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7 月 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9 年本港的毒品情況

目的 

本文件就 2019 年本港的毒品情況和政府因應最新毒品情

況所推行的禁毒工作，向委員提供資料。

背景 

2.  成 立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檔案室」)的目的，是提

供有關吸毒情況的統計數字，以監察吸毒趨勢和吸毒者特性的轉

變，以便制訂本港的禁毒策略和計劃。檔案室採用自願呈報系統，

記錄曾與呈報機構接觸而其個案又被這些機構呈報的吸毒者的資

料。呈報機構包括執法機構、戒毒治療及福利機構、專上院校、醫

院和診所。

3. 我們每季向禁毒常務委員會(「禁常會」)匯報及向外公布

檔案室所整理的統計數字。基於其性質，檔案室的統計數字不是計

量某段時間內本港確實的吸毒者人數，而是顯示一段時間內的吸

毒趨勢。

4.  我 們 亦 參 考 其 他 與 毒 品 情 況 有 關 的 資 料，包括每三年進行

一次的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與毒品有關的執法統計數字(例如

被捕人數、檢控及定罪數字)、相關研究，以及與毒品有關的數據

(例如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機構提供的住院統計數字)。

5.  上述數據及結果，就本港最新的毒品情況提供有用資料，

並支援以實證為本的模式制訂禁毒政策和措施的工作。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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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室的統計數字 

 
吸毒者概況 
 

6.  2019 年有關機構向檔案室呈報的吸毒者主要統計數字載

於附件。被呈報的吸毒者總人數在 2019 年持續下跌至 5 614 人，

較 2018 年的 6 752 人減少 17%。他們的平均年齡和首次吸毒平均

年齡分別維持在 41 歲及 19 歲。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

人數上升 1%（由 2018 年的 474 人升至 2019 年的 479 人），他們

的平均年齡及首次吸毒平均年齡則分別維持在 18 歲及 16 歲。  
 
7.  2019 年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人數為 1 544 人，較 2018 年

的 1 727 人減少 11%；21 歲以下的吸毒者人數上升 2%（由 2018
年的 366 人升至 2019 年的 373 人）。21 至 35 歲年輕成年吸毒者

所佔的比例仍處於較高水平（2019 年為 46%，2018 年為 48%）。 
 
8.  在首次被呈報的個案中，吸毒者的毒齡（即由初次吸毒至

被檔案室呈報機構呈報的時間）仍然高企，半數至少達 5.5 年（2018
年為 4.9 年）。  
 
吸食毒品種類 
 
9.  被呈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總人數（3 471 人）繼續高於

吸食麻醉鎮痛劑的總人數（2 874 人）。在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中，

有關數字的差別更為明顯（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及麻醉鎮痛劑的人

數分別為 1 336 人及 181 人）。海洛英仍然是被呈報吸毒者最常吸

食的個別毒品，2019 年被呈報的吸食總人數為 2 872 人，較 2018
年的 3 626 人減少 21%。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繼續是最

常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其次是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

及可卡因。被呈報吸食「冰毒」的總人數減少 18%（由 2018 年的

1 570 人減至 2019 年的 1 291 人），被呈報吸食三唑侖／咪達唑侖

／佐匹克隆的總人數則減少 10%（由 2018 年的 926 人減至 2019
年的 838 人），被呈報吸食可卡因的總人數亦減少 24%（由 2018
年的 988 人減至 2019 年的 751 人）。大麻排行第四，但被呈報的

吸食人數卻上升 5%（由 2018 年的 483 人升至 2019 年的 506 人）。

氯胺酮排行第五，被呈報的吸食人數減少 19%（由 2018 年的 501
人減至 2019 年的 4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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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麻是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最常吸食的危害

