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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認識吸毒所帶來的影響，反思毒品的禍害，灌輸使用藥物的正確態度。

 從執法人員致力打擊與毒品有關的罪行、維護社會治安的行動中，明白社會規範、

規則和法律的目的及作用。

 藉着認識參與不法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明白奉公守法的重要，培養守法意識。

價值觀

  從劇中人物的遭遇，認識毒品對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禍害。

  透過認識毒品交易的不同途徑，了解毒販銷售毒品的手法，藉以提高警覺，不要

誤墮毒網。

 通過執法人員的講解，認識有關販毒的行為和刑罰。

知識

  透過探討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掌握自我管理的能力。

 懂得分辨事實與意見、判斷信息的真確性與可信性，掌握多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

 藉着探討劇中人物的錯誤行為，學會對事情作出有理據的推測和評估，掌握慎思明

辨的能力，並從他們的交往和相處中，明白結交新朋友及選擇朋友時的正確態度。

技能

學習 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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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 教學目標 講授時間 學與教資源

一 故事大綱 簡介微電影的內容大要 2分鐘 小冊子頁 5

播放微電影第一節（15 分鐘）

二 停機討論 I

讓學生認識青少年吸毒的主

要原因，提醒他們要小心交

友、避免瀏覽宣傳毒品的網

站，以及流連不正當的娛樂

場所，遠離毒品 。

5分鐘 小冊子頁 6 - 7

播放微電影第二節（20 分鐘）

三 停機討論 II

引導學生明白結交朋友及選

擇朋友的正確態度，加深他

們對執法人員調查毒品罪行

的認識。

4分鐘 小冊子頁 8

四 停機討論 III

深化學生對毒品禍害及毒品

罪行罰則的認識，明白吸毒

不但害己，更會破壞家庭關

係，協助他們遠離毒品，做

個守法公民。

4分鐘 小冊子頁 9

五 參考資料  提供資料予老師作教學補充 小冊子 10 - 15

六 警務錦囊  幫助學生了解打擊毒品罪行的執法部門 小冊子 16 - 18

討論 程流 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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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Victor 和 Anthony 三人準備在晚上運送一批毒

品，其間發現有警察巡查，於是與警察展開追逐戰。三人

因行蹤暴露而互相猜疑，Tommy 被懷疑是洩密者而遭到

毆打，令他回憶起當初受到朋輩慫恿而吸毒的往事。三

人後來分開行事，其間 Anthony 為私吞毒品而暗中出賣

Victor 和 Tommy，向警方透露二人行蹤，導致他們被捕。

在警方的盤問下，Victor 和 Tommy 將販毒過程和盤托出，

而 Anthony 最終亦難逃法網。

故事 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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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停機 論討

為甚麼 Anthony 等人遇到警察巡查屋邨時要帶走所有物品逃跑？

Anthony 在屋邨單位營運製毒工場，他知道藏有或販賣毒品屬於嚴重罪行，因此帶上所有與毒

品有關的物品逃跑，以免人贓並獲。

1

為甚麼 Tommy 和 Mary 會嘗試吸食大麻煙？

Tommy 和 Mary 因為受到朋輩的慫恿和壓力，誤信大麻不是毒品，並認為就算大麻是毒品，

自己也能駕馭，不會上癮，因而嘗試吸食大麻煙。

2

為甚麼 Victor 剛認識 Tommy 便與他稱兄道弟，還不斷向 Tommy 推介毒品？

因為 Victor 想令 Tommy 放下戒心，並極力慫恿 Tommy 吸食毒品，讓他染上毒癮，加深他對

毒品和自己的依賴，以便操縱及利用他為自己販賣毒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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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近年毒販多利用互聯網兜售毒品，導致涉及青少年的毒品案件呈

上升趨勢。 知識

	 除娛樂場所外，青少年多在自己或朋友家中吸毒。 知識

	 大麻是 21	歲以下吸毒人士中最常吸食的毒品。 知識

	 受到同輩朋友影響、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是導致青少年吸毒的主要原因。青少年要

小心選擇朋友。 技能

	 受一些國家將大麻合法化影響，青少年誤以為吸食或藏有大麻不是犯法行為，即使被捕

亦只會輕判。 技能 	 價值觀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附表 1，大麻是毒品，其禍害與可卡因等傳

