organization) ，本著「關心社會、踐行公義、見證基督、推廣天國」的宗旨開展

學生事工。 
 

我們反對校園自願或強制驗毒的建議，原因如下︰ 
 
校園自願驗毒非自願 

自願可分為三種：學校的自願、家庭的自願及學生本身的自願。大家還記得

中學時代的處事手法通常是學校派通告給家長，由家長簽妥後交回學校，試問這

是家長的意願還是學生的意願呢？即使家長與學生的關係好好，家長的一句「你

又無吸，怕咩驗？」，學生可能已經無甚麼可以說。即使只是學生的個人簽署，

若其他朋友都簽，自己不簽；又或是老師的一句「你又無吸，怕咩驗？」，已足

以令學生難以完全獨立地思考是否接受驗毒。所謂的「自願」在班房或學校的權

力關係下，也變得與「強制」分別不大。 
 
嚴重侵犯青少年人權 

若果這樣的「自願」驗毒變成與強制沒有分別，便會嚴重侵犯青少年的人權。

無濫藥的也要被檢驗，會使學生變得無尊嚴，與監犯有何分別呢？而且無論是驗

尿或是驗頭髮皆涉及個人私隱如基因圖譜等，資料若外泄更會引起嚴重後果。 

另外，驗毒只限於青少年，而不適用於成年人，完全是年齡歧視的表現。兒

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及青少年擁有基本的人權，而人權的設立正正是保護個人免

於國家機器的操控和壓逼，驗毒乃國家機器透過學校進行的層壓式控制，這種控

制更以健康為由直達青少年的身體，例如我們不少男生都經歷過中學時期以身體

檢查為由，醫護人員脫褲驗陽具的經驗。 

雖然不少人認為傷害身體和生命是錯誤的，但在尊重個人的自由下，人仍是

容許有其個人選擇，例如有國家容許合法買賣大麻，香港亦可買賣香煙和酒。況

且若政府和社會大眾真的重視個人健康，就請改革以考試為本學校競逐 banding

的教育制度，因為睡眠不足及極大壓力的學習環境，比藥物對青年人和兒童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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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更大，影響範圍更廣。我們都經歷過公開考試的壓力，不少學生都在會考或高

考後至少近視深一百度，或開始有皮膚病、濕疹和背痛等慢性疾病。 

 
驗毒無助解決問題 

驗毒無助解決青少年或整個社會濫藥的問題，因為並沒有根本地處理濫藥

問題的根源。年青人濫藥成因複雜，當中離不開家庭、學校和社會氛圍等因素。

在家中父母與子女缺乏溝通，家庭中沒愛，或者只有以「愛」為名的控制而沒有

根本地尊重子女。學生在校無所用心，有的不想用功讀書，無目標亦無成功感；

即使努力讀書，在社會流動漸漸失效的情況下，大學生畢業也只有四千元、失業

率偏高及貧富懸殊嚴重等等，令學生對前景更迷惘。空虛加上好奇，於是青年人

便尋找短暫興奮和刺激；再加上與祖國關係密切，藥物來源廣大價格便宜，濫藥

人數自然上升。 
政府推出驗毒是治標不治本，政府一手製造貧富懸殊，令社會越來越無希

望；一手打擊無望社會的表徵，製造關心人民的假象。即使政府可以把濫藥青少

年逐一抽出並軟硬兼施令他們「戒毒」，社會的毒還是會以其他方式展現出來，

例如自殘身體、自殺或各種精神病。政府要做的除了是繼續加強打擊毒品來源，

提高年青人對濫藥問題的認知，更重要的是為下一代提供有希望有未來的前景，

不要讓社會流動僵化和貧富懸殊擴大。。 
 
驗毒帶來其他問題 

驗毒無助解決整個社會無希望以至香港人濫藥的問題，反而製造更多新問

題。驗毒帶來的是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學校、家長和同學對濫藥青年人的

「特別待遇」，包括要學生接受警告或戒毒治療甚至檢控，均會把青年人推向進

一步濫藥的深淵，因為這會令青年人感到學校和家長的壓力，更討厭學校這個環

境，青年人也認為自己被標籤甚至被檢控了無前途，就更以濫藥來麻醉自己。 
禁毒專員黃碧兒曾於二月十八日出席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辦「強制毒品測試