精神毒品，其次是可卡因及「冰毒」。吸食大麻的人數有所增加，

被呈報的吸食人數上升 48%（由 2018 年的 154 人升至 2019 年的

228 人）。相反，被呈報吸食可卡因及「冰毒」的人數則分別減少

22%（由 2018 年的 259 人減至 2019 年的 203 人）及 25%（由 2018
年的 87 人減至 2019 年的 65 人）。  
 
吸毒原因及地點 
 
11.  最普遍的吸毒原因是「避免因沒有吸食毒品而感到不適」、 

「解悶／情緒低落／壓力」及「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吸毒地

點方面，54%的被呈報吸毒者只曾在自己或朋友家中吸毒。  
  
執法 

 
12.  2019 年與毒品有關的被捕總人數 1下降 43% （由 2018 年

的 4 240 人降至 2019 年的 2 399 人），當中最多案件涉及「冰毒 」

（佔 24%），其次則涉及可卡因（佔 18%）。所有被控干犯與毒品

有關罪行的總人數下降 20%（由 2018 年的 3 030 人降至 2019 年

的 2 435 人），當中有 11 名 16 歲以下人士因販毒而被定罪（2018
年為 4 人）。  
 
 
主要毒品趨勢 

 
13.  上述數據及結果，反映了以下的主要毒品趨勢︰  
 

(a) 被呈報的吸毒總人數持續下降，但青少年吸毒有增加的跡

象—檔案室的資料顯示，2019 年被呈報的吸毒者總人數持

續下降（上文第 6 段）。2019 年的下降幅度頗為顯著，

比 2018 年下降 17%。然而，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吸毒者人

數在 2019 年輕微上升，反映青少年吸毒有增加的跡象（上

文第 6 段）； 

 

                                                 
1 由於警方調配大量資源，以應對 2019 年 6 月起出現的大型公眾活動，被捕人

數的減少，未必充分反映下半年的實際毒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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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首次被呈報吸毒者人數持續下降，但年輕成年人所佔比例

仍然較高—首次被呈報吸毒者人數於 2019 年錄得下降，

比 2018 年減少 11%，但年輕成年人（ 21 至 35 歲）所 佔的

比例仍處於較高水平（46%）（上文第 7 段）；  
 

(c)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仍然普遍，吸食大麻的人數亦有所增加

—「冰毒」仍然是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但吸食人

數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吸食大麻的人數有所上升，尤其

是 21 歲以下者（上升 48%）（上文第 9 及第 10 段）；以

及 

 
(d) 隱蔽吸毒問題仍需關注—在首次被呈報的個案中，吸毒者

的毒齡中位數為 5.5 年（ 上 文 第 8 段），而最普遍的吸毒

地點為吸毒者自己或朋友家中（上文第 11 段），顯示仍

需繼續關注隱蔽吸毒的問題。 

 
 
禁毒工作 

 

14.   我們的禁毒政策及措施一直以來建基於多管齊下的策略，

涵蓋預防教育和宣傳、戒毒治療和康復服務、立法和執法、對外合

作及研究。禁毒是長期工作，須持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協力進行，

以應對最新的毒品趨勢。因應上文第 13 段所述的主要毒品趨勢，

我們將循下文概述的方向推展主要禁毒措拖。  
 
預防教育和宣傳  
 
15.    未來幾個月的預防教育和宣傳工作將繼續加強社區對毒

品問題的認知（特別是吸食大麻、可卡因及「冰毒」的禍害），推

動及早辨識隱蔽吸毒者，以及鼓勵吸毒者及早求助。其中，我們會

繼續利用不同的媒體及社區平台發放禁毒訊息，冀能盡量接觸不

同的目標羣組，尤其是青少年及年輕成年人。我們會持續與不同機

構（包括非政府機構及傳媒機構）合作，舉辦合適的禁毒計劃。我

們亦會繼續推廣 24 小時電話熱線「 186 186」及即時通訊服務

「98 186 186」，以鼓勵吸毒者求助。同時，我們會加強向不同種族

人士進行預防教育和宣傳，務求將我們的禁毒運動擴展至涵蓋社

會不同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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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 們 留 意 到 21 歲 以 下 被 呈 報的吸 食 大 麻 的 青 少 年 人 數 有