統毒品無異，青少年切勿接觸或吸食。 知識 	 價值觀

	 吸食和藏有大麻均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罰款	100	萬港元及監禁	7	年，青少年不要以身

試法。 知識 	 價值觀

警方認為因毒品問題而被補的青少年人數呈上升趨勢的原因是甚麼？

社交媒體的普及，令青少年更容易在網上結識不良分子，同時增加了毒販的接觸面，讓他們更

容易向青少年販賣毒品。其實網上販賣毒品亦同樣觸犯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

第 4條販運危險藥物，最高可被判罰款 500 萬港元及終身監禁。

4

為何近年青少年濫用大麻個案不斷上升？吸食或藏有大麻的最高刑罰是甚麼？

這與近年一些國家將大麻合法化，給予青少年錯誤觀念，以及毒販利用社交媒體販毒有關。根

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第 8條，吸食或藏有大麻均屬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

罰款 100 萬港元及監禁 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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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參與違法行為會導致自己身陷險境，甚至被拘捕判囚。 知識

	 不法分子之間只有利益，沒有真正的友誼；青少年交友要帶眼識人。 技能

	 犯罪行為必定會留下痕跡，警方一定會將罪犯繩之於法；青少年凡事要三思，不要心存

僥倖。 技能 	 價值觀

為甚麼 Victor 和 Tommy 互相指摘對方是「內鬼」？真正的「內鬼」是誰？

因為在他們發現警方巡查前，Victor 曾以手提電話與外界聯絡，而 Tommy 則被指叫 Mary 不

用到工場附近交收毒品，應該是早知有警察埋伏，故兩人互相指摘對方是「內鬼」。真正的「內

鬼」是Anthony。犯罪分子之間是沒有真正友誼的，他們會不惜一切，包括出賣身邊的人，以

維護一己私利。

1

警方盤問疑犯和搜集證據時，採取了哪些措施以確保調查是公平、公正的？

警方在盤問疑犯前會清楚說明疑犯所享有的權益，並會錄影整個盤問過程；警員在搜屋時，疑

犯亦會跟隨，目擊整個過程；18歲以下的疑犯更會安排家長或監護人在場，以確保調查公平、

公正。

2

II停機 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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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吸毒不但損害個人健康，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還會導致家庭關係破裂，禍延下一代。

知識 	 價值觀

	 警方在盤問疑犯和搜證時，會錄影整個過程；在對 18 歲以下人士作出調查時，更會要

求家長或監護人在場，以保障疑犯的權利。 知識

	 毒品害人，影響一生！不可一，不可再！青少年必須遠離毒品，活出健康人生。

知識 	 技能 	 價值觀

III停機 論討

吸毒對 Mary 的身體造成甚麼影響？

Mary 因為長期吸食大麻及其他毒品，以致經常感到暈眩，還出現幻覺和幻聽。有關吸食不同

種類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可參考頁 10的相關資料。

2

根據退休裁判官曾繁凱所述，在香港販運毒品的最高刑罰是甚麼？青少年如協助毒販販運毒品

到海外，最高可被判甚麼刑罰？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第 4條販運危險藥物，最高刑罰是罰款 500 萬港元及

終身監禁。在某些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方干犯相關罪行，更有可能被判死刑。

3

Tommy 的母親為何會跪在地上飲泣？

母親知道兒子因販毒被捕，一方面自責，另一方面擔心兒子干犯嚴重罪行後需要承擔嚴重後

果，於是跪在地上飲泣，祈求警方放過兒子。根據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52條，

警方可以從裁判官取得手令以在疑犯處所進行搜查，並檢查任何可疑物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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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1 歲以下人士最常吸食的毒品

種類 毒品 俗稱 禍害 圖片

麻醉鎮

痛劑

海洛英
白粉、四仔、

美金
成癮、昏睡、壓抑呼吸、

噁心

美沙酮 蜜瓜汁

迷幻劑

大麻 草、牛、花
幻覺、情緒亢奮、協調

障礙、記憶力衰退、 血

壓及心跳加速、痙攣
合成大麻素 K2、Spice

鎮抑劑 γ - 羥丁酸 G水、迷姦水 呼吸困難、抽搐、焦慮

興奮劑

甲基安非他明
冰、凍嘢、

豬肉

冰瘡、抑鬱、幻覺、失

眠、中毒性精神病

可卡因
可樂、汽水、

滴滴

鼻腔、呼吸道受損、幻

覺、躁狂、精神錯亂

亞甲二氧基甲

基安非他明

搖頭丸、糖、 

E 仔

幻覺、心跳加速、協調

障礙、抑鬱、失眠、 心

臟或腎臟衰竭

鎮靜劑 三唑侖
藍精靈、       

白瓜子

昏睡、暈眩、抑鬱、協

調障礙、胎兒不正常

其他

氯胺酮 K仔、香水
幻覺、失禁、壞腦、記

憶力衰退、心臟受損

咳藥水 飲 B
反應遲鈍、腦部受損、

牙齒潰爛、精神錯亂

參考 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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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是毒品

