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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世代的需要層次」

尊重需要

社交需要

安全需要

自我實現

生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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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成長及發展中的需要

有時，可能會沉迷其中，怱略了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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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前兒童 / 中小學生 / 家長和老師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調查

(衞生署)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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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兒童開始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年齡中位數

電視 - 8個月

影碟機 -10個月

平板電腦 - 16個月

電腦 - 2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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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經常陪同學前子女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家長:

平板電腦 (14%)

電腦 (12%)

• 20％ 的小學和中學生每天花多於3小時在使用互聯網

• 50% 學童的家長認為自己的子女花過多時間使用互聯網，影響他們的

日常生活

• 64％的家長經常或間中因使用互聯網或電子屏幕產品與子女爭執 6



小學和中學生自我評估為上網而引致:

• 放棄戶外活動 – 37%

• 減少睡眠時間 – 49%

• 影響學業成績 – 45%

• 向家人，朋友或老師隱瞞上網時間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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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在2013年召集了「使用互聯
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
詢小組」

2014年發表「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
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
報告

設立了特定網頁及透過多個渠道，
向各目標人口群組推廣健康「貼士」
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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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健康 心理社交及精神健康

1. 體能及肥胖

2. 視力

3. 肌肉骨骼問題

4. 聽覺

5. 損傷及意外

6. 感染

7. 與射頻電磁場有關的健康關注

1. 成癮

2. 網絡欺凌

3. 認知發展及學習

4. 社交發展

5. 睡眠不足

6. 網上與性有關的高危行為

7. 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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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兒童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的時間愈來愈長

•目前除了就上網成癮需要更多的研究外，更需要設

法預防兒童因過度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而影

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其它重要事情

成癮



網絡欺凌 / 網上與性有關的高危行為 / 
暴力行為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令網絡欺凌更容易發生及更

具傷害性

•互聯網使用的不斷普及，使青少年更容易涉及網上

與性有關的高危行為，以及視像和網上遊戲中的暴

力內容會對兒童行為構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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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足

•過度使用智能電話及電子屏幕產品與睡眠不足

有關，從而影響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及發展

•建議使用睡眠指引，包括如何建立睡眠常規、

不同歲數所需的睡眠時間、家長管教技巧及營

造一個安寧及舒適的睡眠環境

12



社交發展

•兒童花過多時間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有可能阻

礙他們社交技巧的發展

•除了需要更多這方面的研究及證據外，更重要的是

家長須促進兒童發展適合他們年齡的社交技巧

•培育與兒童進行更多優質親子時間及互動的家庭活

動，鼓勵及促進他們參與合作性的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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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絡成癮」的關注
• 於2002年，全球首次有因過度打機而暴斃的個案

• 24歲韓國藉男子，沒有任何病歷紀錄，於網吧暴斃，死前連續四天不眠不休地

打機 (韓國 SBS新聞, 2002)

• 過度使用互聯網對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損失

• 南韓: ~ 1.5 to 45億美元 (2009)

• 網絡成癮者亦表示沉迷網絡遊戲導致未能工作或應付日常生活

在過去12個月有7.5 日
對比

4.1 日 (抑鬱症患者)

7.5 日 (社交恐懼症患者)

7.2 日 (心血管疾病患者) (an European population-bas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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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衞生界別及臨床服務針對網絡成癮問題的回應

• 中國, 瑞士, 南韓,伊朗已建立針對性的策略去處理「網絡成癮」對

臨床、個人及社會的影響

• 大部分亞洲國家/城市 (如：中國、日本、香港、南韓、泰國、印

度)、部分歐洲國家、北美及澳大利亞等地亦已設立相關的診所

• 在香港，網絡成癮愈來愈受到社會的關注，有關的預防及治療服務亦

相繼推出，例如：東華三院心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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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間，東華三院心瑜軒處理了
262宗與過度使用互聯網有關的個案，當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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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9%

13%

5%
4% 3%網絡遊戲

網絡色情

強迫性上網行為

網上賭博

網上購物

其他



• 最多求助者的群組是12-17歲，其次是18-29歲

• 年紀最小的求助者是1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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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的年歲分佈 (n=262) 數目 百分比
少於12歲 7 3%

12-17 歲 113 43%

18-29歲 66 25%

30-39歲 42 16%

40-49歲 23 9%

50-59歲 8 3%

60歲或以上 3 1%

求助者的性別分佈 (n=262) 數目 百分比

男性 232 89%

女性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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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關注

• 世衞自2014年已開始就過度使用互聯網及電子裝置引致
精神及行為障礙的公共衞生影響而舉辦會議

• 世衞及香港衞生署於2016年9月合辦會議，議題聚焦於
如何進行健康推廣、防範和治療策略及計劃，以減低過
度使用互聯網、電腦、智能電話及同類電子裝置引致的
公共衞生問題，特別是精神及行為障礙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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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的研究與發展焦點

• 來自二十個國家的專家、世衞顧問及本地持份者將聚首一
堂，就如何預防及減低因過度使用互聯網及電子裝置引致的
公共衞生問題，檢視及分享最新資訊，並討論未來路向

• 會議亦為出席人士提供平台，共同分享良好實踐模式和以實
證為本的介入方法、確認未來的挑戰、訂立行動的優次及制
訂策略性的協作模式，以應對問題

• 本地及海外與會者和專家，透過共同探討及分享全球和區域
性的情況，檢視以實證為本的介入方法、策略和良好實踐模
式，將讓我們能向最終目標邁出一大步，即促進全民健康上
網以享受新科技的好處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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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ureau

Home Affairs Bureau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Hospital Authority

SCHOOLS

TEACHERS

PARENTS

Department of Health

Office for Film, Newspaper and Articl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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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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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由家長和教師開始

•由小朋友獲得上網的工具前做好預備

•顧及孩子個人的強項和弱項，了解他們在成長階段如
何學習和轉變

•從而在預防孩子因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成癮方面，
增加保護因素和減低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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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Acts
安全行動

給老師的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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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
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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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先覺
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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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促進
健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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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權利
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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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訂規則
清晰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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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溝通
開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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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
表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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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協助
適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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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44



多謝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