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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政府不斷的努力宣傳，吸煙危害健康深入民心，但對於酒精問題及其危

害，似乎卻未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其實世界生組織早已經將酒精等同香

煙，列為第一類致癌物，更得出酒精與超過二百種疾病存在因果關係。儘管如

此，香港卻是嚴重缺乏對飲酒危害的教育和宣傳。 

 

政府每年花五千萬於吸煙危害健康的宣傳，但用於有關酒精危害的宣傳又有多

少？市民有機會接觸到的，恐怕就只有奉勸切勿醉駕的宣傳。更令關心基層醫

療的人士憂慮的是，去屆政府反其道而行推行「零酒稅」政策建立紅酒港的形

象，實際上是鼓勵市民飲酒。 

 

在香港青年人口中，飲酒問題更是絕對不容忽視。禁毒處《學生服用藥物調

查》顯示青年飲酒人口比例大大高於吸煙，而吸煙人口比例的降幅更遠遠大於

飲酒人口。根據東華三院「遠酒高飛」酗酒治療計畫在二○○五至二○一三年

所收集的數據，飲酒的年齡愈早，日後就更易有酗酒等相關問題，而大部分求

助對象早在十八歲以前已開始飲酒。新論壇較早前的調查亦發現，一成半未成

年人士有飲酒的習慣。可見，兒童及青少年是預防酗酒問題及減低整體市民受

酒精禍害的重點群體。 

 

可惜的是，香港的控酒政策十分寬鬆，是極少數沒有在零售點設售酒年齡限制

的先進地區。根據香港法例，購買酒精類飲品的最低年齡為十八歲，法例禁止

持有酒牌的食店或酒吧售賣予未成年人。然而，便利店和超市卻未受此限，只

能通過例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同業守則，以自我規管的方式限制店鋪售酒予

未成年人士。不過，守則落實的情況非常參差。筆者的辦事處曾派出兩名未成

年的女調查員到十六個零售點「放蛇」買罐裝啤酒，結果在七至八個店鋪成功

買到啤酒，成功率達四成，反映守則實際執行時完全「走樣」。 

 

堵塞零售點漏洞 業界自我規管 

 

相比起酒吧，這些「總有一間在附近」的便利店和超市，往往更易成為青少年

首次及持續接觸酒精的場所，為他們一時心癮大開方便之門。其實，生署在

二○一一年九月發表的《香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行動計畫書》就指出，單單依

靠店鋪自我監管效用不大。《計畫書》並列出不少建議，包括研究立法限制在零

售點買酒所帶來的影響，失望的是政府一再表示不會考慮研究，反映有關減少

酒精危害的問題，在政府議事日程中幾乎沒有位置。 

 

飲酒的年齡愈早，日後出現與酗酒有關問題的風險就愈大，對青年人帶來的傷

害亦更深。所謂預防勝於治療，要減少酒精帶來的健康及社會問題，必須由年

輕人手。短期而言，政府一方面應盡快堵塞零售點售酒的漏洞，與零售店鋪

組織加強溝通，提醒業界嚴格執行自我規管，為職員提供合適培訓，萬一此路

不通，政府要認真考慮立法堵塞零售點售酒的漏洞，保護本港的兒童及青少

年。 

 



過去政府通過宣傳、管制以及稅務等方式，在控煙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政

府在控酒方面卻遠遠落後。促進健康的工作，永遠沒有太遲，筆者希望政府成

立較高層次的委員會推動《計畫書》之內容，尤其向青少年加強酒精危害之宣

傳，讓市民清楚了解酒精危害，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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