由於吸食大麻會上癮，而且嚴重損害身心健康，因此聯合國一直把大麻列為受規管毒品。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含有大麻的產品皆受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管制，因此

在香港吸食、管有或販賣大麻，均屬違法。

由於社交網絡平台興起，部分毒品交易轉以網上形式經營，覆蓋範圍廣泛，青少年因而更

容易獲得相關資訊；加上部分人鼓吹吸食大麻並不會觸犯法例，令人誤以為服用大麻合法，

以致大麻近年在年輕人的圈子逐漸流行，加劇了青少年濫用藥物的問題。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大麻屬受法例管制的毒品，販運和吸食大麻均屬違法。

「消遣用大麻」所帶來的錯誤觀念

部分西方國家如加拿大、烏拉圭等，把銷售「消遣用大麻」在全國範圍合法化；美國亦有

個別州份將「消遣用大麻」列為可合法使用，但在聯邦政府層面仍屬非法。相關的做法可

能會讓公眾形成錯誤的觀念，以為服用或藏有大麻合法，帶來不良的影響。

毒品罪行可被判嚴重刑罰

不少國家或地區均採取嚴厲手段，對付涉及毒品的罪行，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

國家均設有死刑作為販運毒品的最重刑罰。雖然香港不設死刑，但涉及毒品的罪行最高可

判處終身監禁。

香港吸食毒品人數

青少年（21 歲以下）吸食毒品種類的變化

香港吸毒者總人數變化

年份 人數

2015 年 8,777

2016 年 8,248

2017 年 6,883

2018 年 6,752

2019 年 5,614

21 歲以下香港吸毒者人數變化

年份 人數

2015 年 689

2016 年 521

2017 年 468

2018 年 474

2019 年 479

（資料來源：禁毒處）

吸食大麻的人數

年份 人數

2018 年 154

2019 年 228

吸食可卡因的人數

年份 人數

2018 年 259

2019 年 203

吸食「冰毒」的人數

年份 人數

2018 年 87

2019 年 65

（資料來源：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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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部門打擊毒品罪行

香港警務處毒品調查科和香港海關（海關）毒品調查科，皆是香港專門打擊販毒活動的執

法部門，近年先後破獲多宗與毒品有關的嚴重罪行，檢獲大批毒品。

檢獲毒品數量

2020 年，警方和海關共檢獲 368 公斤海洛英、473 公斤氯胺酮（「Ｋ仔」）、1,499 公斤

甲基安非他明（「冰毒」）、 1,269 公斤可卡因、5,994 粒「搖頭丸」類藥片及 1,071 公

斤大麻 ( 包括大麻草、大麻植物及大麻樹脂 )。

此外，執法人員在機場偵破了 107 宗涉及大麻或含大麻成分產品的案件，檢獲量超過 500

公斤，市值則逾 6,700 萬元；其中 44 宗是在同年 7月 1日以後偵破，檢獲超過 380 公斤

懷疑大麻及懷疑含大麻成分產品，估計市值超過 4,500 萬元。

拘捕與毒品罪行有關的人數

2020 年，因觸犯毒品罪行而被捕的有 3,849 人，其中 

1,952 人因製毒、販毒或管有大量毒品等嚴重毒品罪

行而被捕；因觸犯輕微毒品罪行（例如管有小量危險

藥物供個人吸食）而被捕的有 1,897 人。

警方執法的依據舉隅

近年，香港警察發現毒販多透過互聯網進行毒品交易，並成功作出多項檢控。根據香港法

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第 4 條的規定，警方可以「向他人供應危險藥物」的罪名，

拘捕並起訴毒販。此外，警方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第 4 條「販運

危險藥物」條例，控告參與毒品罪行人士，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 500 萬港元及終身

