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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文獻標題翻譯：針對年輕人的毒品預防計畫：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導覽文獻作者：Richard Mid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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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轉譯作者：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專案研究人員邱佳頤 

最後瀏覽時間：109 年 10月 27日 

註：本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學術研究或政府政策參考，以簡單摘要

的轉譯方式，前導性的介紹相關國外文獻，如欲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

請讀者自行查找所示紙本資料來源或點選網路資料途徑，為進一步研究。 

壹、 目的 

    年輕人的物質使用長期以來為西方社會所關注，本文以文獻回顧之方

式探討一系列預防性計畫之性質和方法，研究證據亦證明了這些方案和預

防目標的有效性，藉此使人們能更清楚了解將預防性方案成效最大化的要

素是什麼。 

 

貳、 發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政府逐漸認為，年輕族群的預防性策略必須以

顯著且有效的方案為立基點，開發以實證為基礎的方法。本文整理了相關

研究證據並指出一些有效的預防性方案取向，其中包括： 

一、 以課堂為基礎的方案。 

二、 側重於養育子女的方案。 

三、 以整個學校和社區為要素的方案。 

四、 以兒童早期階段的風險和保護因子為標的方案。 

五、 旨在減少傷害的預防性措施。 

    然而，即使那些被認為對青少年最好的預防性方案都會有不同形式的

缺點。例如，從短期和中期的研究結果來看，一些項目的有效性不是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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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信服，其中的變化在短期內是顯著的，但隨著時間推移在中期後減

弱。而將父母/家庭視為主要預防措施的方案也很難招募和留住參與者，進

而影響計畫的成效。而減少傷害的有效性與傳統的戒除相比，需要更準確

地衡量整個學校，父母和社區元素的額外影響。 

    預防性方案需先認知到藥物為何能夠吸引年輕人，以及藥物使用不一

定會成為濫用。計劃和方案必須擴大解決系統性的因素，譬如一些鼓勵未

成年人不當使用合法藥物之廣告和銷售策略，而不是僅是滿足於減少使用

以作為成功的衡量標準。另外，在評估計劃的有效性上，應設定切合實際

的目標並選擇與方案活動直接相關的結果作為指標，在此減少傷害的概念

很重要。換言之，方案可評估的目標是在減少危害，而非純粹以戒除或減

少使用為目標，即使其消費量保持不變，也應從減少的傷害或傷害風險的

角度評估方案的有效性。然而，它也忽略了毒品使用的道德層面，並與重

視個人健康福利而反對毒品使用的意識形態上（零容忍）形成對立。 

 

參、 改善與結論 

    過去四十年大量的研究發展，使人們逐漸了解可優化方案有效性並實

現方案目標的要素，這也意味著針對年輕人的最佳預防性方案已具有一定

程度的優點，但未來仍有可改善之處。本文回顧了以學校為基礎有效的毒

品預防計劃內容時，明確指出基於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的方法是

最有效的。社會影響是指由於他人或團體的意見或行為所形成的社會壓力，

使得個人的意見或行為改變的社會現象，它有多種形式，可以在社會化、

同儕壓力、銷售和行銷等方面看到。而社會影響的計劃中包含了四個要

素： 

一、 透過參與及練習，將毒品使用後果之信息與決策技巧和自我效能之發 

 展結合。 

二、 拒絕藥物使用的反壓力訓練。 

三、 關於同年齡層使用該藥物的可接受性、普遍性的規範性訊息。 

四、 進行更廣泛的社交技能訓練以提高自尊心和社交能力，降低藥物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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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年輕人的社會影響計畫可成為對傳播合法和非法藥物使用的社會

規範，以為自己或他人使用的情況下制定和實施更安全的決策。從長遠來

看，它們有潛力為補充性的系統策略創造更友善環境（例如限制合法藥物

的廣告）。本文回顧了一項社會影響方案，它提供年輕人藥物使用盛行率

的資訊，使用互動方法讓參與者參與學習過程，並創建一個同儕支持的環

境，進而促進實際技能的發展。透過結合社會影響的要素，該計劃實現了

重大的行為改變。然而，並非所有的社會影響計劃都是有效的，當代社會

影響力預防方案雖仍存在缺點，但重要的是建立證據基礎並了解此類計劃

可以實現的目標，改進而非拋棄必須是未來實現預防性計畫之方式。 

 