孰好孰壞」論壇，提及被發現有濫藥的學生的測試結果會保密，而且學校的接納

文化將予學生改過自新的機會，同學們亦會互相關懷和幫助，假若每個人都抱有

這種態度，標籤問題自然不會存在。然而這樣的想法完全是將問題簡單化，試想

想當老師發現學生吸毒，校方會有什麼行動？就以剛過去星期六的新聞為例，一

名喇沙中四生被同學老師發現吸毒及藏毒，即被檢控及須到裁判院受審，大家認

為基於學校的聲譽，該學生將有何待遇呢？同學老師又能否以關懷互助的態度消

除標籤呢？這個例子實在反映政府對校園文化存在很天真很傻的幻想。 
另一方面我們也質疑學校有沒有能力跟進驗毒後繁重的工作，老師因各種教

改和融合教育政策已忙得不可開交，並沒有時間精力跟進濫藥學生，我們並不希

望這邊廂嘗試解決學生濫藥問題，那邊廂老師壓力大得要濫藥或精神崩潰。此外

有網民亦指出學校之間鬥成績鬥高 banding 的風氣，驗毒計劃只會被學校濫用，

把成績差的學生順道開除，以保持學校的競爭力。 
 



驗毒與教育改革目標相違背 
近年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期望一改以往求學只是被動地吸收知識的傳統

(填鴨式教育)。教育改革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和發展學習興趣與能力，不再只重視

成績，而是照顧學生全面的人格發展，培養自主學習、獨立思考且有通識能力的

學生。反觀是次驗毒計劃，學生處於被動的角色，學校、家長等成人群體由上而

下的權威壓向來青少年，學生並沒有拒絕的餘地，也沒有反思及回應的空間，違

反教改期望學生能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的目標。另一方面驗毒只是將社會問題的

責任推至青少年身上，卻沒有宏觀分析濫藥問題及如何從根源入手處理，違反通

識要求學生擴闊視野和多角度思考的教育目標。 

課程固然重要，然而學生也透過驗毒這些學校措施的非形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和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被告知自己是不被尊重和不應獨立思

考，更千萬不要發揮通識課程提倡的多角度思考和國際視野，因為這樣就會發現

整個社會的虛偽，例如以為驗毒可以解決社會濫藥問題，和口口聲聲鼓勵學生獨

立思考，骨子裏卻最喜歡服從不發問的好寶寶。 

 

暴力壓逼一代傳一代 

所謂的自願驗毒在學校的權力場景下，無異於強制驗毒，其實是一種暴力。

學生並沒有發聲的空間，只是單方面順從學校和家長的意願，可見青年人經常不

被尊重。普遍來說成年人對濫藥的青年人存有偏見，青年人要得到成人的關愛，

就要成為符合他們心目中品德良好的人；而不論社會有多變態，青年人也要勤奮

向上，甚至不惜以折磨自己的方式(通宵達旦溫習和埋沒自己願望)來完成，才能

得到家長、學校和成年人的愛。青年人學習到：他們獲取的愛是有條件的。 
在這樣一個充滿暴力、不被尊重和有條件的愛的環境下成長，下一代只會學

習到暴力和控制，並將暴力一代一代延續下去。社會變成這樣，我們無法計算其

損失。因此，學校、家長和社會需要營造一個尊重青年人的環境，新一代才能學

懂和平、尊重和愛，才能建立真正的自信和自我。有自尊自我的人，才有強壯的

心靈，去拒絕表面愛我們其實傷害我們的人，即是那些政府廣告宣傳的介紹我們

濫藥的朋友，又或是以「愛」為名踐踏我們尊嚴的家長、老師和政府。 
 
結語 

綜觀歷史，濫藥可以成為風氣，常常與國力和人民生活素質有關。香港現時官商

勾結、政策向財團傾斜、財富分配不均、缺乏階級流動和貧富極端懸殊，才是社

會最大的毒藥，讓人無前景無希望，自然濫藥逃避生活的殘酷。即使以強制的方

法遏止濫藥，社會深層的問題沒有解決，只會以其他方式展現出來，例如近年不

斷增加的精神病、賭博、家庭暴力甚至自殺自殘個案。我們促請政府和議員不要

推行校園強制或自願驗毒計劃，而以針對社會深層問題如貧富懸殊和政策傾斜財

團入手解決濫藥問題，不要將無望社會的問題投射到青年人身上。 

 

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