監禁。

如老師想知道更多關於教導學生拒絕毒品的好方法，可以瀏覽以下網址或掃描二維碼：

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https://www.druginfocent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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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案例

最年輕涉毒疑犯

2020 年 12 月底，海關截查兩個美國寄港郵包，發現內藏市值 70 萬港元的大麻花。海關

追查郵寄地址，拘捕 4 名中學生，年紀最小的只有 12 歲，是歷來最年輕涉毒疑犯。

未成年疑犯遭重判入獄

2019 年，法庭就一宗關於 15 歲少女運毒案宣判。該名少女聲稱為幫補家計而販運價值

2,000 萬的可卡因過關，結果被海關截獲。少女在庭上稱小時候由於缺乏家庭溫暖而誤交

損友，承認所犯罪行，法庭判她監禁 17 年。

域外涉毒罪行可被重判

2017 年 6 月，一名 26 歲香港男子因串謀他人在新西蘭販運共重 500 公斤，市值近 4.48

億新西蘭元的冰毒而被判囚 23年。

2010 年至 2020 年因涉及「嚴重毒品罪行」而被警方拘捕的青少年
（21 歲以下）數字

人數

年份

800

600

400

200

2010

785

2011

693

2012

617

2013

625

2014

445

2015

399

2016

325

2017

238

2018

202

2019

144

2020

318

0

（資料來源：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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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例》舉隅

  第 4 條 危險藥物的販運

任何人不得販運危險藥物；提出販運危險藥物或提出販運他相信為危險藥物的物質；

作出或提出作出任何作為，以準備販運或目的是販運危險藥物或他相信為危險藥物的

物質。任何人違反規定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5,000,000 及終身監

禁。

  第 4A 條 販運看來是危險藥物的物質

任何人不得販運其表示或顯示為危險藥物，但事實上並非危險藥物的物質；提出販運

其表示或顯示為危險藥物，但事實上並非危險藥物的物質；作出或提出作出任何作為，

以準備販運或目的是販運其表示或顯示為危險藥物，但事實上並非危險藥物的物質。

任何人違反規定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500,000 及監禁 7年。

  第 6 條 危險藥物的製造

任何人不得製造危險藥物；作出或提出作出準備製造或目的是製造危險藥物的作為。

任何人違反規定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5,000,000 及終身監禁。

  第 8 條 管有危險藥物非作販運用途及危險藥物的服用

任何人不得管有危險藥物；吸食、吸服、服食或注射危險藥物。任何人違反規定即屬

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1,000,000 及可處監禁 7年。

  第 9 條 大麻植物及鴉片罌粟的栽植及經營

任何人不得栽植任何大麻屬植物或鴉片罌粟；不可供應或獲取任何大麻屬植物或鴉片

罌粟；不可以任何方式經營或處理任何大麻屬植物或鴉片罌粟。任何人違反本條的任

何條文，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5 年。

《危險藥物條例》賦予執法部門的權力舉隅

  第 52 條 1A

任何警務人員及海關人員可對某人進行搜查，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或督察級或以

上的海關人員，可要求註冊醫生或根據香港法例第 164 章《護士註冊條例》註冊或登

記或被當作註冊或登記的護士，檢查該人的體腔。

  第 52 條 1E

任何公職人員如有理由懷疑任何物品是可予扣押的物件，可將該物品扣押、移走及扣

留。

  第 52 條 10

可予扣押的物件包括根據本條例可予沒收或根據相應法律可予沒收或充公的金錢或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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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犯罪

在網絡世界，人們喜歡使用虛擬身份匿名行事，以致部分人覺得網絡世界不受法律規管，

犯法行為亦不會被發現。不少販毒分子更利用網絡世界販賣毒品，意圖避開執法部門的耳

目。事實上，網絡世界的行為不但有跡可查，而且同樣受法律規管。以下是常見的網絡罪

行及懲治該等罪行的法例：

科技罪案值得關注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電腦、互聯網和電訊或資訊器材的應用深入個人生活，涉及電腦的科

技罪案亦隨之急升，加上受疫情影響，市民更依賴網上活動，涉及科技犯罪的案件亦大幅

上升。

根據警方的統計，科技罪案數字由 2011 年的 2,000 多宗，上升接近 5 倍至 2020 年的

12,916 宗。科技罪案涉款金額逐年遞增，由 2013 年的 9.17 億元，上升至 2020 年的

29.64 億元，情況令人關注。另根據統計顯示，涉及個人與個人層面的網上購物騙案，在

各類科技罪案當中上升最多，2020 年首 11 個月共錄得 5,937 宗網上購物騙案，較 2019

年同期上升超過兩倍，佔整體科技罪案一半，損失金額逾 6,000 萬元。

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罪案形勢，警方呼籲市民注意網絡安全，並提醒身邊的親友提防網絡