所 增 加（ 2019 年 的 數 字 較 2018 年 增 加 48%），情況令人憂慮。少

數海外司法管轄區將使用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以及將有關議題納

入國家議程討論，加上多種大麻產品（包括食品、飲料、用於皮膚、

頭髮或指甲的外用產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在部分海外司法管轄區

有售，或會令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加誤以為大麻無害。我們自

2019 年起已加強工作，提升公眾對大麻禍害的認知，尤其是提供

有關吸食大麻禍害的正確資訊以糾正錯誤觀念，以及協助辨識大

麻產品。近月，我們推出了一系列針對大麻的宣傳，包括新的海報、

小冊子及詳細資料，主要向公眾提供大麻禍害及其他有關資訊。我

們亦在 2020 年 6 月推出了新的政府電視宣傳短片及相應的電台宣

傳聲帶，呼籲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拒絕大麻及維持健康及正面的

生活模式。我們亦安排在 2020 年 6 月播放一系列電視節目，針對

公眾對大麻的誤解，以及向家長提供建議，幫助他們辨識子女吸食

大麻和為子女提供協助。  
 
17.    未來，我們會鞏固持續推行的措施，並會研究利用新的方

法和渠道，呼籲公眾（尤其是青少年）遠離大麻及其他毒品。我們

會向公眾發放清晰及絕不含糊的訊息，表明使用、製造及販運毒品

（包括大麻）均屬違法，日後亦將會如是。  
 
18.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藥物資訊天地」）是禁毒預

防教育和宣傳活動的中心，會繼續為目標羣組推行不同計劃，包括

舉辦展覽、活動和分享會，向青少年推廣健康生活，以及為學生、

家長及禁毒伙伴安排參觀和講座等。為加強藥物資訊天地作為禁

毒教育及專業交流中心的角色，我們正着手準備為該處進行翻新

工程，其硬件和展品均會提升，以配合最新的毒品趨勢及預防教育

和宣傳策略。相關的翻新工程預計將於 2021 年年初展開。  
 
19.    學校方面，我們會繼續為教師、學校管理人員及學校舉辦

禁毒培訓課程及計劃。我們亦會繼續進行宣傳，以鼓勵中學參與含

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及「參與體育、拒絕毒品」計劃。 

 
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20.    我們採取多種模式向有不同需要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

和康復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非政府機構在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

推行的自願住院計劃、非政府機構以社區為本營辦的濫用精神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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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者輔導中心及戒毒輔導服務中心、衞生署管理的美沙酮自願門

診治療計劃、醫院管理局七個醫院聯網轄下的物質誤用診所，以及

懲教署在轄下戒毒所推行的強迫戒毒計劃。  

 
21.   我們在  2018 年  3 月發布了《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三年計劃（2018-2020）》（「三年計劃」），就戒毒治療和康復

服務建議策略性方向，以應對當前的吸毒情況，目的是協助禁毒服

務提供者檢討和制定這三年期間的計劃及項目。我們會一如既往，

聯同各有關方面作出監察和適當協調，以按照「三年計劃」中的策

略性方向推動有關措施。禁毒處亦已就下一個涵蓋 2021 至 2023
年的三年計劃開展諮詢持份者的工作。 

 
禁毒基金  
 

22.   禁毒基金一直資助值得推行的禁毒項目，成立以來直 至

2020 年 5 月 為 止 ，合共撥款超過港幣 16.4 億元，資助超過 1 500
個涵蓋全港及分區的預防教育和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以及研究

方面的項目。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將按最新的毒品情況和禁常

會的意見，就年度的禁毒基金一般撥款計劃訂定具體的優先考慮

範圍，為申請人／機構提供指引，協助其籌劃合適的禁毒項目，應

對最新的毒品問題。最新的毒品趨勢將為訂定來年一般撥款計劃

撥款工作的優先考慮範圍提供基礎。 

 
立法、執法及對外合作  
 

23.  我們會繼續保持警覺，密切留意海外和本地毒品的趨勢。政

府不時因應各項有關因素，適當地建議修訂《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和《化學品管制條例》（第 145 章），把新的物質納入法

例規管。有關因素包括國際規管要求、有關物質的用途和有害影

響、物質在本地和海外的濫用情況、禁常會及有關部門的建議等。

這是恆常工作，旨在確保香港的執法機關能有效地應對最新的毒

品發展形勢。2020 年 5 月，我們向立法會提交了修訂《危險藥物

條例》和《化學品管制條例》的附屬法例，將五種危險藥物及三種

前體化學品納入管制。有關修訂將於 2020 年 7 月生效。因應本地

情況和國際規管的要求和做法，我們現正準備進行新一輪立法工

作，以管制新興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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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執法機關會繼續針對毒品供應源頭，通過堵截危險藥物非

法進口、加強巡邏毒品黑點、進行網上巡邏，以及採取其他措施，

打擊販毒活動。 

 
25.  至 於 對 外 合 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代 表 會 繼 續 以 中 國

代 表 團 成 員 的 身 份，參 與 國 際 平 台（ 例 如 聯 合 國 麻 醉 藥 品 委 員 會 ）

的 各 項 活 動，以 知 悉 國 際 間 毒 品 的 最 新 發 展。執 法 機 關 亦 會 繼 續 與

區 域 和 國 際 伙 伴 保 持 合 作，包 括 保 持 聯 絡 及 進 行 情 報 交 流，以 合 力

打 擊 販 毒 活 動 。  
 

 

徵詢意見 

 
2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保安局 

禁毒處  
2020 年 6 月  



附件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2019年主要統計數字 

 
 