安全威脅。

常見科技罪案 香港法例

偷取別人的遊戲幣或虛擬寶物
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60 條「摧毀或損

壞財產」

入侵他人的電腦
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在網絡購物或買賣線上遊戲虛擬寶物

時誘騙別人

第 362 章《商品說明條例》第 9 條「與商標有

關的罪行」

張貼或轉寄色情圖片或影片
第 390 章《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21條

「禁止發布淫褻物品」

於網絡非法發放複製音樂、遊戲及軟件
第 528 章《版權條例》第 24 條「以向公眾發放

複製品方式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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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調查科於 2021 年 4 月 2 日偵破歷來最大宗的可卡因案件，
總值超過 9億。

打擊黑社會、毒品、洗黑錢及網絡罪行的執法單位

香港警務處

毒品調查科

毒品調查科負責蒐集有關在本港和海外入口、製造和分銷毒品的情報。該科除直接採取執

法行動打擊在本地活動的罪犯外，還與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緊密合作，遏止與香港有關

的集團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活動。同時，該科會積極追查、凍結和充公販毒活動的收益，務

求令罪犯不能從中獲益。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負責調查複雜的有組織罪案和嚴重的三合會罪行。該科彙集各

方面的資源和專業知識，打擊極為複雜的集團式犯罪活動，包括洗黑錢活動，並確認、凍

結和充公非法涉及販毒活動的罪犯資產。該科更定期與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構聯絡，交換

情報，消弭和防止非法活動。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巡查娛樂場所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標誌

�香港毒品調查科標誌

警務 囊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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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負責維護香港的網絡安

全，以及預防和偵查科技罪案。該科亦專責處理電腦

法理鑒證及防止科技罪案的工作，並一直不遺餘力打

擊科技罪行，務求確保網絡安全，同時還與本地及海

外執法機構建立緊密聯繫，打擊跨境科技罪案和分享

情報，致力使香港成為一個安全的數碼城市。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標誌

香港海關

毒品調查科

香港海關亦設有毒品調查科，其主要職責為堵截毒品輸入

及輸出香港。海關人員駐守於各出入境管制站，為旅客進

行清關、查驗貨物和郵包，搜查車輛、船隻和飛機，以偵

緝和防止販毒活動。海關毒品調查科會對不同層面的販毒

活動作出深入調查，並加強與本地、內地及海外執法機關

之間的合作，交換情報，聯手打擊販毒活動。
�香港海關標誌

年份
接收到的可疑

交易報告數目

與 2013 年所提交報

告比較的增幅百分率

2013 32,907 -

2014 37,188 13%

2015 42,555 29%

2016 76,590 134%

2017 92,115 180%

2018 73,889 125%

2019 51,588 57%

2020 57,130 74%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是警務處於 2021 年 6 月新增設的部門，主要處理涉及境外犯罪得益的

複雜洗錢案件、充公本地及海外的犯罪得益財產、拓展財富情報，以及就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進行風險評估，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分析，以有效打擊近年日益增加的「洗黑錢」

罪案。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標誌

�近年財富情報及調查科接報涉及大額金錢的可疑交易案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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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式截停及搜查

根據香港法例第 232 章《警隊條例》第 54 條，以及第 50（6）條，警務人員擁有截停

及查問任何形跡可疑人士的一般權力。在執行任務時，警務人員可以要求疑人出示身

份證明文件，透過電腦查詢資料及搜查疑人是否懷有武器或藏有毒品。

  進行化驗

根據香港法例第 232 章《警隊條例》第 59C 條，獲授權的警務人員可從觸犯嚴重可逮

捕罪行（包括吸食危險藥物）的疑犯身上收取非體內樣本，例如指甲、唾液、毛髮和

尿液，從而確定該人是否曾經吸毒。

  沒收財產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8條及405章《販毒（追討得益）

條例》第 3條，法庭可頒令沒收涉案人士的財產。香港警務處財富情報及調查科亦會

負責對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進行風險評估。

警方處理毒品案件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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