吸毒者概況  
 
(1) 2019年被呈報的吸毒者總人數為 5 614人，較 2018年的     

6 752人減少17%；  
  
(2) 被呈報的 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人數增加 1%（由 474人增

至 479人）。學生佔該被呈報吸毒者年齡組別的比例，在

2019年為26%，2018年則為20%；  
 
(3) 2019年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人數（1 544人），較2018年（  

1 727人）減少11%，當中21歲以下的吸毒者人數增加2%（由

366人增至 373人）， 21歲或以上的吸毒者人數則減少 14%
（由1 361人減至  1 171人）。21至35歲年輕成年人吸毒者

所佔的比例仍處於較高水平（ 2019年為 46%， 2018年為

48%）；   
 
(4) 2019年半數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已吸毒至少5.5年（2018年

的數字為4.9年）。在首次被呈報的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

當中，半數已吸毒至少0.9年（2018年為的數字1.1年）；   
 
(5) 男性吸毒者人數下跌17%（由5 428人跌至4 493人），女性

吸毒者人數亦下跌15%（由1 324人跌至1 121人）；   
 
(6) 與2018年比較，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的平均年齡和首次

吸毒平均年齡分別維持在18歲和16歲。所有吸毒者的平均

年齡及首次吸毒平均年齡則分別維持在41歲及19歲；   
 
吸食毒品種類  
 
(7)  2019年被呈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數（3 471人）持續較

吸食麻醉鎮痛劑的人數（2 874人）為多。在首次被呈報者

中，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數（1 336人）遠多於吸食麻醉



鎮痛劑的人數（181人）；   

 
(8)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數較2018年下跌13%（由4 000人減

至3 471人），吸食麻醉鎮痛劑的人數（絕大部分為吸食海

洛英者）亦下跌21%（由3 627人減至2 874人）；   
 
(9)  海洛英仍然是被呈報吸毒者最常吸食的個別毒品。2019年

被呈報吸食海洛英的總人數為 2 872人，較 2018年的 3 626
人下跌21%；   

 
(10)  2019年，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繼續是最常被吸

食的危害精神毒品。被呈報吸食「冰毒」的人數較2018年
減少 18%（由 1 570人減至 1 291人），當中 5%為 21歲以下

者。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排第二，可卡因排第三。

被呈報吸食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的人數減少 10%
（由926人減至838人），當中沒有人是21歲以下。被呈報

吸食可卡因的人數較 2018年減少 24%（由 988人減至 751
人），當中27%為21歲以下者。大麻排第四，被呈報的吸食

人數增加5%（由483人增至506人）。氯胺酮排第五，被呈

報的吸食人數減少19%（由501人減至405人）；   
 
(11)  與2018年比較，被呈報吸食其他主要危害精神毒品的人數

如下：吸食硝甲西泮的人數減少42%（由24人減至14人），

吸食咳藥的人數減少10%（由280人減至252人），吸食亞甲

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的人數則減少7%（由41人減至38人）；  
 
(12)  被呈報的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當中，吸食大麻的人數上

升48%（由2018年的154人升至2019年的228人），吸食可卡

因的人數則減少 22%（由 2018年的 259人減至 2019年的 203
人），吸食「冰毒」的人數亦減少25%（由2018年的87人減

至2019年的65人）；   
 
(13)  與 2018年比較， 2019年吸食多於一種毒品的人數減少 15%

（由1 538人減至1 313人） 1；  
 
 

                                                 
1  分析個別毒品種類時，吸食多於一種毒品的人會被重複點算，因而會出

現「多次點算」同一名吸毒者的情況。 



其他  
 
(14)  被呈報吸毒者吸毒的最普遍原因為「避免因沒有吸食毒品

而感到不適」（47%）、「解悶／情緒低落／壓力」（45%），

以及「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32%）。至於21歲以下的

青少年吸毒者，最普遍的吸毒原因為「想和同輩朋友打成

一片」（56%），其次為「解悶／情緒低落／壓力」（42%）

及「尋求快感或官能上的滿足」（28%）；  
 
(15)  被呈報吸毒者中，有 54%只曾在自己／朋友的家中吸毒，

23%曾在自己／朋友家中及其他地點吸毒，餘下的 23%只

曾在其他地點吸毒。至於被呈報的 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

者，三個最普遍的吸毒地點分別為自己／朋友家中（63%）、

休憩地方／公園／公廁等公眾地方（25%），以及會所／大

廈／酒店／酒吧內舉行的派對場合（19%）；   
 
(16)  被呈報吸食海洛英及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者，吸

食次數一般相對較頻密，每月的中位數為60次。其他被呈

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者每月吸食次數遠比前者少（例如吸

食咳藥者為30次；吸食氯胺酮者為12次；吸食「冰毒」者

為11次；吸食硝甲西泮者為8次；吸食可卡因者為7次；吸

食大麻者則為4次）；以及  
 
(17)  70%的被呈報吸毒者曾被定罪，大多涉及只與毒品有關的

罪行（ 36%）或同時涉及與毒品有關的罪行及其他罪行

（23%），10%只涉及其他罪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